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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与实施的法律》

前言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断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
且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
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俯拾即是。而翻开古今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历史，完全摒弃法律制度而能
够保持国家昌隆、社会繁荣进步的例子，却是绝难寻觅。盖因在摆脱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类社会开
始以一种“重力加速度”飞速发展，人的心智日渐开放，人们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面对日益
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在建立和维持一定秩序的各种可
选择方案（暴力的、伦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实施、
推行，无疑是一种最为简洁明快，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成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嬗变演进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逐渐成为维持一定社
会秩序、支撑社会架构的重要支柱。17世纪以后，数次发生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特别是20世纪中
叶发生的电子信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信息交换的规模和速度
，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生活进入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新境界。在这
种背景下，宗教、道德等维系社会人心的传统方式，在新的形势面前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而理想和
实际的选择，似乎是透过建立一套理性和完善的法律体制，给多元化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一套合理而可
行的共同的行为规则，在保障社会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给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发挥个性的自由空间。
这样，既能维持社会整体的大原则、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和谐和稳定，又能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个人
的自由和个性，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唯有如此，方能达到稳定与发
展、整体与个人、精神文明与物质进步皆能并行不悖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在
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大潮，法律改革的运动也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中国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也一
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古代社．会法律文化的精神旨趣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内容博大、义
理精微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无法与近现代社会观念相融，故而在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
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的
过程。如果以20世纪初叶清代的变法修律为起点的话，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活动已经进行了近一
个世纪。在这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斗争，道路选择、主义争执、民族
救亡以及路线斗争等等，使整个中国一直处于一种骚动和不安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革在理
论上会给法制的变革提供一定的机遇，但长期的社会骚动和过于频繁的政治剧变，在客观上确实曾给
法制变革工作带来过很大的影响。所以，尽管曾经有过许多的机遇，无数的仁人志士也为此付出了无
穷的心力，中国近百年的法制重建的历程仍是步履维艰。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的
十年动乱宣告结束，中国人开始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自身和周围的世界，用更加冷静和理智的头脑
去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由此进入了，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由经济改
革带动的全方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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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与实施的法律问题研究》对知识产权的客体属性、动力机制、权利本质、制
度价值、制度构造、信息产权、国际规则、制度变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察，以求澄清理论与实践
中的某些误解和误读；同时，结合战略学原理，分别提出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宏观与微观的定位，及
“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着力点（谋划对象）”的战略方针；此外，《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与实施
的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廓清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相关国际规则对我国的利弊影响，就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制定的理念、立法重心、趋利避害”措施，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执法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及知识
产权应用机制等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其中许多对策和建议在此前尚未提出或未被注意，对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运行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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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知识产权资源“规模”不仅仅是数量概念，而是数量、质量、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知
识产权资源的“质量”，较狭义的理解是指对其市场竞争力、影响力的评价，例如某个商标的知名度
，某个作品的传播范围、市场覆盖率，或者某项专利技术在其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地位、先进程度等等
；更广义的理解则除此之外还包括对我国小康社会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支撑力和推进力，对我国国
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保障力等方面的评价。知识产权资源的“结构”一般指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权
利的比重。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可以有多种划分标准，如基于知识产权地域性可分为国内与国（境）外
知识产权，而就国（境）外知识产权还可依据国别或国家发达程度等标准再作细分；再如根据权利主
体的国籍和／或资本来源构成分为本土知识产权和非本土知识产权，当前常用的“自主知识产权”主
要就是指我国本土知识产权（亦可称自有知识产权）；另如根据权利的法律性质分为版权、商标权、
专利权等等；还可根据一国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禀赋与智力成果的关系分为优势知识产权资源与弱势
知识产权资源，等等。这些标准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知识产权）作出的观察，所以各种
类型之间可以相互交叉。如我国某国有企业获得一项国外的专利授权，仍属于自主知识产权。　　显
然，质量与结构是衡量一国知识产权竞争力时更为实质性的标准。当然，知识产权资源规模总是以一
定数量积累为基础的。因此，知识产权资源规模“最优化”就是指在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
和各种创新所需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使各种知识产权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相互比重能够实现
的最佳状态。　　知识产权资源的效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该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自身
的使用价值，二是指基于知识产权专有性而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知识产权资源效用一般通过自己使
用、许可他人使用、权利转让这三种形式得以实现，即所谓智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尤其后两种形式
，实质上是将知识产权资源转化为由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有利于在市场交易、流动过程中找到能最
大化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这与一般的商品交易并无本质差别，可称为“商品化”；而在此基础上若
与其他资源配合，最终形成相关的产业链条甚至产业集群，即可称为“产业化”。显然，在一般意义
上，知识产权的商品化、产业化是知识产权资源效用发挥的高端形式。无论从权利角度还是从市场资
源角度考察，知识产权资源都只有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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