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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

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分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
度六个部分。总论从论述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人手，全面阐述知识产权法的
基本理论，对知识产权的有关概念、制度、知识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其余部分具体介绍著作
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相关概念和制度。在介绍和阐述有
关制度和理论时，注意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知识产权法深入研究和实际操作
的需要全面介绍。因此，《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对象，主要为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同时
可供高等院校其他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以及从事司法、行政和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教学和培训使用。 
《知识产权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的。根据知识产权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结合我国
《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有
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广泛采纳国外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内外知识产权理
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力求系统精到地阐述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根据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教学需求，介绍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知识，在全面阐述知识产权法基本理论和制度的同时，
注重知识的应用性，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性、知识性、应用性三者统一而突出应用性，基础
知识与前沿理论兼顾而立足于基础知识。在行文上，力求简洁明了，平白易懂，对难点问题，尽量以
例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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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

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概念的由来　　人类对财产权的认识
历史悠久。早在奴隶社会的罗马法中，就已确立起相当完备的财产权制度。在罗马私法体系中，罗马
人以“物”作为客体范畴，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包括对物的占有、转
移、收益、处分制度。现在，人们把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就源自当时的《十二铜表法》
。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财产的认识带有很大的
局限性和片面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智力成果和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还只是偶然的和不自觉的行为
。人们看到的只是物质产品的价值，而对蕴涵在物质产品背后的知识和技术价值认识不足。也就是说
，人们只承认有体物为财产，而并没有无形财产的概念。在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只知道一把锄头值
多少钱，并不会想到生产这把锄头的技术值多少钱，更不会想到用生产锄头的技术去换取货币。　　
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在工业社会里，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市场经济开
始代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机器生产的出现，科学技术对物质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生产的
制约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科学技术的应用，甚至成为商品竞争胜败的决定性因
素。因而，人们对技术和知识的需求变得空前迫切，对智力成果的价值也越来越重视。生产者和技术
创造者之间开始进行货币与技术的交换，技术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成为一种商品。这就使人们逐渐认
识到，知识和技术也是一种财富，用它同样可以去换取货币。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新观念，使得
智力成果的价值开始从物质产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成为人们用来交换的特殊商品。
所以，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技术成为一种新的财产形态，人们拥有智力成果
同拥有物质产品一样，也等于拥有了财产，拥有了进行市场交易的商品。因此，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或
拥有者便自然地把智力成果视为私有财产，不允许别人随便使用，并要求从法律制度上进行确认和保
护。同时，越来越频繁的技术商品贸易也必须建立在一种明确的产权基础上和一个稳定的交易秩序中
。这些都要求建立起对知识财产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但这种采取技术形态的财产权却无法纳入传统
的所有权制度调整，因为传统的所有权制度调整的是具有实物形态的物质产品，而这是一种非物质形
态的精神产品，传统所有权中的物权制度无法涵盖这种无实物形态的精神产品，必须有一种新的权利
形式来调整它。这样，以确认和保护知识技术这种无形的智力成果为己任的知识产权制度便应运而生
。　　所以，是生产力的发展孕育了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的财产化和商品化催生了知识产权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同物（动产和不动产）一样，可以被人们作为一种私有财产而享有财产权。在人
类发展史上，知识产权概念的产生，反映了人类财产权制度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知识产权制度本身
就是人类的一次伟大发明，是社会制度创新的光辉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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