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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知识产权评论（第1辑）》

内容概要

《西南知识产权评论(第1辑)》设“未来展望”、“交叉研究”、“知识产权与民法”、“知识产权与
公共领域”4个标题，收录了波斯纳、吴汉东、苏力、刘春田、张玉敏等中外学者的13篇论文，既有对
知识产权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对知识产权研究方法的关注。专题的设置、文章的选取表达了我
们对知识产权的反思——知识产权该有怎样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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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未来展望]  我们的知识产权是不是太多    Richard A. Posner  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评价与反思    吴汉
东[交叉研究]  戏仿的法律保护和限制——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切入    苏力  肥羊之争：产权界定
的法学和经济学思考   凌斌  商标法基本范畴的符号学分析    彭学龙  “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
著作权法为模型    李琛[知识产权与民法]  民法原则与商标立法    刘春田  商标法基本原则论纲    张玉敏 
重塑以民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    李扬  《商标法》的性质：公法抑或私法    邓宏光[知识产权与公共
领域]  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    冯晓青  知识产权法公有领域的保护    胡开忠  版权法上的公共领域
作品保护研究    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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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之所以对戏仿之商业性质作宽松解释，是因为如果司法上一定要求有狭义的商业目的才能认定侵权，
则可能会留下一个漏洞：被戏仿作品的竞争对手也许会私下雇佣戏仿者，以非营利、非替代的戏仿来
压缩被戏仿作品的潜在市场，竞争对手则可能从中获利。理论上看，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调查发现，但
成本会很高，也很难证明。因此，更好的方式，更便利司法的方式是，在营利问题上，应适度放宽有
关商业营利的判断标准。第四，替代性不简单等同于戏仿与被戏仿作品之受众的此涨彼消，尽管受众
的此消彼长可以作为证明作品有替代性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关键是要考察戏仿以何种方式“夺走了”
原作的观众。一般说来，由于戏仿和被戏仿作品性质不同，满足的是受众的不同需求，受众不会仅仅
因为一部作品受到了戏仿，就放弃了这部作品；因此，在原作颇有价值的前提下，戏仿一般不会导致
受众的此消彼长。但完全有这样的可能，一部戏仿因其自身的趣味和艺术性获得大量观众，同时又向
受众有效传达了一些有关、却不利于被戏仿作品的真实信息，从而导致原作的部分潜在受众放弃消费
本来他们可能消费的被戏仿作品，因此出现了受众的此消彼长。就总体而言，市场假定受众作为消费
者是理性的，会选择他们认为值得消费的作品，其选择也总是伴随着对诸多相关信息的考察。戏仿传
递的不利于被戏仿作品的信息，尽管会减少被戏仿作品的受众，并在此意义上“损害”被戏仿作品之
作者的经济利益，但说到底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法律不保护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更重要的是
，观众从这类信息中获利了，那些在没有戏仿的条件下本可能转移到被戏仿作品之作者手中的财富留
在了受众手中。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样的此消彼长并没有减少社会财富，甚至可能有所节省——减少
了受众不满意的消费。这是值得鼓励的更有效率的信息流动和财富流动。另一方面，这些没有流向被
戏仿作品之作者的财富也不会自动流向戏仿者，除非戏仿本身有某种受消费者欢迎的优点，而这就意
味着后者具有非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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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南知识产权评论》由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办，知识产权法专家张玉敏教授担任主编
。《西南知识产权评论(第1辑)》收录了国内外知名学者有关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的最新思考、前沿理论
的探索、知识产权热点案例的剖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议等，是知识产权法专家、学者近期研究
成果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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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西政的学术风格很有特点啊
2、凌斌和李琛两篇还不错。署名吴汉东的文章满纸口号，引自己的文章最多，真有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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