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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

内容概要

日本著名知识产权家、技术史家富田彻男（1934：）撰著的这部《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以其独
特的视角讨论了这些问题，将会给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者带来一些启迪和思考。全书运用比较方法分析
论述了日本、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作状况和问题，并结
合历史事实和典型案例，从经济背景、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等角度系统论述了各国知识产权的思想、
制度、制度的确立、历史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冲突、专
利权浪潮、职务发明与知识产权归属、成功企业的要素与日本产业竞争的活力等需要我国关注的重要
问题。特别是还以较为全面的观点讨论了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是与非、英国型和德国型两种产权制度
的得与失、特大规模企业的利与弊，以及应当如何处理生产者与消费者、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内需
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等理论与现实中的重要问题，以防止片面性，避免绝对化，合理有效地利用知识
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总的看，应当怎样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作者在“中译本序”中
提到，“应当像慎重利用药物一样，慎重利用这一必要制度”。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辩证性的看法，
也是全书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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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富田彻男 译者：廖正衡 金路 张明国富田彻男先生是日本著名技术史家、专利研究专家
。1934年生于东京，1953年入东京都立大学工学院，翌年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通过
公务员考试任职于政府通产省专利厅，后任该厅评审部主席评审官，直到1995年退休。其问，1958年
入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日本史、东洋史。196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开展了以技术史为中心
的研究工作，包括比较技术史、专利技术史、各国技术及其制度比较、国际技术转移和商品学等方面
的研究。1967年参加了由日本科学史学会主持的奠基性巨作25卷本的《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日本
第一法规出版社）的编写工作，并在日本首次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了全书索引。1973年组织专利厅40
位学者花费8年时间共同翻译了德国名著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的《西洋事物起源》3
卷。由此应邀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讲学，并获日本翻译出版文化奖。1980年开始主编《工业产权制度百
年史》和《专利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大藏省印刷局），并合译了《希特勒的专利战略》此后在出版
了个人专著两部《技术有国境吗--技术转移与气候、风土、社会》（1991年）和《市场竞争中的知识
产权》（1993年），并与丰田正雄合著出版了《中小风险企业与专利战略》（1996年）等著作。1991
年富田先生到中国大连参加中日合作召开的“中日科技发展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并应邀在大会做
特邀报告，结识了包括译者在内的诸多中国友人，进一步开展了中日学术交流工作。富田先生自专利
厅退休后开始到大学执教，曾在日本琦玉大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技术转移”等课程。1998年以后至
今任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地区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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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什么是知识产权一. 知识产权的产生二. 自由竞争与知识产权三. 知识产权与竞争市场四. 授予
垄断权的根据第二章 知识产权制度一. 专利制度二. 实用新型发明三. 外观图案设计四. 商标五. 反不正
当竞争法六. 著作权七. 种苗权八. 各国制度的差异第三章 历史价值观与基本法制一. 对平等看法的差异
二. 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三. 权利产生与法院作用四. 陪审制度与实质性证据原则第四章 知识产权制度
的确立一. 各国制度伊始二. 市场. 技术特征和制度三. 国际条约四. 反对垄断与掠夺殖民地的竞争五. 第
一次世界大战第五章 国际卡特尔时代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技术特征二. 国际卡特尔三. 无线电技术
与国际卡特尔四. 电灯泡技术与国际卡特尔五. 德国纳粹政策与国际卡特尔专利六. 德国IG“法尔本”公
司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第六章 自由主义经济与反专利权一. 违背反垄断法的行为二. 向垄断倾斜与反垄
断法规三. 专利与反垄断法规四. 自由经济体制与专利五. 国际市场的变革与专利制度的变化六. 战后技
术条件下保护对象的变化第七章 专利权浪潮一. 二战后的企业技术二. 专利权意识的兴起三. 最近的几
宗诉讼案四. 对强化知识产权的反对意见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专利一. 技术国产化的加强二. 
专利征用三. 战后措施四. 市场与技术第九章 从知识产权看日本产业一. 二战前的市场竞争背景二. 二战
后的技术引进三. “大量申请”的结构四. 日本技术开发竞争与专利第十章 知识产权的归属一. 职务发
明的起源二. 最近的问题三. 技术公开与技术隐匿四. 有关企业秘密的法制五. 禁止到竞争对手企业就职
问题结束章 知识产权和产业社会参考文献原著后记译者后记作者简介

Page 4



《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

精彩短评

1、从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角度阐明了各国尤其是日本的知识产权发展历史和现状
2、早年，从先生的著作引注中看到了有此书，也曾从图书馆借阅过，最近购买再读，收获又是不同
。
3、工业党的读物。
4、很好，结合了市场和竞争理论。
5、倒是推荐的
6、日本学者的综合能力值得学习
7、老师推荐的书，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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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很好的小书，没有艰深的理论，没有只是简单罗列的枯燥数据，但让人有读下去的诱惑
和让人击节赞叹的精彩。该书作者——日本工业技术史专家富田彻男，把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结合起
来，并以日本一百多年的兴衰史为脉络，向我们呈示了法律、技术、市场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分
析了法律和经济的历史传统以及战争、国际政治对于知识产权进而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作者甚
至完全的市场经济的精神，那就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竞争的活力不得窒息。因此，他对知识产权的
认识是一针见血的，即“知识产权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顾客的权利
。”（p13）另外，还不止于此，日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有英美的盎
格鲁撒克逊型资本主义和德国（或者欧洲）的莱茵型资本主义，前者注重机会平等，后者更注重市场
利益的平等分配。这个区别对于知识产权的影响在于，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
被确立下来。而且，两者之间对于反垄断法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即德国或者欧洲的法律对于卡特
尔的态度是相对缓和的。但相同方面在于：有竞争的市场的存在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必要。作者还
认为，日本发达的根基其实并不在于战后的技术转移，而在于自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形成的市
场结构。（p210）而且，作者也指出了知识产权造成的合法垄断，对于消费者的利益以及促进技术进
步的目的多少有些冲突，这也是在某些领域强调对知识产权进行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原因。（参看
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回头看看我国，“保护不够有力和权利限制缺位”的知识产权法，
更应该奋起直追。日本的锁国政策引来了美国的坚船利炮，但是他们立即意识到国家要发达，必须要
学习别人的技术。日本以技术立国，同时建立了促进技术发展的制度，因而提本不仅“以对美国进行
专利保护为条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而且在经历了战争的情况下再次强大起来。读罢该书的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专利》，我对这个可恨又可敬的邻国，又加深了几分认识。为了鼓励创造
，1921年日本修改专利法时确认了职务发明贵发明者所有；为了鼓励国内产业发展，他们发动了“爱
用国货运动”，把国货定义为“日本人持有51%以上的股份的公司生产的不完全由进口部件组装的、
依靠外国专利生产或向外国支付专利费的产品。”这些足以让你和我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产生更为直观
的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许现在我们不能只是记住这句话，更应该想到这样一句话的
背后，我们应该真样做。我并不怀疑中国人的创造力，但是制度的创造确是我所怀疑的，因为我们的
社会科学的研究太落后了。也许，我们的研究应该采取新的方法（比如“问题导向”，而不是“空对
空”的“理论研究”），我们应该接受新的理念（比如，市场经济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制度来支撑？
），我们的教育体制应该重塑（人的培养应该着重于广泛的知识吸收和扩展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
，......。合上书，我对于这个国家以及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一个没有自觉意识的民族是可悲的，也许
，我们是应该“猛回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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