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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中国经济》

内容概要

《WTO与中国经济》共分12章，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发展、职能地位、组织结构、运
行机制及基本规则等，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结合实践分析了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提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应对
措施。
《WTO与中国经济》为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大专院校相关业教学使用，同时
可供关心WTO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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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普遍义务和基本原则　　1.确保协议规定有效实施的义务　　各成员方应实施《知识产权
协议》的规定，并可在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实践中确定实施该协议的适当方法；同时，在不违反协议规
定的前提下，各成员方可以通过国内法实施比该协议要求更广泛的保护，但这不是一种义务。　　成
员方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不得有损于成员方依照《巴黎公约》、《伯尔尼公
约》、《罗马公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等已经承担的义务。　　2.相互提供国民待遇原则
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每一成员方向其他成员方的国民提供的待遇不得低于
其给本国国民提供的待遇，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相互给予国民待遇。但《巴黎公约》、《伯尔、尼
公约》、《罗马公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另有规定的可以除外。　　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惠
国待遇原则，是指每一成员方给予第三方居民的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
其他成员的居民。《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把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最惠
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还有一个总的例外，即这两个原则不适用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支持下制定
的有关取得或维持知识产权的多边协定中所规定的程序。　　（二）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使用标准
　　1.版权（著作权）　　版权是指作者对其所创造的文字、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包括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　　相关权利是指与作品传播有关的权利，即表演者、录
音制品制作者和传媒许可或禁止对其作品复制的权利。一些成员也称相关权利为邻接权。　　版权方
面已经有了《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除了遵守《伯尔尼公约》规定以外，还
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一是计算机程序的保护。协议规定对计算机程序，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实物代
码，都应按照《伯尔尼公约》作为文字作品来保护，这就对计算机程序首次制定了国际性的保护标准
。二是著作权的租借权。协定对计算机程序、电影、唱片的权利所有者给予租借权这一新的权利。对
这些所有者的有效保护期限为50年，在保护期内，商业性出租者要支付一定的报酬给权利所有者。　
　2.商标　　商标是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组合。这些
标记包括人名、字母、数字、图案、颜色的组合。　　注册商标所有人享有专有权，以防止任何第三
方在贸易活动中未经许可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记，来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　　
驰名商标应受到特别的保护，即使不同的商品或服务，也不得使用他人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成员在
确定一个商标是否驰名商标的时候，应考虑相关公众对于该商标的了解程度，包括在该成员领土内因
促销而获得的知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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