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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学习社会学！
我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上了社会学，我希望你们也能喜欢上它。
社会学是引人人胜的，因为它是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
　　如果你们想观察人并想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去做，你们将会喜欢上社会学。
社会学探查开启了社会之门，因此你们能够了解到其背后发生的一切。
本书重点说明了我们所属的社会和群体是如何深刻地影响我们的。
例如，社会阶级为我们安排了一条生活道路。
对一些人来说，这条道路会使他们有更好的健康状况、获得更多的教育并有更高的收入，而对其他人
来说，就可能会带来贫穷、辍学，甚至更高的患疾病的风险。
这些道路极为重要，从我们一出生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机会，也影响着我们陷入与警察的麻烦的可能
性。
它们甚至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将会有何结果，影响着我们会要的子女数——也影响着我们是否会读到本
书。
　　当我上社会学的第一节课时，我就被“钩住了”。
看到我的生活是如何神奇地受到那些更大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之后，我认识新世界的眼睛打开了，这个
新世界一直吸引我去探索它。
我希望这也将是你们的感受。
　　从人们如何成为无家可归者到人们怎样当上总统，从人们为什么想自杀到妇女为什么被歧视，全
世界每个社会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实际上，正是这种广泛性使得社会学变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把社会学之镜放在广泛的社会特征，譬如社会阶级、性别、民族与种族上，也可以把我们的
焦点集中在小规模社会现象层面。
如果我们观察两个人的互动（不管是争吵还是亲吻），我们就会了解这些广泛的社会特征是如何从他
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我们并非天生就是现在这样。
我们亦非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了该享受什么样的生活的先见之明。
刚出生时，我们没有民族一种族、性别、年龄或社会阶层的观念。
例如，我们不知道人们因其是男性或女性，他们就“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
不过，随着我们在社会中长大成熟，我们都会明了这些事。
找出这一过程的“来历”和“原因”，同样会使社会学变得富有吸引力。
　　学习社会学的许多乐趣之一是，当我们研究群体中的社会生活（这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定义）时
，无论那些群体是在世界上某些偏远地方，还是在我们自己所在社会附近的某些角落，我们总是能对
自己的生活有所洞察。
当我们认识到他人的习俗如何影响其行为时，我们II己的社会对我们的影响也就变得清晰可见。
　　因此，本书可能是智力冒险的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新的观察社会世界的方式——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社会和你自己。
　　我祝愿你们在大学及今后的事业中万事如意。
真诚地希望本书会对你们的成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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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知识产权为私权。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法学既是民法学科的重要分支，也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学。
本书旨在构建一个知识产权法的知识体系，同时注重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统合。
本书阐述了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保护对象、主要构成、私权属性、与民法的从属关系以及社会功能
；结合我国法律，系统解读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和基本制度；对保
护知识产权的主要国际公约和多边条约的原则和内容作了适度的解说。
　　第三版对第二版作了相当大的修正，主要是：导论部分加重了关于知识产权法为财产法，属于民
事普通法的描述，提出知识产权法应编纂人民法典的主张；著作权法编增加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解
说，修正了著作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等；专利法编吸收了为我国第三次修改专利法所作出的
研究成果，修正了“在产品或包装上注明专利标记的权利”为专利权内容的提法等；商标法编加强了
基本理论的阐述，增加了新的法律法规介绍，删减了部分涉及商标行政工作的章节，对有争议的问题
作了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编删除了与知识产权无关的内容，调整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
，并注重了基本理论与制度的阐释。
全书既保持了注重学科的基础性、科学性、体系性和稳定性的传统，又注意吸收我国修改专利法、著
作权法和商标法后近五年来新的研究成果。
　　《知识产权法》是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为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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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知识产权法导论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导论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对象四、知识与载体
或形式与质料　　知识作为形式，是客观的。
知识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形式与内容是知识的一对范畴。
既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为免误解，再次说明，本书凡言及知识作为形式的时候，均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形式是表现的，是无实体的，故形式不能独立存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材料（或称质料）加以表
现。
同时，形式作为知识的本质和现实的存在方式，与作为知识之载体的质料，是不同的。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形式是指事物的形状，结构等。
《汉语大词典》则对形式有两种注释：（1）外形，《南史．颜延之传》：“及建武即位，又铸孝建
四铢，所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
”（2）对内容而言，指事物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方式（这相当于英文的“form”，意为事物的“模壳”
）。
载体，则是指支撑事物形状或结构的物质材料。
我们知道，摆在人类面前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客观世界，是一个以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内部结构和外
部形式存在的物质世界。
物质以二元要素存在，即质料与结构。
质料即物质实体，或称“体”。
结构的外在表现是形式，或称“形”。
形与体，即形式与物质材料，它们通常为一个事物自然属性的两个方面，形式借助物质材料为载体得
以客观外化，物质材料则借助形式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状态。
结构和形式决定物质的功能。
人类借助物质材料，设计出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结构与形式，以满足自身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就材料与形式的关系而言，其中形式在逻辑上是可以被抽象化，从载体中被提取出来，脱离特定载体
而独立存在的。
从材料的角度看，一种物体可以构造或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结构和形式。
反之，从形式的角度认识，一种结构和形式也可以借助于各种不同的物质材料得以分别表现。
物质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或称形与体的统一。
这种现象说明形和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如就建筑而言，梁思成指出：“一座建筑物是一个有体有形
的庞大的东西”，①形和体作为二元结构，分得清清楚楚。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形和体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不生不灭。
人类既不能创造物质，也无力消灭物质，更无法复制物质。
可见，人类在质料，即“体”的面前是无所作为的。
人能做什么呢?“在获致事功方面，人所能做的一切只是把一些自然物加以分合。
”②　　人类可以为物质缔造和组织新的结构与形式，在认识物质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在破
坏形与体的对立统一上作文章，即改变物质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式以及物质世界的相互位置关系，仅
此而已，这就是“创”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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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属于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法学则是部门法学、应用法学。
本书阐述了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保护对象、主要构成、私权属性、与民法的从属关系以及社会功能
；结合我国法律，系统解读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和基本制度；对保
护知识产权的主要国际公约和多边条约的原则和内容作了适度的解说。
旨在构建一个知识产权法的知识体系，同时注重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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