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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
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崇尚“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如《礼记·礼运》所说：“圣人之所
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但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只不过这些成文法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
。
时至20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文化文明和传统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
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法律文化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西方和东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
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法律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法学研究的
深入和法律教育的发展。
而法制观念的普及、法治素质的培养则有赖于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的培养。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法律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传统。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商鞅、韩非好“刑名之学”。
逮至秦汉，律学滥觞。
秦朝“以吏为师”。
中国传统律学的勃兴始自汉代。
自一代硕儒董仲舒开“引经注律”之先河，律学遂成为一门显学。
南齐崔祖思曰：“汉末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授课，至数百人。
”（《南齐书·崔祖思传》）东汉以后，律学不限于律文的语义注释和儒经考据，领域拓展至法典名
词术语和编纂体例。
西晋张斐、杜预将中国古代律学发挥到私家注律之空前高度——“张律、杜律”为国家认可，具有法
律效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法>>

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第4版)》内容简介：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
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崇尚“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如《礼记·礼运》所说：“圣人之所
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但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只不过这些成文法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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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知识产权的特征严格说来，知识产权的特征与知识产权的属性是不同的。
特征或特点是指此有别于彼的差异，即个性所在；而属性则不限于彼此间的差异，还包括构成此同时
也包含于彼中的一些共性。
我们说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这便是就知识产权的属性而言的，前述债权、物权等同样具备民事
权利的属性。
长期以来，许多教科书在论及知识产权的特征时，都标称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等。
但这些说法能否经得起严格推敲尚存疑问。
下面进行简单分析。
首先，民事权利无不为权利人所专有。
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何以专有性为其特征？
只要法律上承认因某一事件或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从而导致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产
生，这其中的权利即具有专有性。
故而专有性只能被认为是作为民事权利之一的知识产权的属性，而非特征。
其次，所谓地域性是指一国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在他国有效，比如一项在中国享有专利权的技术并不
因其在中国的专利权而在其他国家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然而任何法律都仅在其法域内有效，这导致因法律而产生的权利也必然具有地域性，即任何因法所生
之权利必然在特定法域内有效。
换言之，一切权利都只能依照权利产生地有效之法律而受保护。
法律通常没有域外效力，这致使权利具有地域性。
即便是物权也是一样，在不同的国家针对同一有体物的物权分别源自不同国家的民事法律，其内容也
未必相同，但各自均在自己的法域内有效。
这说明一切法定权利都是有地域性的，可见地域性也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特征。
但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否认一国的知识产权不在他国当然有效的事实。
从法理上看，一切权利都不可能在他国当然有效。
他国法律所承认的往往只是某一事件或行为，即只有当某一事件或行为依照他国法律被当作法律事实
时，他国法律才据此授予其权利，并依他国法律予以保护，反之便不授予权利。
比如，甲在荷兰合法地购买了含有某种特殊成分的香烟，依当地法律甲对该香烟拥有所有权。
如果将这种香烟带到新加坡贩卖，甲在荷兰因购买该香烟而得到荷兰法承认的所有权，便可能得不到
新加坡法律的保护。
因为依照新加坡法律，甲在荷兰购买这类香烟的行为不属于法律事实。
可见，即使是作为物权之一的所有权，也不可能在法域之外当然有效。
严格地讲，一些教科书中所称的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实际上是各国法律对特定事件和行为是否构成
本国法上的法律事实的态度所致，而绝不是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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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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