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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也称TRIPS或《知识产权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制
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为了全面履行TRIPS规定的义务，我国于2000年8月25日对《专利法》、2001年10月27日对《著作权法
》和《商标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了相当的提升。
尔后，为便于我国著作权法有关制度的实施，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问题，国务院于2006年5月10
日通过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组织了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了本书。
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教材，既是我们进行知识产权研究的成果，也是二十多年来教学的经验总结。
　　本书第一版2007年问世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各国空前关注知识产权。
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5年内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大幅度提高，运用知识产权的
效果明显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
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为导向，我国于2008年12月27日修正了《专利法
》。
第二版及时反映了这些新变化，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本书撰稿人为吴汉东（第一编和第六编）、曹新明（第二编）、张平（第三编）、王莲峰（第四
编）、董炳和（第五编）。
全书由主编吴汉东统稿，肖志远博士为统稿做了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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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之一，同时它也促进了技术变革、经济增长与
社会发展。
这一制度的形成与社会作用为学习和研究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多维视角，即从经济、技术和制度相结
合的角度来整体性地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基于此学术理念，同时结合我国加入WTO的时代背景，本书采取总论和分论相结合的体例，完整而系
统地阐释了知识产权的一般原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知识产权国际公
约等理论知识。
本书力图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有机结合，同时反映理论界的学术通说以及最新研究
成果，在系统地阐述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注重提供分析与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
方法。
    本书对于法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实务界人士和其他知识产权学习者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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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侵权行为人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而实施侵权行为。
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
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
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
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这里强调了侵权行为必须具有生产经营的目的。
　　（4）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无须有过错。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承担民事责任一般应该有主观过错，对于无过错的责任只适用几种法律规定
的特殊情况。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而为侵权行为；过失则指行为人因疏忽或者自信而为侵权行为。
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专利权人无须承担被诉人具有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专利侵权以无过错责任
为原则。
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地域性以及知识产品的无形性，使得他人无意闯入权利范围的可能性比其他民事
权利大得多。
考虑到无过错给他人知识产权造成损害的普遍性，以及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困难和被告证明自己无
过错的容易，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采用了特殊规定。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不知道他人享有专利权而实施其专利的行为，本身就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
是有过错的，因为专利授权公告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能够得知。
　　二、专利侵权的种类　　根据侵权行为是否由行为人本身的行为所造成，将专利侵权行为划分为
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
　　（一）直接侵权行为　　1.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　　这里所说的“实施”相
对于不同性质的专利，含义也有所不同。
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中的产品专利，是指为生产经营目的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进口。
对方法专利来说，是指对其专利方法的使用以及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
得的产品，不是直接用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不属于此例。
对于外观设计专利，实施是指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这一“产品”仅指申请外观设计时所指定的产品。
　　直接侵权中还有所谓的“善意侵权”，它指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
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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