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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年刊》由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吴汉东教授担任主编。
本刊特别聘请了德国马克斯一普朗克知识产权法、竞争法和税法研究所前所长约瑟夫·施特劳斯教
授(Prof．Dr．Dr．h．c．Joseph
Straus)及中国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担任本刊学术顾问。
本期刊登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遇到的实践问题的研究文章。
其中既有对知识产权理论予以反思的文章，也有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专利?和商标法修订的研究，还
有关于国外知识产权最新发展趋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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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科前瞻
　著作财产权重构
　创新体制与专利政策
　NAP条款之反垄断规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开发传统文化产业的结合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三周年评述
热点聚焦
　论深层链接服务行为直接侵权的认定标准
 ——以用户标准为原则，以技术标准为例外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专家组有关著作权法的裁决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与保护的立法及实践
 ——兼评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学术争鸣
　驰名商标异化的机制：来自新制度主义的观察
　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及其立法完善研究
　论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简化
　台湾地区适用专利证券化之研究
　论知识产权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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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物权”的知名度还要高，但是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并不高，提高知识产权法
的普法效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及著作权法不是让公众研究著作权法，所以要尽可能地简明，最好的办法是只向公众介绍一项作为
基础性的权利。
但被视为基础权利的复制权却难以当此重任，虽然它被视为基础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列举了12项财产权利、4项精神权利，如果把这16项权利如一团乱麻堆到普通公众面
前，谁又有兴趣和精力去把它理清楚呢？
很多时候，人们不愿意为利用作品的行为付酬并不是出于利益的计较，而是出于认知上的不能理解。
例如，当音著协开始向播放背景音乐的经营场所收取音乐作品使用许可费时，不少经营者表现出了强
烈的抵触情绪。
他们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播放合法购买的正版唱片还需要另外支付费用。
复制权能帮助经营者理解音著协的收费吗？
这些经营者根本没有实施复制行为。
另外，部分权利项用语“词不达意”，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差距太大。
法律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专业性，但如果完全脱离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必将导致相应制度难以
良性运行。
最为明显的就是表演权。
表演权居然能控制一种生活中被称为播放（或放映）的行为——被法律“定制”为“机械表演”，而
放映权却管不了这种“放映”行为！
这不仅给普法增加难度，甚至给专门学法者都惹来麻烦。
这个问题难道真的就不能解决？
将复制权作为基础权利还会诱发公众逆反心理。
互联网络大有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作品传播途径，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复制无处不在。
复制权将一切复制行为纳入控制范围，不管是不是这种行为在影响其利益。
即使著作权法不增加任何权利项目，人们也会惊呼著作权扩张了，这必然会诱发公众对著作权的逆反
心理。
一项不被公众从内心接受的权利是难以实现的。
面对我国著作财产权体系在上述各方面的困境和难题，最根本的出路就是重构著作财产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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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年刊(2010年号)》：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术刊物创新体制与专利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
》三周年评述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及其立法完善研究韩国文化资讯产业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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