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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知识经济与法律制度创新》的内容以其内在关联性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知识经济与法制创新的基本理论”，即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总揽部分，主要围绕“什么是知
识经济？
”、“如何认知、评价和应对知识经济进程中所发生的利益纷争和价值选择？
”、“法律制度如何应对并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伴随知识的创新，法制创新的基本向度是什么？
”等基本问题展开论述，并形成了具有独立见解的核心理论和观点。
本部分共三章，第一章“知识经济与法制创新的互动与同构”、第二章“知识经济的秩序模式选择”
、第三章“知识经济的制度框架构设”，分别探讨了知识经济的基本要义，知识经济背景下法制创新
的基本动因、价值取向和主要内容，作为知识经济进程中的基本秩序模式，自由市场机制、政府规制
机制、公共自主机制的基本内容及其具体制度框架等多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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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显，1951年出生，河南南阳人，法学硕士、哲学博士。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
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中
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
委员会委员、法学学部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五届、第六届专家组法学组召集人；“中央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理学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召集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当代西方法哲学、法律政治学、司法学。
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法哲学范畴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哲学通论》、《马
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主编）、《法理学》（主编）、《张文显法学文选》（十
卷本）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求是》、《人民日报》等报刊杂
志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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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知识经济与法制创新的基本理论第一章 知识经济与法制创新的互动与同构一、知识经济的
展开二、法制创新的基由三、法制创新的路向第二章 知识经济的秩序模式选择一、作为基调的自由市
场机制二、作为辅助的政府规制机制三、作为对接的公共自主机制第三章 知识经济的制度框架构设一
、教育科研制度二、自由市场制度三、政府规制制度四、公共自主制度第二部分 知识经济与信息权利
第四章 信息与信息权利一、人类对信息的认识过程二、信息的法律意义三、信息在权利结构中的位置
四、何为信息权利第五章 信息权利的权利推理一、权利推理的基本类型二、演绎式信息权利推理三、
归纳式信息权利推理第六章 信息产权与基因知识产权一、信息产权及其制度安排二、基因知识产权及
其制度安排第七章 信息社会与权利理论面临的挑战一、信息社会的网络化结构二、权利认同三、权利
证明与权利论证四、信息方式与主体性五、网络逻辑与关系性权利第三部分 知识经济与中国知识产权
发展第八章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时代背景、困境及其成因一、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时代背景二、中国
知识产权发展的困境三、中国知识产权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第九章 知识产权理论基础的重构一、当代
西方知识产权理论述评二、当代西方知识产权理论的本质三、知识产权新思潮的冲击四、知识产权制
度的分析基础五、知识产权价值的合理定位第十章 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路径一、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意义二、知识产权的历史发展脉络及规律三、典型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经验与借鉴四、中国知识产权的
出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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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比较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虽然在授予发明专利权、承认著作权等相关
制度方面几乎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价值观不同，导致各国的法律自身和法律
运用有明显的不同。
这种价值观的差异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对平等的理解。
一般来说可以分为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型和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莱茵型。
①　　盎格鲁撒克逊型强调“机会均等”，认为在具有同样机会的情况下，由于胜利者和失败者能力
的不同，难免会出现一方富有，一方贫穷。
美国在其有关知识产权的对外贸易中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强调公正和机会均等，这与美国作为一个纯粹
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无关系，说它纯粹是因为它的历史短暂，不具有任何遗留的封建传统和世袭的身份
限制，它提供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不管谁都有可能基于努力获得成功。
有成功必然就会有失败，应当允许社会存在这种差别，而不是必须保持一致。
英国的情况在于它主张产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前提就是“机会均等”，从事创作（创造）的机会对
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
而莱茵型主张的是“结果平等”，即强者成功地获得了市场，必须给弱者以继续生存的权利，其方法
就是对成功的果实（利益）进行平等的分配，以保护共同体的利益。
《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绝对的个人所有权，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适应所有权社会化的趋势，
法国陆续颁布了许多规范性法令来限制所有权的自由。
德国是残存着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如果一味强调机会平等，可能会使一些企业破产，从而增加社会
问题，所以德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更加注重的是利益的平衡和分享。
《德国民法典》对所有权权能的行使比《法国民法典》规定了更多的限制，其第226条规定：“权利的
行使不得专以加害他人为目的”，开了“禁止权利滥用”立法的先河。
不仅如此，《德国民法》还确立了“所有权的合宪性解释”和“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两项原则。
此外，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还创立了个人特殊牺牲理论、情势限制性理论，限制所有权人权能的行
使。
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后更加受到重视。
德国1931年《魏玛宪法》第153条第1项规定，所有权的行使应服从公共福利。
　　以英美和欧洲大陆在著作权制度上的明显差异为例。
英美制度更加强调投资保护，常常有意如此，以至于损害了作者和表演者的利益，而欧洲大陆则致力
于在这两方面建立一种平衡的制度，使作者、表演者的天赋权利和制作的投资者的利益都受到保护。
在欧洲大陆，著作权不仅服务于作者的利益，而且也通过为个人和社会的创作活动提供最佳条件，服
务于文化产业和公共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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