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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愈发凸显其重要性；而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也使得体现知识经济与法制结合的知识产权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更显出其重要性。
“知识的无形性”，使得人们长期以来难以正确理解知识转变成为产权在法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如何使学生正确地理解无形的知识产权，运用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定解决社会
中的现实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我们知识产权法教学所追求的目标。
　　本教材是为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学生编写的，也可作为各类职业培训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作者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考虑到法学专业本科教育和其他专业以及高等职业以及成人法学教育的
区别点，力图避免枯燥繁琐的理论演绎和单纯的操作指南。
因此，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结合国内最新的相关立法动态，关注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学科的
发展趋势，加入了相应的个案、事例分析或者实际的数据，力图使教材所涉及的内容更通俗易懂和更
具操作性。
同时，我们还在书中吸收了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学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希望能在理论方面跟上时代发
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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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并适当介绍了有关学者的观点、国外法例，系统地阐述
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
同时为了突出实用性的理念，本书还穿插了许多案例分析和思考，并安排了“引言”、“学习目的与
要求”、“知识结构简图”、“引例”等内容，使读者不仅能了解知识产权法相关制度，更能掌握知
识产权法实务操作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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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与特征　　1.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因
而也就具有民法中的基本属性。
　　（1）私权属性。
“知识产权为私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序言中得以宣示，明确了知识财产私有的
法律性质。
私权与公权相对应，私权性是将知识产权归类于民事权利范畴的基本理论依据。
私权，即私的权利，通常被理解为私人（包括自然人、私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
利。
　　从专利制度萌芽时的君主授权形式来看，专利最早为带有“钦定”而受行政庇护色彩的垄断特权
。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不再具有阶级特权性质，转而成为一种面向全社会各阶层，能够为私人获
取财富的新型权利。
这一制度，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承认并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尽管说知识无国界，但是对特定知识所享有的权利，与有形物权相并列，同样适用于私权处分和
意思自治的基本原理。
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就是对私权的尊重和保护。
除反垄断以及反不正当竞争而对知识产权限制外，应当依照私权保护的原理和制度对知识产权予以充
分有效的保护。
根据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应当对知识产权的范围加以明确的界定，否则，将发现权、发明权等共有
产权纳入知识产权体系，将使知识产权制度中私权属性、独占特征、无形财产的意义等产生偏移，知
识产权制度及其学理基础也就面目全非了。
　　（2）人权属性。
《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主要的国家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以人权意义。
人权被看成超越时代、超越社会的普遍性权利，是永恒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天赋人权的理论下，知识产权同样也是“天赋”而“与生俱来”的，无须国家特许，而且也是“普
世性”、平等的，人人均可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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