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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经济学博士文丛》是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专业法律经济学研究方向博
士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集成的一套学术丛书。
法律经济学（或“法和经济学”）是一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科斯、
阿尔钦、卡拉布雷西和波斯纳等人的倡导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和蓬勃发展。
尽管法律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是一场统一的学术运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于法律经济学的学
科定位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心是剖析法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二
是强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心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研究法律问题。
中国大陆的法律经济学引进与研究，可以说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在法学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院都活跃着一批法
律经济学的研究者，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在介绍和引进法律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大力翻
译介绍波斯纳教授的法律经济学文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在经济学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曙光教授、盛洪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
授，在推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法律经济学在国内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一门受到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愈来愈多关注的学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对法律经济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也不过十余年，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开设博士研究生的法律经济学相关课程及招收法律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距今也只
不过七至八年的时间。
但是，可以欣喜地看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师生经过数年勤奋努力的研究，
已经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学季刊》和《管理世
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年青的和充满学术活力的法
律经济学研究团队，跻身于国内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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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以对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历史实践与模式比较的讨论为起点，探讨
了在软件产业中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问题的可行性。
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经济学模型讨论和比较了软件的各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而分述具体的软件的
版权保护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
在软件的版权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讨论了累积创新与版权保护的关系。
在软件的专利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讨论了专利期限政策与专利保护的关系。
分别考虑在这些不同条件下的软件保护模型和适用的软件保护制度。
之后，将软件保护问题置于国际层面上，考虑TRIPS协议下的软件保护问题。
最后以中国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为落脚点，对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政策提出一些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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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实践与模式比较。
首先对论文主要涉及的重要概念从技术、法学、经济学的不同视角给予不同的定义，其中包括计算机
软件基本的概念和知识产权基本概念。
纵观历史，计算机软件的保护经历了商业秘密保护时期、版权保护时期到可专利性趋势加强时期这样
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然后以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例来分别说明各自在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判例
实践活动。
最后探讨和比较版权、专利、特别立法以及商业秘密等各种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模式之间的差异性
和优劣势。
第三章 主要旨在对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文献进行评述。
首先，探讨了软件保护的原则是通过给予创新者一定的权利和补偿来激励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
增长的，但同时又应兼顾社会其他成员，鼓励创新信息和知识的披露和溢出，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
水平。
其次，描述了软件产品寻求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日益显著的全球软件侵权问题，并沿
着理论和实证两条思路进行研究和评析。
再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别论述软件保护的各种具体形式，包括知识产权制度、一般的产权制度（如
奖励、报酬与合同）以及开源软件的保护。
最后，基于以上文献回顾与梳理，构建了理论模型，从创新数量、创新利润和社会福利三个角度着重
对软件的专利和版权保护制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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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如同一捧掬在手中的清水，无论你如何地并紧手指，它也会悄然地从指缝中溜走。
从考博成功到入学修课，从论文开题到答辩定稿，从潜心修改到付梓印刷，已然走过了七年。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凝聚了我这几年研究的心血和汗水。
攻读博士学位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数载春秋，对于已过而立的我来说，或长或短。
在这些岁月中，曾因为努力而付出过，同样也曾因为辛勤而收获过；曾因为“过尽千帆”而困苦过，
同样也曾因为“柳暗花明”而欢悦过。
如歌的岁月里，印下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值得我永远珍藏和感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史晋川教授。
记得在人师门之前，我对于经济学的感知就如同懵懂的孩童。
是史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一丝不苟的要求，带着我一步一步进入了法经济学的殿堂。
史老师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对前沿理论有着透彻而全面的把握。
从我的博士研究方向的选定到每一部分的成稿，都包含着史老师的悉心指导。
史老师为人严谨，要求严格，使我在学习和研究上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他对于论文的字句和格式都会作认真的修改，红色的蝇头小批常常会挤满了页面的每个空隙。
这几年是我获益匪浅的几年，不仅学到了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也学到了为人处世的方式原则。
史老师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传道授业的师德风范，都将是值得我们这一辈年轻学人认真学
习和传承的。
在学习和研究期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金祥荣教授、叶航教授、张旭昆教授、汪斌教授以及罗德明
副教授都对论文的框架、内容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也为自己能在茫茫求知路上遇到诸位优秀的老师而感到荣幸。
此外，还要感谢张小蒂教授、金雪军教授、陈凌教授、赵伟教授、肖文教授、顾国达教授、汪炜教授
、沈满洪教授、罗卫东教授，在他们的课堂上我学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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