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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或许是因为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这两者都是当下中国的热门话题的缘故，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在学界和
实务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本书在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脱销，因此近几年来出版社和作者陆续接到询问哪里能够
购买到本书的信函和电话。
其次，相关资料显示，本书的被引用率是比较高的，并受到了较多的正面评价，特别是北京大学刘晓
春博士(当时她还是硕士生)的《穿越概念交错的丛林》一文(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1辑，法律出
版社2003年版)对本书作了全面且本身具有很高学术含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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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我国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交叉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本书提出了以往没有引起应有关注和重视的
两个问题：知识产权不仅有一个受保护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行使行为的正当与否的问题，知识产权
与竞争法的联系不仅是其受到知识产权的附加（补充或者兜底）保护的问题，而且还有其行使行为受
到反垄断法规制的问题；反垄断法也不是笼统地将知识产权作为适用除外，而是将其与其他财产同等
对待，既不特别严苛，也不特别优待，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框架和方法。
    在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作出一般分析并对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进行宏观考察和探讨之后，本
书主要结合反垄断法实体制度的三大支柱——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和
控制企业结合制度分别讨论了在知识产权行使、许可和取得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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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林，男，1965年生，安徽霍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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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4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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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知识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微软垄断案及其启示谈起
　一、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情况、背景与意义　　（一）微软垄断案的主要事实、发展过程及所涉的知
识产权问题　　（二）微软垄断案发生的背景与意义　二、微软垄断案对我国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的
启示　三、微软垄断案所昭示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　　（一）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与反垄断
问题　　（二）在我国提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的意义第一章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
　一、知识产权的一般分析　　（一）必要的界定与说明：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性质和特点　　
（二）知识产权：知识、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典型形式　　（三）助燃剂、调节器和保护神：知识产
权法律机制的主要表现　　（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保护的有效、充分与保护的合理、适度
　二、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　　（一）垄断的一般界定与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　　（二）反垄断法
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三）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目标　　（四）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框架　三、知
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冲突的可能性与协调的必要性　　（一）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一致性与潜
在冲突　　（二）协调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冲突的必要性　四、知识产权滥用与反垄断法在规制
知识产权滥用中的特点及意义　　（一）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体系　　（二）反垄断法在限制
知识产权滥用中的特点及意义第二章  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的宏观考察与探讨　一、美国反托拉
斯法及其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一）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基本框架　　（二）美国反托
拉斯法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二、欧盟竞争法及其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
一）欧盟竞争法的基本框架　　（二）欧盟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三、日本禁止
垄断法及其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I　　（一）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基本框架　　（二）日本禁
止垄断法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四、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及其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
为的规制　　（一）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基本框架　　（二）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对知识
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五、国际反垄断法律制度及其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一）
国际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展望　　（二）国际反垄断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制　
六、若干启示与思考　　（一）反垄断法是各国发展市场经济共同的内在的要求　　（二）对知识产
权领域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是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章  知识产权行使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制度　一、反垄断法中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概述　　（一）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　　（二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二、知识产权的拥有与市场支配地位　　（一）关于知识产权
与市场支配地位关系的一般认识　　（二）知识产权与相关市场的界定　　（三）知识产权与市场支
配地位的界定　三、知识产权的行使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
要特点　　（二）区分知识产权行使与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有关做法　　（三）判定知识产权行使与
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一般规则　四、知识产权行使与若干典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一）知
识产权行使与拒绝许可　　（二）知识产权行使与搭售行为　　（三）知识产权行使与价格歧视　　
（四）知识产权行使与掠夺性定价　　（五）知识产权行使与过高定价第四章  知识产权许可与禁止
联合限制竞争制度　一、反垄断法中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概述　　（一）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界定
与类型　　（二）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二、知识产权许可与联合限制竞争的一般分析　三
、知识产权许可与横向协议限制竞争行为　　（一）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涉及横向限制的一般问题　
　（二）交叉许可、联营协议与多重联营　　（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行为四、知识产权许
可与纵向协议限制竞争行为　　（一）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涉及纵向限制的一般问题　　（二）知识
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价格限制　　（三）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非价格限制第五章  知识产权取得与控
制企业结合制度　一、反垄断法中控制企业结合制度概述　　（一）企业结合的概念和类型　　（二
）企业结合的法律控制　二、知识产权的取得与企业横向结合行为　　（一）知识产权取得与横向结
合中的相关市场界定　　（二）知识产权取得与对横向结合影响竞争的分析　三、知识产权取得与非
横向企业结合行为　　（一）审查非横向企业结合一般应考虑的问题　　（二）知识产权取得对分析
非横向企业结合的影响第六章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　一、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过程与
现状　　（一）我国《反垄断法》出台前的相关反垄断立法　　（二）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
和主要内容　二、我国《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实施　　（一）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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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律规范　　（二）我国《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的若干问题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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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一、知识产权的一般分析(一)必要的界定与说明：知识产权的
概念、范围、性质和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
的制定与修改，我国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一批有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严肃处理及其被广泛报
道，在国际上知识产权被拉到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桌上以及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艰难进行，知识产权在
我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曾出现过几次热点。
事实上，知识产权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尽管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内外的热点问题，而知识产权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并且日益重要，但
是当我们试图涉足这一领域时，就会发现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和特点，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尚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结论。
虽然对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并非本书的基本任务，但是本书在论及知识产
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之前，也需要对知识产权本身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作出若干必要的界定与说明。
1．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一词是从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①或者Intellectualpropertyrisht翻译过来的
。
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译为“智慧财产权”，并且不少人认为这样的译法较之知识产权可能要更准确一
些。
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前曾普遍使用“智力成果权”的概念，但现在“知识产权”的译法在我国已
经是约定俗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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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对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研
究》修改而成的。
我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首先，是出于自己多年来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两个领域的兴趣。
我自攻读硕士学位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对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的兴趣。
对知识产权法，我也怀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选择这个题目就可以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这两个有兴趣
的问题都包括进去了。
其次，我选这个题目还是由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在国际上日益受到关注而在我国目前尚未受
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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