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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研究社会治理方式的学科，只有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彰显其巨
大的社会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司法实践的时代性和前瞻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
　　改革开放之初，知识产权纠纷作为经济纠纷案件予以受理和审判。
以天津市法院为例，1980年3月，天津市高、中级人民法院设置经济审判庭，负责审理包括技术合同纠
纷案件在内的经济纠纷案件。
同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的初步意见》中明确将科
研成果、专利技术应用方面的合同纠纷案件、商标方面的纠纷案件纳入经济纠纷案件的受案范围。
随后，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标法和专利法相继制定并实施。
　　针对商标、专利等案件与著作权案件的不同，1985年5月，天津市法院明确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分工
，确定著作权案件由民事审判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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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表演者权利是民法中相对前沿的课题，兼及侵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多个领域。
作者依据十余年的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结合研究心得，细致分析了“表演者权利”在理论与实务方面
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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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晓爽，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
199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199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
　　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结合多年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经验，已发表《专利侵权行为的经
济分析》、《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途径》等多篇学术论文，
在全国法院第十九届学术讨论会论文评选中获奖。
曾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等课题的调研，并撰写了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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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表演者权利国际公约的发展对英国立法的影响，该书已三易其版。
受资料来源的限制，本论著的写作中，以第二版为主要参考。
　　德利娅·利普希克所著的《著作权和邻接权》，被誉为对表演者和邻接权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该论著集中了各国学者对表演者相关内容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是研究表演者权利的必读物之一。
　　克洛德·科隆贝所著的《世界各国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基本原则——比较法研究》，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委托作者撰写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法方面的教材，也是研究表演者权利的必读物之一。
　　上述著作代表了国际社会研究表演者权利的不同方法，无疑为本论著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这些著作都缺乏对表演者各项权利的整体把握。
以欧文的著作为例，其虽然详细解释了各项权利的涵义，但是缺乏透彻的理论分析，以及各项权利之
间的比较分析。
本论著力求在这方面找到突破，只有明确分清权利与权利之间的界限，才能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和运用
。
另外，上述所有著作大都局限于现有的国际公约和表演者权利国内立法的范围内，缺乏对表演者权利
的宏观把握。
笔者认为，研究表演者权利，应当以研究的主体——表演者为切人点，从表演者出发，以现有的表演
者权利立法为基础，对表演者权利进行全方位的把握。
正是以此为思路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表演者权利与合同法、人格权法及美国公开权制度之间不
可分割的联系。
　　除了上述表演者权利的专门论著和对表演者权利论著较多的著作外，表演者权利的研究一般散见
于有关著作权法的论著之中。
对于表演者权利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很多，这些论文要么专门对表演者权利进行论
述，要么对表演者权利中的某个问题进行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虽然没有表演者权利方面的专著，但是已有一些专门研究表演者权利的硕
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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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官作为执法者的成长之路，需要用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两条腿去丈量。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由法官撰写的专门研究表演者权利的论著。
论著的优缺点留给读者去评价，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法官能够加入到理论研究的队伍中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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