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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亚洲大部分地区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知识产权方面具有与西欧任何国家或美国
一样悠久的历史和沉淀。
当然，这是受殖民地时期英国的影响。
因此，香港的知识产权法律是丰富多样的，且存在强烈支持权利人的倾向。
事实上，香港本身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个成员（唯一的非主权国家成员），而且是WTO
中第一个知识产权法律符合TRIPS规定的成员。
讽刺的是，这一修改使香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知识产权法（它废除了《商标条例》第23条和第53条
，这些条款给予了外国商标所有人甚至商标申请人不具本地法律先例的权利）。
除了它的知识产权成文法的复杂性之外，法官造法，即判例法，也同样丰富多样。
长期以来，直到今天，香港司法机构的成员都是从英格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英联邦司法管辖
权区域的经验丰富的大律师（律师）队伍中任命。
如今，大量法官选自在香港法院出庭的最好和最有经验的律师，这些律师中很多都是受到当地的教育
（即于19世纪成立的香港大学）。
这种法官组合促就了一个高度比较知识产权法律的方法，该方法采用的是英文语言。
香港是普通法司法管辖权区域的知识产权的一个极好例子。
作者感谢谢琳对该书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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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84年第一版本以来，《普通法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在香港已经有几个版本，一直是香港各大
学的权威教材。
　　香港地区的法律制度沿袭英国法律制度，隶属于普通法系。
普通法系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它们之间的判例可以互相参照
引用，互相具有效力。
《普通法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实质讲的是普通法系的知识产权法。
　　《普通法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的作者之一彭道敦教授是香港知识产权法领先学术权威，他研究、
教学并实践知识产权超过28年。
李雪菁是香港大学副教授，也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
　　《普通法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引用了大量普通法系国家的案例，运用最新、最权威的知识产权法
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香港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和现状，对于了解普通法系（尤其是香港）知识产权法
的学生、学者、律师，均大有裨益，对于内地知识产权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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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澳大利亚）彭道敦（Michael D Pendleton） 李雪菁（Alice Lee） 译者：谢琳彭道敦（Michael D
Pendleton），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名誉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
、英格兰&威尔士、澳大利亚事务律师，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调解员&仲裁员。
彭道敦教授与郑成思教授曾多次合作，共同出版两本书和发表多篇同行评审的期刊的文章，例如《中
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法》，Sweet & Maxwell London（1987），《中国著作权法》，CCH International
（2001）。
彭道敦教授研究、教学、并执业知识产权超过28年，著有一本学术专著和9本书，均由国际著名出版商
出版，并发表了100多篇学术文章。
他曾任或现任近十本国际重要期刊的编委，如《澳大利亚知识产权评论》、《欧洲知识产权评论》等
。
他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决定了三个案件。
李雪菁（Alice Lee）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她是“香港共同创意”项目法律方面的两个主持人之一。
她与彭道敦教授等人共同著有《知识产权——香港特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LexisNexis出版社活页。
该书是该领域的权威代表专著。
她著有7本书和发表论文多篇。
谢琳，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生，师从Michael DPendleton教授；牛津大学法学院承认学生，师
从Graeme Dinwoodie教授。
曾在同行评审的国际学术期刊和论丛、国内重要学术书籍和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两篇并在英国伦敦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国际会议上进行发言，获国家版权局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征文比赛全国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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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理威胁侵权法律程序的无理威胁，无论对于商人或消费者来说都是有害的。
因此，TRIPS协议第8条第2款确认了设立对抗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猫]措施的必要性。
《商标条例》第26条为就无理威胁商标提起反侵犯法律程序的人规定了新依据。
第26条第1、2款规定，任何因有关注册商标的无理威胁行为而感受到委屈的人，可向法院寻求宣布、
强制令及损失赔偿这3种形式的救济。
由于无理威胁可造成转移消费者或对手商人的发行人严重损失的影响，因此判决损害赔偿金用以对抗
此类权利滥用来说特别有用。
尽管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该救济不适用于通过将商标应用于货品或其包装上或在该商标下提供服务
而被控告侵犯商标的人（第26条第1款）。
该例外的基本原理在于，不同于其分销链下活动者，这些所谓“最初的”侵权人，更有可能决定威胁
行为是否是无理的。
他们能决定随后行动的可能性，也能决定是否为其作辩护。
在争论的过程中，条例草案委员担心，提出就无理威胁提起反侵犯法律程序要求的济助可被用于对抗
代理客户的合法从业者。
因此，一个委员会审议阶段的修订建议被提出了，如今第26条第7款明确凡大律师或律师以专业身份代
当事人作出的任何作为，均不需为以提起诉讼作无理威胁的行为负责任。
由于设定第26条的本意在于阻止完全无依据的商标侵权控诉，因此不适用于在首次被威胁后的28日内
，就侵犯该商标而针对该人展开诉讼并已尽应尽的努力继续进行该诉讼的商标拥有人或特许持有人（
第26条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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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法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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