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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版权客体范围的勾勒为中心，围绕思想表达两分法和原创性原则，结合非独立创作因素、功能
性因素、非文字性因素、事实性因素、表达量的因素和传统文化因素对版权法保护的对象进行逐渐深
入的解读。
    本书可供知识产权领域学习者、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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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海君
    法学博士，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主讲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学。
在《法商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知识产权》等核心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
篇，承担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课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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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客体的重新解读  　一、“表达的实质”与“表达的形式”的概念的提出  　二、“表达的实
质Vs．表达的形式”两分法与“思想Vs.表达”两分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　客体可版权性的影
响因素（一）第三章　非独立创作因素对客体可版权性的影响之二——以数据库为中心第四章　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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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说”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信息，同样值得商榷。
首先，信息是个广泛的范畴，可以说整个世界除了物质世界就是信息世界，不能说信息世界的所有信
息都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其次，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界定为信息也不符合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
例如，版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思想的表达，而不是思想本身。
信息应当属于不受版权法保护的范畴，版权法保护的应该是反映该信息的表达。
再如，商标能够为人们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导人们对商品和服务作出选择。
但商标法保护的并非这种信息，而是反映这种信息的符号。
　　“信号说”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信号，也存在不合理之处。
信号反映信息，例如，“乌云密布”是“天将降雨”的信号。
这种信号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普遍联系的总结，应当属于公共领域，不应当受法律保护。
　　“符号说”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符号，违背了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
因为符号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经验总结的产物，应当处于公共领域，而不应当置于私权之下。
　　“符号组合说”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符号组合。
这种总结可以解释版权法和商标法的客体，但不能恰当地解读专利法的客体。
专利法的保护对象是一种技术方案，这种技术方案尽管是通过“符号组合”表现出来的，但这种由“
符号组合”所组成的表达形式不是专利法保护的对象。
专利法保护的对象应当是这种表达形式所要表达的思想，只不过这种思想应当是一种具体性思想，而
不能够是一种抽象思想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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