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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基础(第2版)》是“专利管理工程师任职资格考试丛书”(
中级本)的一册，其从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系统全面地
介绍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知识，并结合企业管理的实际需求，对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指导性。

 《知识产权基础(第2版)》读者对象：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基础>>

书籍目录

第1章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概述
  1.1  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
    1.1.1  知识产权的词源
    1.1.2  知识产权的定义
  1.2  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1.2.1  WTO列举的知识产权范围
    1.2.2  WTO列举的知识产权范围
  1.3  知识产权的取得途径
    1.3.1  知识产权的申请取得与自动取得
    1.3.2  申请取得的知识产权及其特点
    1.3.3  自动取得的知识产权及其特点
  1.4  知识产权的主要特征
    1.4.1  知识产权特征概述
    1.4.2  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1.4.3  知识产权权利的法定性
    1.4.4  知识产权权益的双重性
    1.4.5  知识产权使用的多元性
    1.4.6  知识产权权属的专有性
    1.4.7  知识产权权源的地域性
    1.4.8  知识产权期限的时间性
    1.4.9  知识产权权能的限制性
  1.5  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
    1.5.1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背景
    1.5.2  知识产权发展的时代特征
第2章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1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
  2.2  我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种类
  2.3  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
    2.3.1  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2.3.2  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第3章  专利权法律制度
  3.1  专利法律制度概述
    3.1.1  我国专利制度建设沿革
    3.1.2  《专利法》的制定
    3.1.3  《专利法》的修改
    3.1.4  我国专利保护地方立法
  3.2  专利权的主体与客体
    3.2.1  专利与专利权
    3.2.2  专利权的主体
    3.2.3  专利权的客体
  3.3  专利权的申请与取得
    3.3.1  专利权的申请
    3.3.2  专利申请审批
  3.4  专利权的内容与归属
    3.4.1  专利权的内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基础>>

    3.4.2  专利权的归属
  3.5  专利权的保护与限制
    3.5.1  专利权的保护
    3.5.2  专利权的限制
  3.6  专利权的许可与转让
    3.6.1  专利实施许可
    3.6.2  专利权的转让
第4章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
  4.1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概述
  4.2  商业秘密的特性和归属
    4.2.1  商业秘密的概念及特性
    4.2.2  技术秘密的权利归属
  4.3  技术秘密的许可和转让
    4.3.1  技术秘密转让及其许可的细分
    4.3.2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4.3.3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当事人的义务
  4.4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4.4.1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4.4.2  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4.4.3  善意取得商业秘密及其法律责任
  4.5  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合理竞业禁止
    4.5.1  离职与在职竞业禁止的概念
    4.5.2  我国涉及竞业禁止的相关规定
    4.5.3  商业秘密保护中的竞业禁止
  4.6  技术秘密及其专利申请
第5章  著作权法律制度
  5.1  著作权法律制度概述
    5.1.1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
    5.1.2  著作权的特征
    5.1.3  著作权与其他知识产权
  5.2  著作权的主体与客体
    5.2.1  著作权的主体
    5.2.2  著作权的客体
  5.3  著作权的内容与归属
    5.3.1  著作权的内容
    5.3.2  网络著作权的特殊性
    5.3.3  著作权的归属
  5.4  邻接权
    5.4.1  邻接权的概念和特征
    5.4.2  邻接权的具体内容
  5.5  著作权的限制与保护
    5.5.1  著作权的限制
    5.5.2  著作权的保护
  5.6  著作权的许可与转让
    5.6.1  著作权许可的概念和内容
    5.6.2  著作权转让
  5.7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基础>>

    5.7.1  计算机软件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和范围
    5.7.2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归属
    5.7.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程序
    5.7.4  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和侵权责任
第6章  商标权法律制度
  6.1  商标权法律制度概述
    6.1.1  商标与商标法概述
    6.1.2  中国现行商标法律体系
    6.1.3  中国现行商标法律制度
  6.2  商标权的主体与客体
    6.2.1  商标权的主体
    6.2.2  商标权的客体
  6.3  商标权的取得与内容
    6.3.1  商标权的取得
    6.3.2  商标权的内容
  6.4  商标权的撤销及程序
    6.4.1  商标权的撤销
    6.4.2  商标权的撤销程序
    6.4.3  关于商标权撤销的其他问题
  6.5  商标权的许可与转让
    6.5.1  商标权的许可
    6.5.2  商标权的转让
    6.5.3  商标权的评估
  6.6  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
    6.6.1  我国驰名商标保护概述
    6.6.2  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
    6.6.3  驰名商标的认定
第7章  其他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7.1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法律保护
    7.1.1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概述
    7.1.2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主体和客体
    7.1.3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取得
    7.1.4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内容和限制
    7.1.5  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法律责任
  7.2  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
    7.2.1  植物新品种保护概述
    7.2.2  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和取得
    7.2.3  植物新品种权的内容和限制
    7.2.4  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
  7.3  地理标志权的法律保护
    7.3.1  地理标志的概述
    7.3.2  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7.3.3  地理标志权的申请和取得
    7.3.4  地理标志权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7.4  企业名称及商号权的法律保护
    7.4.1  企业名称及商号权的概述
    7.4.2  企业名称及商号权的法律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基础>>

    7.4.3  企业名称及商号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7.5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权利保护
    7.5.1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保护概述
    7.5.2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保护的内容
    7.5.3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法律保护
  7.6  特殊标志权利的法律保护
    7.6.1  特殊标志法律保护制度
    7.6.2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7.6.3  2010年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
  7.7  发现权、发明权与科技成果权的保护
    7.7.1  发现权的保护制度
    7.7.2  发明权的保护制度
  7.8  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7.8.1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7.8.2  不正当竞争行为含义
    7.8.3  我国法律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7.8.4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和法律责任
第8章  专利管理的若干问题
  8.1  企事业知识产权经营管理概论
    8.1.1  企业知识产权经营管理的地位
    8.1.2  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8.2  企事业知识产权管理建章立制
    8.2.1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8.2.2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要求和内容
    8.2.3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示范规则
  8.3  企事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使用
    8.3.1  企业知识产权人才现状
    8.3.2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人员配置要求
    8.3.3  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
  8.4  企事业职务发明奖酬事务管理
    8.4.1  职务发明权的归属
    8.4.2  职务成果奖酬制度管理
  8.5  企事业专利类技术合同的管理
    8.5.1  专利代理合同管理
    8.5.2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管理
    8.5.3  专利权转让合同管理
    8.5.4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
  8.6  企事业专利与标准的相关管理
    8.6.1  技术标准与专利
    8.6.2  我国企业技术标准的建立战略
  8.7  企事业其他专利经营管理问题
    8.7.1  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管理
    8.7.2  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有关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基础>>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个方面的争议，知识产权的客体即对象，究竟都是智力成果，还是包括智力成果
和商业标记两个方面。
换言之，商业标记是否也属于智力成果？
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智力成果和商业标记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客体分为智力成果和商业标
记两个方面。
商业标记不属于智力成果。
所以，知识产权也就分成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的创造性知识产权和基于商业标记而产生的标志性知识
产权。
在这种观点之下提出的知识产权的概括式定义有“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
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刘春田）；或者“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
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吴汉东）；或者“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创造性
智力成果、商业标志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张玉敏）；等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标记也属于智力成果；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商业标记的实质，不仅是保护商业
标记之图文符号的著作权，而主要是保护在经营活动中积聚在商业标志之图文符号上的商品声誉和商
业信誉。
没有商誉的商业标记往往不名一文，凝聚了商誉的商业标记才可能价值连城。
而集合了知名度、美誉度、市场亲和度的商誉是在经营活动中通过集体的、系列的、长期的智力活动
所创造的。
发明创造是智力成果，商誉也是智力成果，而且往往是集体性、长期性、复杂性的智力成果。
因而，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基于发明创造智力成果而产生，也可以基于商业标记智力成果而产生。
而WIPO对《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所列举的“关于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和标记权
利”进行的细化解释中也认为：“在这些方面，智力创造虽然存在，但不突出。
”不突出的智力创造所形成的成果仍然属于智力成果。
这种观点之下提出的知识产权的概括式定义有“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
有的专有权”（陈美章）；或者“知识产权是指在智力创造活动中智力劳动者及智力成果所有人依法
所享有的权利”（张平）；或者“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创造者及其继受者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利和精神
权利”（辛亮）。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外在法律规范中尚无明文定义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知识产权的定义迄今仍然停
留在学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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