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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培育、保护和利用乃知识产权从产生到运用过程中的三个主要环节和层面，培育是前提
、保护乃手段、利用为目的。

本书就其有关问题主要运用比较分析、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法理分析、历史分析以及法经济学、法
社会学和系统论等研究方法予以研析和探讨，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的获取、侵权及其民事责任和法律救
济、许可使用与转让合同及其违约责任、投资入股以及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和行政诉讼、知识产权的限
制和涉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等问题。

 本书特色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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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远山，男，湖北天门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
目前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民商法和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法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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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金项目和课题多项，其中有些获得过省部级等奖项。
现为民革海南省委委员、海南大学副主委，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中国财产规划和管理研究会理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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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鉴于我国知识产权培育工作的现状以及我国在知识产权培育、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凸显的问题，笔
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的培育工作还需从如下几方面改进。
　　首先，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的惩处力度。
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培育知识产权的重要保障，只有加大惩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消除
人们的顾虑，才能增强人们创造知识产权的积极性。
尽管我国相继制定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如《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
但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我国知识产权确权、授权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
，惩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力度还不够，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知识产权的有效培育。
2010年，各部门新制定、修订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44项，出台并实施主要政策措施112
项;截至2011年4月，共有16个部门制定了本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意见或具体工作方案，7个部门
还专门建立了本部门战略实施工作机制，相信这些具体的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培育工作的有序
进行。
　　其次，培育具有多种专业背景的知识产权法官，减少知识产权法官的流动。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涉及面广，仅仅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司法工作人员远远不能够胜任知识
产权审判任务，培养具有多种专业背景的知识产权法官能有效解决审判过程中的专业疑难问题，对于
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正是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极强的专业性，培育一批优秀的知识产权法官是件需要投入较大人力财
力的工作，所以应尽量减少知识产权法官的流动，让其在所属领域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从
而造就一批稳定的专家型法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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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南大学民商法文丛：知识产权培育·保护·利用问题研究》特色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提出
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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