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3009751

10位ISBN编号：7513009759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张玉超

页数：252

字数：26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前言

21世纪是追求健康与生活品质的世纪，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各国一贯重视他们的身心发展。
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战略更是把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作为主题，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目前，科学合理地运动对体质健康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必将在对青少年实施有效的健
康促进中起到重要作用。
本书顺应新形势下青少年提高体质健康的需要，以青少年体质健康现状为切入点，充分分析影响青少
年体质健康的多方面因素，尽可能收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详尽地解读青少年运动健康
促进的基本理论；其中特别将简便易行、准确合理、适合青少年应用的运动健康促进方法收录于书中
，旨在帮助和引导青少年获得理想的体质健康水平。
实用、严谨、前沿是本书力图达到的目标。
本书编写得到教育部的资助，为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项目《我国青少年体质健
康促进模型的构建及实证追踪研究》（编号11YJAZH081）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青少年日常体力
活动水平测量与能量消耗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编号2009BAK62B01）的研究成果，特在此说明。
本书第一、第三、第五章及第四章第一节由王健编写；第八章及附录由郭玉兰编写；其余由谭思洁编
写。
特别感谢天津体育学院教师曹立全，在读研究生刘政宇等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由于作者能力有限，书中难免不当之处，恳请同行指教。
谨此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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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方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对中
国体育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保护对策进行研究。
全书共分六章：（1）体育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2）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3）中国体育
赛事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4）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5）体育专有技术
的法律性质及保护策略；（6）中国体育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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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超，男，博士，教授，河南通许人，曾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先
后获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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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体育类核心期刊3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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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获得省级、市厅级科研教学奖励2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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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精神权利 （1）发表权。
即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所谓公之于众，是指披露作品并使作品处于公众所知的状态，即作者有权决定是否发表自己的作品。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9条规定：“《著作权
法》第10条第1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
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条件。
”发表权只能行使一次。
奥运会会徽、吉祥物、格言、会歌等作品一经发布就行使了发表权。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奥运会会徽、吉祥物、格言、口号等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一般是由奥林匹克权
利人而非作者发布和行使权利，实际上奥林匹克标志在采纳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同作者达成了权利转让
或者代为行使著作权的协议。
没有经过发表和公布的知识产权是难以作为奥林匹克标志使用的，也不能在公众之间代表奥林匹克运
动及奥运会的形象。
 （2）署名权。
指作者在创作的作品及其复制件上如何标记作品来源的权利。
作者表明自己身份，在作品上署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权利。
作者有权署名，也有权不署名；有权署真名，也有权署假名或笔名，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
上署名。
奥林匹克标志的知识产权尽管其权利让渡给权利人，但是作者仍然保留表明自己是奥林匹克标志设计
者和创作者的权利。
署名权不同于作者的民事人格权，它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灭或改变。
例如，顾拜旦于1913年设计了奥运五环标志，尽管该标志作为奥林匹克标志已经归国际奥委会所有，
但是顾拜旦作为其创作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此后任何人都可以将顾拜旦作为其作者进行宣传。
对于奥林匹克艺术作品（如奥林匹克雕刻掷铁饼者），由于其不属于奥林匹克标志，其产生的知识产
权也未让渡给奥林匹克权利人，因此作者仍然有权署名并公之于众。
再如，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设计者张武和他的合作者郭春宁、毛诚是在几千个
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这种通过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委托设计奥运会会徽，虽然其他权利均以合同的形
式转让给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但设计者的署名权是不能更改的。
 （3）修改权。
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是作品完成以及发表之后的重要的精神权利，作品修改与否、
怎么修改以及授权他人修改，都应根据作者的意愿，不应强制。
修改权和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构成了作品完整性和同作者意愿一致性的重要法
律保障。
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形式，作者根据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文责自负，也
有责任修改不正确和不完善的部分。
如果未经作者或者作者授权即对作品进行修改，也可能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近年来出现的“恶搞”现象已经波及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包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在内的奥林匹克标志也成为恶搞的对象。
如有人在网络上把“中国印”恶搞成男女厕所的标志，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亵渎，造成了很坏
的影响。
这种漠视他人著作权特别是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应当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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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