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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新明编著的《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产业化制度研究》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为指针，以提升国
家综合竞争力为基础，以发展我国经济为目的，《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产业化制度研究》全面、系统、
深入地研究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产业化制度的构建问题，寻求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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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新明，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版权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常
务理事。
已承担或主持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教育部、国家版权局、司法部、国爱知识产权局、湖北省和
武汉市等十多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等。
现已在《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法学》等法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专著1部
，合作出版专著5部，在海外发表《21世纪知识产权法哲学的反思与重构》等多篇论文。
主编知识产权法学教材5部，参编知识产权法学教材近二十部。
自2001年以来，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访问、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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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将分别介绍我国各产业中知识产权产业化的具体情形。
　　（二）版权产业　　版权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在知识经济时代，版权产业就是从事与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传播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并依靠法律保护而生存发展的产业。
具体来说，它包括与复制、发行、传播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有关的行业以及创作、收集、处理和分
配信息的产业。
主要涉及的领域有：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复制、发行、放映；广播电视节目的制
作；舞蹈、杂技的演出；广告的设计与传播；工艺美术品的设计与施工；计算机程序设计与软件的制
作和销售；信息数据库的开发与利用；数码通信与信息高速公路等。
　　1.版权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2005年，《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中宣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文化部等五部委《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
的若干意见》等相继出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
文化部和信息产业部《关于网络游戏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广电总局《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务院新闻办与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等相继实施，共
同为发展文化产业传导出如下信息：　　（1）文化行业的准入门槛国民化，社会文化建设力量得以
加强。
《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列出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博物馆和展览馆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艺术教育与培训、文化艺术中介、旅游文化服务、文化娱乐、艺术品经
营、动漫和网络游戏、广告、电影电视剧制作发行、广播影视技术开发运用、电影院和电影院线、农
村电影放映、书报刊分销、音像制品分销、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等18类领域，允许社会各界甚至个人
参与其中；众多历史上的国有垄断特权和行政审批障碍消失，非公有资本不仅可以在广大领域兴办新
的文化企业，还可以参加对一些国有文化机构的股份制改造。
　　（2）政府引导行为的清晰化，从而使多元文化置业者、投资经营管理者的决策诚信度得以巩固
。
上述法规文件针对国有、民营、外资等不同对象，在鼓励与支持、允许和可以、禁止和反对三个政策
层面作出明确表述。
凡属在鼓励与支持层面的文化建设行为，如18个开放门类行业的新办文化企业，都可享受免征3年企业
所得税等政策，相关数字化文化内容生产企业适用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在形成出日业务后，文
化产品、文化服务收入实行退（免）税政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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