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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是社会主义法律科学体系中不可侵害的组成部分。
要完整地掌握社会主义法律科学体系，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行政法、社会主义民法和
社会主义刑法，而且要研究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的辩证法思考》这部论著，从哲学的角度着手，写得比较直观公正而不失独树一帜
，写得比较明细客观而不失深奥，慢慢品味，令人读了时不时地能从书中领悟到作者观点的一些奇妙
之所和拍案叫绝之处，令人读了时不时地能从文字中体会到它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情愫。
     全书共分四编，内容包括著作权法的辩证法思考、专利权法的辩证法思考、商标法的辩证法思考以
及其他知识产权法的辩证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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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著作权法的辩证法思考　　第一节　著作权法的研究对象　　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是社会
主义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文明标志。
著作权法的哲学原理的规律和范畴适用于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是法律理论体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和自然社会的理论体系形成有本质的不同
。
著作权法的哲学原理的规律和范畴在这里以法律理论体系所独有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法律意识领域时，仅仅了解著作权法的一般原理是不够的。
有责任的法学理论家应该根据对一般原理的了解，阐明这些原理在法律理论倡立、贯彻、实践过程这
一不同阶段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立法学者也应该根据这种了解阐明这些原理在立法过程这一初始
阶段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
要了解著作权法的发展过程，就应该知道著作权法的哲学原理在社会应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根
据这些原理发现和归纳著作权法在社会所特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力。
　　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文明史，著作权法的产生过程是经历了漫漫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才拥有的。
著作权法是人类社会高度文明生活中的法制现象的增强性因素，复杂程度、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能够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大多是以维护氏族公社的整体
生存利益的传统习俗为主的。
当人类阶级社会出现后，才形成了对立的阶段利益。
为了维护执政阶级的利益，为了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秩序，统治阶级除了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
政治、军队、监狱等优势手段来加强他们的统治外，统治阶级还利用法律来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但
这类法律也只是朴素的具有一般民法性质概念和刑法性质概念的强制行为规范而已，并还没有发达到
产生过著作权法这类深藏一定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产物，更不可能发达到产生过诸如著作权法的哲学
理论这类为著作权法研究提供一般科学的方法论的学说。
　　在著作权法的哲学理论观形成时，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宗教等社会文明现象，已是
发展到相当历史高度的自然属性和人们理念赋予的相当历史表现的一种程度。
在形成著作权法的哲学理论观时，思路敏捷的法学家必须解决一个著作的标的权属的问题，这是著作
权法的一个根本现象问题，即什么情形下对于科学揭示著作权法哲学原理研究领域的矛盾特殊性所具
有的优先性：是反映和体现复杂社会现象中的创作人或民事主体的创作作品性质的本身内涵重要？
还是著作中所揭示的利益关系的特有矛盾及其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标的权属的外延重要？
是先有反映和体现复杂社会现象中的创作人或民事主体的产生的著作性质的本身内涵问题，后有著作
中所揭示的利益关系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标的权属的外延问题；还是先有后者后有前者
？
这是一个不仅仅在理论上极其重要的能把著作权法研究的特殊领域的社会实践现象归结为哲学一般原
理的例证，而且在作为社会实践现象的表现（诸如著作权法的哲学风貌、著作权法的哲学觉悟，著作
权法的哲学品质等现象的表现）本身，同著作权法思想、著作权法制度等社会意识现象的表现都是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渗透到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各种法律社会生活的活动中。
而在建立关于著作权法的社会主义的法律的制度时，则人们必须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由著作性质的本
身内涵而产生的精神的利益和物质的利益的问题，而后才能成为解决著作权法利益思想体系问题的一
个基本哲学理论，并一直贯穿于著作权利益思想体系的发展始终及其保护民事主体权利的过程始终。
即什么情形下是表现为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涉及著作性质本身内涵利益的优先的问题，什么情形下是表
现为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揭示著作中的利益关系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标的权属外延优先的
问题；是著作利益享有权存在重要，还是著作利益标的权属意识重要？
著作权法在社会法律科学发展史上不同于社会其他学科如自然、物理、化学等，其所表现的最重要的
学科特征之一首先在于：在著作权的发展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具有著作权意识、著作权意志和著作权
目的的人，是具有著作权标的权属意识、著作权标的权属意志和著作权标的权属目的的人，而在社会
其他学科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试验性的具有盲目性质成分的、证实性的具有有意识思想的一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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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力量。
换句话说，社会领域其他学科的研究活动也是人们试验性的具有盲目性质成分的、证实性的具有有意
识思想的一种混杂力量的活动的产物。
因此，要研究著作权法的强制规定以调整人们的社会活动需求，仅以著作权法的哲学原理所研究的“
法律内容规定”这个一般的范畴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研究“社会法律内容需求”这个一般范畴，并解
决社会著作权法意识与社会著作权法存在这样一个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的统一性关系的问题　　著作
权法制度是一个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殊的实践性质领域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一个比较晚时间发展起来
的充满人道色彩的实践性领域的意识形态体系。
正如社会其他学科及其其他学科多种多样的社会学术研究现象和社会学术研究过程一样，它们是由许
多复杂的学术理论概论积累而成的，并由人们不断地研究发展和持续地进行学术充实总结而逐渐完善
其体系的。
著作权法制度和各种著作权法哲学现象的研究，也是由许多复杂的法学技术理论概括不断地积累充实
而形成的，并要由人们运用各种学术科学现象继续加以知识研究和论证的。
如果说法学是研究各种制度形式下的国家和社会与法产生和发展及演变的规律的科学总称，那么著作
权法就是研究各种制度形式下的国家和社会与著作权法制度产生和发展及演变的规律的一门专门性的
科学称谓。
著作权法的哲学原理则是研究著作权在国家和社会制度下的某一种或某一方面的社会的关系、过程和
现象的发展中的最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那么，什么是著作权法的哲学呢？
简单地说，著作权法的哲学就是关于著作权思想的法律观的一门学问，是关于著作权思想的一种理论
化、系统化的法律观。
所谓法律观，是指人们对于整个法学体系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学科的根本
看法。
人们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用脑力劳动从事各项社会实践，创造出世界上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艺术成果的各种事物，这些事物由于创造者是通过智力因素或智力材料借助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且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并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文化上不同程度的产生了效益，其中有的创作
者得到了精神上或经济上的回报，有的创作者没有得到精神上或经济上的回报，他们就欲借助政府强
制力来对利益加以保护，慢慢地积累了不少希冀用一种潜在强制力来保护这种回报预期的思想，这样
就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对世界上那些著作权利事物的一地带有哲理性的看法，随着这种对带有哲理性的
著作权利实践的深入，和这种对带有哲理性的著作权利认识的进一步扩大和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著
作权酌本质、著作权利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创作人同周围社会的关系等，形成的一个总的根本的
看法，这便形成了著作权思想的那种法律观。
这种著作权思想的法律观也是世界观的一种，是指人们对于整个著作权利的根本看法。
　　著作权法在这许多的法律科学中间到底占有什么地位？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著作权法不同于别的法律学科，它不是研究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普遍具有法律效力的那种表现，不
是研究创作人进行民事诉讼时通常所应遵循的适用程序的那种方式，而是研究社会现实中的各种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的各种有形形式方面、各种有形形式关系、各种有形形式过程的总和。
其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所保护的创作人的专有权利、文学与艺术和自然与社会及工程科学成果的发
展、全部社会活动的权利等，与其他专门社会学科（如环境保护学科）比较是有不同的，著作权法研
究的不是经济环境过程、政治环境过程或思想环境过程发展中的局部的或特殊的规律，而是研究智力
成果创作人或智力成果民事主体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将具有独创性的某种有形形式复制，以
带有自己的某种思想或情感成果传达给社会或社会不特定的某类群体，并获得社会或社会不特定的某
类群体的认可，是具最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的专门性科学特点。
　　中国社会法学家的很多数认为，著作权法是智力成果的创作人或民事主体基于智力作品而发生的
民事权利的一种强制性保护的制度。
中国著作权法立法界则有人认为，著作权法只是法律给予著作权的王体成分和客体成分两者之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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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法律权利。
这种权利被引入到社会公共领域后加以被保护的总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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