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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已迈人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信息已成为继材料、能源之后的人类第三大资源，同时也是人类唯一源于自身创造天性的、理论上无
发展止境的资源。
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就目前而言，经济发展中凸现出自然资源（材料资源+能源资源）严重短缺的瓶颈问题，而这一问题
的持久解决有待于人们不断地向社会输入新的有用的信息（本书采用“成果信息”）。
不然，经济发展就会停止，整个人类社会也会凝固。
知识产权法恰好是伴随工业革命促进商品实现量化生产之后，由人类自身“发明”的激励人们开发和
有效利用成果信息的法律制度安排。
300多年来，不断演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大地激发了人们追求新信息的创造天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全面建设，知识产权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而成为时代的新宠。
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这必将有力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
，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新能力。
但是，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有效转化运用与科学执法都离不开知识产权理论的支撑。
所以，新时代必然催生对知识产权的新认识和新见解。
这就要求我们法律工作者及学者肩负时代使命，在这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
比如，知识产权形式上在保护什么，实质上又在支配什么，各法又是如何支配的，为何存在差异以及
支配范围如何划界等等，都必须厘清。
唯有这样，才有利于形成科学的知识产权观念和保护意识。
本书力图在上述诸多方面做一探索，其初步结论是：知识产权法由两大基本理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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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理论上，首先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定调在具有“成果性”要件的信息，即“成果信息”上，然
后始终如一地以信息再现论系统而全面地重新阐释了六部知识产权子法，使整个知识产权法在同一理
论的支撑下形成内部和谐的统一体等；在实用上，始终结合实务问题进行分析、阐述，让读者能产生
现实联想，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通俗性上，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尽力回避抽象论
述。
     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较为广泛，可以是一般大学生和硕博士研究生，也可以是法学研究人员和法律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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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宙飞船的名称“神舟5号”等赋予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即所谓的商品化权问题），因为这些特
定要素也凝集着开发者的辛勤劳动，它们一旦被用于商品上，能刺激并提高相应商品的社会购买力，
开发者对此项商业利用行为应享有支配权。
　　二、知识产权：一种对成果信息的再现利用行为及其再现利用后所形成的信息有形商品的流通行
为加以支配之权利。
　　知识产权是指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成果信息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的总称。
知识产权是舶来品，源于英文因此我国台湾学者也译为“智慧财产权”。
其中，产权一词是财产权的简称，表达为因某种财产的存在与利用而产生、并由法律确认和加以保护
的由特定主体对该财产享有的一系列权利的总称。
财产权总体可分为支配权和请求权两种。
那么，知识产权人对成果信息享有知识产权，其知识产权究竟在支配什么？
其请求权构成又有何特点？
过去，人们常套用所有权构成之思维方式，泛泛讲知识产权人享有对智力成果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之权利。
正如前述，信息随各种承载它的载体（包括有形物载体或无形媒介）广为传播和交流，从而被不特定
的多数人接触，进而为他们同时知晓和占有，且任何一个人的占有不会影响他人的占有。
为此，知识产权不具有占有权能。
而且，同时占有（即泛占有）可能导致同时利用，这使公开后的成果信息处于一种可能被不特定的多
数知晓人同时利用的状态，任何第三人的非法利用也不会剥夺权利人的利用。
①这是信息具有公共物品性的必然表现。
为了解决公共物品的产出不足，有必要在信息上设定排他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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