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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研究》由施高翔著，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站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实践基础上，通过批判和自我批判，阐述了在我国实行禁令的制度价值，并在对禁令的程序法性
质、审查标准、保全制度价值等方面进行析疑之后，提出了构建我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设想。
《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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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也正是由于临时禁令的假定性，人们对其程序的正当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因为我们进行
诉讼，一贯是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对于尚未查清事实真相，尚无确凿证据又未
经庭审的请求，做出支持或者驳回的裁判，是不符合规定的。
特别是在审查诉前禁令时，如何保证被申请人的正当权益成为程序设计上的重要一环，因为禁令做出
了假设其侵权行为存在的单方面认定，使得被申请人失去了基本的诉讼参与权利。
一般而言，法院在发布临时限制令时，应该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对方当事人发出通知。
但如果原告能够证明，除非在进行听审之前对被告进行限制，否则将导致直接的不可弥补的损害，则
法院可以在不发通知的情况下发布临时限制令。
此时，被申请人已经丧失了本应享有的、与申请人行使权利相对应的诉讼权利，处于极其不利的诉讼
地位，没有任何的程序性保障。
对于被申请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下文将会进行详细的论述，在此不予展开论述。
 （三）临时禁令的作用分析 从禁令制度的起源即可发现，临时禁令的效力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与
传统的补偿性救济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互补性。
主要表现为： 1.提供诉前、诉中救济，弥补事后救济的缺陷 临时禁令的产生源于人们对提高司法救济
及时性的呼唤，避免不可回复性损害的发生，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
在英美法系国家，临时禁令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普通法补偿性救济制度的无力，因为后者只能在
损害发生后适用，对损害进行经济性的赔偿救济，发生效力的时间范围有限。
特别是随着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型侵权形式已经让回复性的补偿救济方法无
济于事，人们逐渐对常规的补偿型救济模式进行反思。
这其中，又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其与科学技术结合得最为紧密，侵权的手段和影
响的范围都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临时禁令制度打破了救济制度的传统思维，推动救济制度从事后救济走向事前、事中救济，从回复性
救济走向预防性救济，从损害赔偿扩展到追求损害的可控性，从损害后介入延伸到损害发生时或者之
前的时间段。
临时禁令的一大贡献，是向申请人提供了一种诉前、诉中停止侵权行为的程序，使得权利人的经济成
本、司法成本降至最低，并获得最有利的利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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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研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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