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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是一位国际私法青年学者研究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特殊现象
、特殊问题和特殊规律的学术专著。
作者确定这一研究课题与两个法律现象有关：一是晚近的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趋势；二是知识产权
与国际私法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民商事争议在类型与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各国（特别是经
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意识到，过分依赖诉讼这一传统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不足以快速有效地定纷止
争并化解社会矛盾。
于是，许多国家一方面积极推进司法改革，优化诉讼机制，另一方面，纷纷发展并充分利用包括仲裁
、调解等在内的各种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
建立多元化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俨然已经成为趋势。
而且，在完善司法制度和促进多元化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有必要对民商事
争议在一定限度内予以区分，为某些特殊类型的民商事争议专门设定特别的争议解决制度。
由此，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内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争议解决专门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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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丽，女，湖北枣阳人，法学博士。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欧洲研究》、《法学论坛》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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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知识产权法的公法色彩及其对争议解决的制约　　由于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各国都十分
重视设定知识产权的取得条件，而且一般都确定由特定的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对注册性知识产权
进行审批或登记。
知识产权法因而具有了公法性规范。
　　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区别标准，有利益说、从属规范说、主体说、特别法规说（新主体说）四种观
点。
①按照利益说，“以公益为目的者，为公法；以私益为目的者，为私法”。
尽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利益保护重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较大变化，但是国家、民族利益保护至
上，同时并行保护私人利益的立场始终没变。
知识产权法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关注是其他民事领域所不能及的。
②按照从属规范说，“规范上下隶属关系者，为公法；规范平等关系者，为私法”。
而知识产权法同时调整以申请（取得）自由、利用自由、转让自由、许可他人利用的自由等反映了平
权得以相互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民事关系）和以审查、批准、确认及对侵权的各种制裁等反映非
平权的以管理与被管理或监控与被监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行政关系）。
③按照主体说，“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或双方为国家或机关者，为公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
人者，为私法”。
在知识产权法同时调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中，其调整的行政关系主体一方代表着公权力，调
整的民事关系中双方都是私人主体。
④按照特别法规说，“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者，该适用的法律为公法；
该法律对任何人皆可适用者，则为私法”。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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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