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的抉择伟大的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的抉择伟大的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802475854

10位ISBN编号：7802475856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田力普 编

页数：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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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的抉择伟大的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由“成就篇”“回顾篇”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首篇为田力普局长署名文章，全面介绍30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的历史、特点和成就，以下分专题
从法律法规建设、知识产权战略、国际合作、专利保护、规划发展、队伍建设、审查业务、信息化建
设、文献服务、专利代理、出版事业、党务工作等方面，具体反映国家知识产权局30年来全方位发展
的历程和成果。
“回顾篇”中收录了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地方知识产权局及有关方面同志们的回忆及总结文章。
书中所收文章内容翔实，材料丰富，文字生动，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出国家知识产权局30年历
史变迁的真实画卷，富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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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成就篇　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辉煌30年　专利法律制度孕育、诞生并不断发展的30年　30年风雨历程，
铸就专利审查业务辉煌成就　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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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强局建设　飞速发展的信息化建设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实现发展　着眼社会进步和
事业发展 与时俱进地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服务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　艰苦奋
斗 开拓创新 不断推动党校改革发展　积极探索 拼搏奋斗结硕果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谱新篇　复审委在
学习中成长　伴随着共和国知识产权事业成长　长风破浪会有时　为国知局信息化建设服务　　对国
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八载耕耘 春华秋实　加强研究 热忱服务　专利
代理是专利制度的重要支柱回顾篇　建立专利制度　“两大历史任务”的酝酿、提出与初步实践　从
机构变化看国家知识产权局30年发展　难忘的专利局工作经历　中国专利代理制度的建设与成长　我
国专利制度建设初期的一些回忆　中国专利代理事业走的是一条科学发展的光明大道　我看知识产权
发展八年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筹建记忆　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我们从香山班出发　中国专利局办
公地址的几次变迁与周折　从工资发放、记账管理的改变看专利局财务30年变化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我在人事处的一点往事　战略支撑发展信息引领未来　实用新型专利事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悠悠
岁月话当年　不断发展中的电学发明审查部　点燃企业自主创新之火　记《中国知识产权年鉴》的创
刊　国知局30年发展历程的个人体验　专利文献部30年发展历程的阶段体验　春风吹过数十载千树万
树梨花开　中国专利局建局前后的点滴回忆　建局初期审查员的工作和生活　专利文献部与我国的第
一个国际专利分类(IPC)修订提案　记忆中的外观设计审查部往事片段　忆流金岁月 创锦绣前程　我
与专利结缘的后半生　天津局建局初期开展的5项工作　首期专利业务大楼工程艰辛坎坷的建设历程
回顾　为专利审查工作11个春秋的快乐人生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探路者　回顾局领导关于队伍建设
的两项重要决策　有中国特色的专利事业发展基石　难忘专利情　专利信息事业的奠基人　中国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我所经历的专利人才培训工作　开张前后的日日夜夜　踏上知识产
权之路　我经历的早期专利文献建设片段　忆国知局首届专利展览会　垦荒者的脚步　“知识产权保
护从娃娃抓起”活动登上世界知识产权舞台　客观公正审专利准确及时促发展　中国专利局往事回忆
　专利复审委员会往事回忆　老骥伏枥鞠躬尽瘁　外观设计专利30年历史回顾与展望　随中国专利局
成长　我所经历的化学审查部　回顾我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　武衡：我国专利制度的主要奠基人　
黄坤益：中国专利制度的主要创建者　专利审查人才国际化发展之我见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
理事会(2004～2008)工作回顾　我的专利情结　首批首次赴国外接受专利审查培训的经历　不该忽略
的记忆与思考　回首《专利法》起草的前前后后　中国特色专利制度的无限生命力　从专利管理局到
知识产权局那段岁月　难忘的岁月　在阳光照耀下成长　往事犹新　艰辛的历程光荣的事业　“会哭
的娃娃有奶吃　出版社工作二三事　首日专利申请纪实　信息化建设的缩影　在新世纪中飞速发展　
创建专利制度初期风雨历程的回忆　开拓进取的追求　对人事管理工作的一点回顾　回顾创业史展望
未来路附录　附录1：国家知识产权局历任局领导班子成员照片　附录2：国家知识产权局历任局领导
班子人员名单　附录3：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大事记　附录4：历年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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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还陆续加入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专利领域几乎全部重要的国际
条约。
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与国际法原则相一致的中国专利法律制度已基本建成。
（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特色彰显1984年，根据《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及《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通
知》和《关于印发国家科委“三定”方案的通知》的精神，《中国专利局内设机构及其职责》中明确
规定了专利局专利管理部“会同条法部指导、协调专利纠纷调处工作”。
国家层面的专利保护管理机构框架由此搭建起来。
1984.年8月，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专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设置专利工作
机构的通知》，正式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相应的专利管理机关”。
1984年11月，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北京市专利管理局。
此后，各地方以及有关部门的专利管理机关陆续建立起来。
但这一时期的国家和地方专利管理机构，无论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还是职能定位来讲，都较为单
薄和单一。
1990年2月，为适应专利工作发展的需要，国家科委、中国专利局发出《关于加强专利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专利管理机关的六大执法职能：调处关于专利侵权的纠纷；调处关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
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费用的纠纷；调处关于专利申请权的争议；调处关于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纠纷；调处关于转让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纠纷；调处其他依法应由专利管理机关
处理的争议和纠纷，专利管理机关的职能进一步加强。
1998年3月，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全国专利工作和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事宜。
国家层面的机构改革带动了地方知识产权机构的改革，地方专利管理局陆续更名为知识产权局，一些
地方专利管理机构从科技系统或经贸系统独立出来，成为直属地方政府的机构，许多地方从行政规格
、编制、职能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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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沉甸甸的厚书，是大家献给国家知识产权局成立30周年纪念的诚挚心意。
多少艰辛，多少慨叹，多少奋斗与追求，多少成就与梦想99篇文稿，100多位作者，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和多个部门领导组成的本书编委会，由全局各部门同志组成的编辑部⋯⋯重视程度
之高，阵容之强大，执行机构之完备，确是空前的；方方面面来稿之踊跃，各个部门配合之默契，编
辑人员之认真，确是让人感动。
大家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真实记录和总结过去，反映国家知识产权局3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启
迪和激励后来者。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中国知识产权事业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历史告诉未来
，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局建设目标实现之日，正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强盛、发达之时。
中国的知识产权工作者对此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建局30周年纪念系列工作中的一项重点工作，本书的组织编写及出版工作历时整
整一年。
2009年年初，田力普局长和杨铁军副局长召集局办公室及知识产权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举行了本书编
辑部第一次会议，全面部署了本书编写、出版的各项组织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田力普局长特别强调了本书编写、出版的重要意义：记录历史，总结现在，引领未来。
田力普局长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30年发展的历史，是我们极其珍贵的一笔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深刻思考。
用书本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是造福后代的大事。
我们都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行的。
目前，新中国专利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创建、发展的历史还只有30来年，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
好，同时我们还在发奋努力，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所有从事中国专利事业、从事知识产权事业的同志们都会为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感到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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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抉择伟大的实践:国家知识产权局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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