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论坛论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802477247

10位ISBN编号：7802477247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杨铁军 编

页数：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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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

前言

　　2008年11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论坛，共同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经验，探讨未来的发展，以这样的方式纪念
改革开放3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次活动得到了知识产权以及社会有关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出席论坛活动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社会服务组
织等各界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征文的作者共180多人。
论坛活动开得很成功。
　　1978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重大抉择，
开启了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我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诞生、成长、完善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我国要建立知识产权制度
的决定。
1978年，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重建，下设商标局，1982年8月23日商标法颁布；198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成立，1984年3月12日专利法颁布；1985年国家版权局成立，1990年9月7日著作权
法颁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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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11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论坛活动。
本次活动征集到论文110多篇，内容有我国专利、商标、版权、司法、社会服务组织领域资深专家对发
展历程的回顾和今后发展的建议；省、市、县开展地方知识产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取得突出成绩的
企事业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知识产权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学术探讨。
学术探讨涉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大学知识产权再创造、植物品种权保护和实施
模式、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利与标准、网络知识产权、创意产业、液晶产业、企业知识产
权战略模型、著作权中的异型转换与复制、应对海外纠纷等。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论坛论文集》精选出论坛活动的文章67篇，适合广大知识
产权界业内人士、各级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其他感兴趣的
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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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孕育诞生发展的中国专利事业国际合作与中国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纪
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商标法律制度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回顾与展望改革
开放30年的著作权法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0年的回顾我国的专利代理事业——回顾与展望改革开
放30年与专利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从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看我国专利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进展专
利司法实践对专利制度及立法的推动与完善——对北京法院专利审判二十年个案的回顾前进中的四川
知识产权发展知识产权事业建设创新型湖北以知识产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的实践与体会知识
产权保护与苏州改革开放版权保护中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平衡非法律形态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体系衔接
跨国公司在华产业转型及专利布局动态研究研究型大学的知识产权战略——以浙江大学为例大连化物
所知识产权工作的思考和行动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提升知识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和完善知识产
权战略提升企业市场博弈的能力回顾与思考峥嵘岁月——献给专利制度创建30年专利制度与改革开放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的春雨滋润着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成长与发展浙江省与广东江苏知
识产权工作的成就与特色浙江的外观设计专利分析上海知识产权工作实践的启示和经验上海市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知识产权对推动上海经济增长的思考上海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状况调查及对策建
议山东省社会公众知识产权认知程度调查报告福建省专利运用与产业化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提升省会城市创新优势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兼论湖北省创意产业的发展改革
开放30年昆明知识产权工作回顾怒江州知识产权工作回顾及发展思路无锡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的回顾与
思考立足实际开展工作稳扎稳打厚积薄发——吴江市专利工作实践与思考发挥特色资源优势全面提升
知识产权工作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金昌市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专利：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对庆阳市专利工作的几点思考萍乡市知识产权工作现状及对策基层专利工作的实践与研究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与中国经济发展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打造世界知识经济引擎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在实施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的作用论我国发展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紧迫性论大学知识产权的再创造中国外观设
计专利保护制度的发展中国特色的专利初审与信息管理模式的伟大实践——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
办处发展的实践与思考我国专利转化现状的分析及提高专利转化率的措施专利许可贸易宏观管理模式
探析专利运用与产业化的标准化途径中国植物品种权保护问题研究植物品种权实施模式探析民族传统
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著作权法中的异形转换与复制——以“平面到立体”
为视角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如何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中外商业方法专利保护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制
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与建议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的方法
步骤从液晶产业发展谈如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WTO规则下的知识产权创新
与企业成长一个基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系统的动态模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论坛
综述附录　知识产权发展前沿探索第1卷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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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孕育诞生发展的中国专利事业　　一、在激烈争论中诞生　　我国专利制
度，从酝酿到诞生，历经5年的激烈争论和艰难的磨砺。
最终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专利法以早通过为好”的果断决策，为我国专利制度
的建立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新中国艰难地跋涉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猛烈地撞击着古老的中国大地
。
在这重要历史关头，一大批志士仁人出于振兴科技、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考虑，提出在我国应尽快建
立专利制度。
此时，技术大锅饭的观念和分配方式根深蒂固，技术是商品的声音还十分微弱。
问题一提出，便很快使得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浪潮更沸沸扬扬起来。
赞成者，慷慨陈词，纷纷上书国务院有关部门，历数专利对社稷伟业之必要；反对者，则如临大敌，
视同洪水猛兽，节节陈词抵制。
　　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学技术部副主任王大珩、福建省南平市副市长卢世铃、鞍钢副总
工程师杨树棠、福建省水电厅副厅长潘仲渔、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力主在我国尽快实行专利制度，以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他们认为：专利制度在中国势在必行。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在批准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的一个报告中指出：“我国应建立专利制度
。
”随后，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对建立专利制度先后做了许多具体指示。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科委于1978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专利制度的筹建工作。
国内一份调查材料表明：企业、科研、技术进出口贸易单位的被调查者，绝大多数希望我国尽快建立
专利制度。
此后不久，又收集了数十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还对10多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专
利制度进行了详细、认真的实地考察。
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
国经济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于是，《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0月送到了国务院，次年1月得到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局也随之成立。
　　一石激起千重浪。
也就是在专利局宣告成立的同时，有关专利制度是上还是下的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拉开了序幕。
有些部门的领导上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言辞激烈，对专利制度大加贬斥。
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实施专利制度“是妄图以西方一个模式来解决我国科技发展问题”这样实际上只
能保护外国垄断公司的利益，专利制度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掩盖着企业主对科技人员的“超级剥
削”，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搞专利制度是一个原则、方向、理论性的问题。
还有一些同志干脆说：“实行专利制度，将使成果推广更为困难”，“将是技术领域里的一个大倒退"
。
还有一些善良的同志担心：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较低，实行专利制度会造成许多技术领域被外国人独霸
的局面。
　　或许是我们的国门封闭得太严太久了，对于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太少了。
殊不知，在当时，除了我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已实行了专利制度。
就在当时世界上已有158个国家实行了专利制度，用专利保护科技发展已形成一种国际大趋势的时候，
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却与佛得角、科摩罗、古布提、格林纳达等11个在一比两千万
的世界地图上几乎都见不到的国家为伍，我们的专利制度不知是行还是止？
　　从中外专利制度的历史上看，对专利制度存有不同意见和争议是正常现象，尤其是我国长期处于
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制度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承认商品生产，因此，在专利制度条件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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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这种无形的智力成果视为商品，要进行有偿的交换，鼓励竞争，这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上是难
以接受的。
加之当时闭关锁国，没有实行专利制度的经验，又不知道国外的情况，产生疑虑、出现反对意见也是
不可避免的。
因此，当时在要不要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问题上，斗争焦点：一是专利制度的性质；二是利弊问题
。
　　为了深入研究在我国实行专利制度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征求对专利法草案的意见，1980年10月
和11月先后召开了“专利问题座谈会”和“专利法讨论会”。
通过座谈，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条件下，贯彻执行党中央提
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我国有必要建立专利制度，而且势在必行。
关于利弊问题，当时大家认为，要有所得就要有所失，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得
到的是整个国家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这就利大于弊。
　　然而，即便是如此，仍然是两军对峙，争论异常激烈。
1981年3月，国家科委和中国专利局将专利法草案第11稿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局将草案送有关部门
征求意见时，立即遭到有关单位许多同志的反对。
他们对草案的主要条文逐条加以否定，致使国务院没法批准，专利法被迫搁浅。
　　中国专利制度何去何从，前途渺茫。
曾经一度为之振奋的专利局工作人员，情绪顿时一落千丈，“人心思散”。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82年9月，国务院召开专门常务会议，讨论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问题。
会议决定：“我国应该建立专利制度。
”紧接着，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批准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定
和施行专利法”。
　　峰回路转，溪桥忽见。
专利法的起草过程，因双方的激烈争论，曾几度搁浅。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专利法以早通过为好”的果断决策，为我
国专利制度的顺利建立扫除了障碍。
1983年8月，经过20多次研究修改的专利法（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通过，并于9月29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终于在1984年3月12日下午在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庄严地通过了。
一部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历时5年，冲破
重重阻力，终于问世。
　　在此期间，我国于1980年6月3日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5年3月19日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
从此，我国的专利事业进入了一个光辉的、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二、新中国首部专利法成功实施　　我国专利法的实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国内外产生
了空前的轰动效应。
用外国知识产权界知名人士的话说：创造了绝对历史纪录，全世界都听到了她的声音。
专利制度的实施，使全社会发明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
　　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的大门向全世界訇然打开了。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生效实施的第一天清晨，东方还未放亮，中国专利局受理处门前，申请专利的
人们已排成长龙。
　　来自广西的一位同志，头天夜里就来受理处门前排队了。
他尝尽发明成果被他人任意占有的苦头。
从专利法颁布那天起，385个日日夜夜，连做梦他都盼着1985年4月1日这一天的到来。
他本想夜里排队稳拿第一，不料，他来到时已有30多人先期到达，只落得第37号。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国知识产权发>>

　　惜时如金，争分夺秒，是发明家们的共同特点。
然而，先后取得8项科技成果，相继获得部级二、三、四等科技成果奖，并直接受到中央有关领导关
怀的航天部第二研究院207所胡国华工程师，为了争得第一。
号专利申请，却慷慨地拿出了三天的时间前来排队。
三天时间，对于他是多么的宝贵！
对此，胡国华却这样想，以往没有法律保护，搞发明常常遇到一些人为的刁难和限制，今后有了专利
法保护，将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排上三天队，值！
　　湖北沙市香料厂厂长张书林办理完专利申请手续后，激动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十年动乱中，
许多人因搞发明创造遭到打击、迫害，被诬为搞资产阶级个人名利、开地下工厂等等。
更有甚者被关进了监狱，肉体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
从今天起，我们有了法律保护，可以自由地理直气壮地进行发明创造活动了”。
　　午夜的钟声铿锵而有力地敲响。
紧张而繁忙的首日专利申请受理工作即将结束。
就在此刻，一位青年发明者手持专利申请文件匆匆赶来。
他，就是当时闻名遐迩的科技流浪汉——刘忠笃。
他太忙了，从国外的发明展览会上刚刚回来，未及掸掉一路风尘，就立即投入了申请专利的紧张准备
工作，忙了整整一天一夜。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专利局受理处的大印，随即落在了他的专利申请文件上。
　　繁忙的一天，鼓舞人心的一天结束了。
　　中国专利历史迎来了新的黎明。
　　首日受理，初战告捷。
从清晨8点到午夜12时，共受理专利申请3455件。
用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鲍格胥博士的话说：“创造了世界专利历史的绝对纪录。
”　　一份份专利申请，来自大学的斗室，来自科研院所的殿堂，来自机器隆隆的厂矿，来自偏远山
村的窑洞；还有的来自日本、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苏联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专利法的实施牵动着各阶层千千万万人的心。
一份份专利申请，凝结着广大发明者的心血和智慧，倾注着广大群众的满腔热血。
这首日的大捷，已经昭示出中国专利事业的光辉前景。
　　4月1日，专利法生效实施，犹如打开了中华民族聪明智慧和发明创造源泉的闸门。
智慧之泉水汩汩流出。
继第一日之后，每天都有50件左右的专利申请汇集中国专利局，形成了稳定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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