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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规范、实证、比较等研究方法，对日本专利法的历史演进和制度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
讨。
本书特点：第一，首次对日本专利法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整理归纳出跨越长达百余年的
日本专利法的历史变迁，梳理出日本专利法的整体发展脉络，制作了日本专利法的发展史年表。
第二，将研究视角以法学规范为中心，向两边延展，考察法律出台前的背景、法律实施的绩效。
将日本专利法放在日本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探讨法律与科技、经济之间的互动。
第三，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深度的案例分析避免了纯理论层面的逻辑推理，更加注重法律的实际运用，注重法律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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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女，河北人，1963年10月出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南开大学世界史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日本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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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特别是在这一时期，为了保护创造性水平较低的技术设计。
日本于1905年7月开始实施《实用新型法》。
日本专利法修改允许外国人申请专利后，在申请总量中呈现出国内外申请的不同格局，由于当时日本
的技术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外国人申请的大多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发明，而日本人的申请则集中在
日用品和手工业领域，整体技术水平低下。
但是，专利审查是不分内外国主体而平等进行的，结果使得技术水平低的日本人的申请有很多被驳回
，外国人的申请反而取得了专利权。
由此，外国人在日本得到的专利权越来越多，日本人自己的专利权授权数量却在走下坡路。
但是，在日本人提出的专利申请中，确实也凝结着不少优秀的创意，特别是日本人擅长对身边的一些
事情进行发明创造，因此，保护创造性水平低的小发明，对日本来讲就显得非常必要。
于是，日本以德国的实用新型保护法为范本，制定了自己的《实用新型法》。
《实用新型法》旨在保护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新的、实用的技术方案，因而，该法
的实施对于日本当时的主力工业——以日用品工业为首的轻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当今世界驰名公司松下电器当年正是得益于对二孔插座依据《实用新型法》取得实用新型权后进行的
成功市场开发。
在1905年至1908年期间授予的实用新型权中，主要是文具、鞋、织物、灯具、家具、建材等日用品或
杂货。
而同时期的发明专利申请则主要集中在船舶、电讯、电话机、发动机、织机等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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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我深知写作过程的艰辛，光靠自己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本书得以完成，受益于许多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李卓教授。
在学习过程中，李老师惠予我诸多的指导和帮助。
从李老师身上，我体悟了治学之理，心领了做人与生活的真谛。
敬佩老师渊博的学识、几近虔诚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风格和朴实无华的待人之道。
在写作过程中，从理论观点到研究方法、框架构思，李老师都给予了悉心指导。
感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杨栋梁教授、王振锁教授、宋志勇教授等。
各位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我在课业上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知识和思考，开阔了视野。
本书的写作建立在拥有丰富的日文资料上，因此，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搜集资料的人。
感谢日本研究院给我机会到日本研修，感谢日本国学院大学的下山信桂部长以及法科大学院资料室的
工作人员给予我宽松、优越的查阅资料的环境；感谢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的熊达云教授、小野寺规夫教
授，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感谢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饭村敏明、三村量一法官，与
他们的交流加深了我对日本司法审判动态的了解。
感谢责任编辑姜冬红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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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专利法的历史考察及制度分析》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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