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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法学学科“九五”规划教材，同时也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
材。
知识产权法属于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法学则是部门法学、应用法学。
《知识产权法》阐述了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保护对象，并系统阐述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和各项制度，阐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国际公约的原则和内容；对各知识产
权专门法律都涉及的基本范畴，包括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法律救济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
注重知识产权法各种基本观点和理论的研究，反映了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体现了本学科的科
学性、体系性和稳定性。

《知识产权法》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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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法》，《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主编）；主要论文有：《论知识产权》，
《著作权法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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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目前对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水平看，上述对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表述方法都有局限性。
（1）列举知识产权主要内容的方法不能揭示属概念的全部外延，只包含了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
，而不及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等内容；（2）迄今为止用下定义的方法所做的表述，固然简单
、抽象，其缺点也是明显的。
它未能概括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全部.将工商业标记排除在外；（3）完全列举的方法表述清楚、全面
、明确，但是用来说明概念，则失之于繁琐，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是变化发展的。
就从1993年通过的。
TRIPS中所列的保护对象来说，显然比1967年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所规定的保护对象有
所增加。
可见它是发展着的，难以列全。
目前看来，划分的方法概括比较全面。
但是，与下定义的方法相比，抽象程度稍显欠缺。
所以，较为可取的办法是。
既为知识产权做出一个相对概括而全面的表述，也列举迄今为止知识产权的主要保护对象的范围。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这一表述，反映了这一事物
的如下几个特征：1.“智力成果”的概念使之与“智力劳动”划清了界限。
知识产权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的权利。
如果仅有“智力劳动”，而智力劳动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一个过程，那么只享有劳动法意义上的权
利。
没有智力成果不产生知识产权。
有些著作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智力劳动产生的权利，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
2.“创造性的智力成果”的概念使之将非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排除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之外，智力成
果有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分。
只有那些表现了完成人自己的取舍、安排、组合、设计的智力成果，才是创造性的智力成果。
那种只要忠实的按照既定的程式、程序或法则来完成，任何人完成的结果都一样的智力成果，或仅凭
技术、手艺、技能、技法等再现已有结构与形式的智力成果，都不属于创造性的智力成果。
只有基于“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才有可能产生知识产权，非创造性的智力成果不可能产生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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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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