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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见，21世纪必将是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
然而，倘无一种良好适当的法学教育制度据以培养一批批合格的法律人才，人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法治
建设如何能够取得巨大进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制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每年都有众多法学院系培养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走向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人员
等各行各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所在部门的业务骨干，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作为一名在法学教育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我为这些成绩由衷地高兴。
可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制度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非常严
重。
我在这里并不对中国整体的法学教育制度发表评论，只想谈谈对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一点意见。
首先，我国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迄今尚未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们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究竟是发给那些花费四年宝贵青春的莘莘学子以一纸进入法律职业的
许可证，还是使他们养成在未来职业中必备的常识、认识社会的原则以及作为法律职业者应有的良知
？
究竟是应当培养出精通某一门或几门法律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还是具有一般性法律知识并养成法律
活动者应有的良好法律思维的法学通才？
我认为，法学本科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律基础人才，即那些具备社会生活常识以及法律职业基本素质的
法律人，就法律职业基本素质而言，作为法律人必须具备的是这样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扎实地掌握
了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则以及法律制度，并清晰地了解这些概念、规则及制度背后的理念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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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学》是由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教师撰写的法学本科生教材，代表了该校教
师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基本观点和认识。
该教材主要阐释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荟萃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司法实践经验，重点介绍学界的通
说，兼顾面授与自学的需要，特别是把最近修改的知识产权法律条文纳入其中，充分体现了法学教育
的特点，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应性。
    该教材以引读案例的形式引出每章需要掌握的基本问题，并在每章正文之后设有思考题，供学生复
习，以提高学生对知识产权法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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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
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
权。
由此可见，电影作品的整体著作权，除作者的署名权外，其他权利，包括人身权利中的修改权、发表
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和所有财产权利均归制片人所有；同时，这类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作为该作
品的组成部分也是相对完整的、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其作者可分别享有著作权。
如剧本可以出版，制片人无权干预；音乐的作者可以自行或授权他人对其进行表演等。
（五）职务作品的著作权职务作品，是指自然人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例
如工程设计、工作总结、工作报告、专题的电视文艺晚会等。
构成职务作品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作者和所在单位之间具有劳动法律关系，这种劳动关系与一
般的合同关系相比具有隶属性。
这里的劳动关系是广义的，既包括劳动法上订有劳动合同的关系，也包括整个企事业单位经过聘任合
同或者其他手续形成的劳动关系；第二，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工作任务是指自然人在该法人或者该组织中应当履行的职责属于作者的职责；第三，对作品的使用应
当属于作者所在单位工作任务或者业务范围之内。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分两种情况：1.通常，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事实作者，
即自然人享有，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享有优先使用权。
这类职务作品自完成起两年内（该两年自作者向单位交付作品之日起算），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
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相同的方式使用该作品。
另外，我们认为，在这两年内作者自己也不得与单位使用该作品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使用。
也就是说，在这两年内作者自己或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不同的方式使用该作品是可以的，单位不能禁
止。
此种情况下，作者享有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但是其权利要受到单位的限制。
为了保证职务作品的正常使用，职务作品完成两年内（该两年自作者向单位交付作品之日起算），经
单位同意，作者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作品所获报酬，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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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学》：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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