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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笔者研读知识产权法十几年以来心得的结晶，从，2008年底开始写作至今，期间历经多次修改
。
本书最大特点在于其体系性、实践性、新颖性，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不断发现这三个特点，
并不断从中获得惊喜，体味到阅读后的酣畅快感。
真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给本书提供了出版机会，更加感谢该社王半牧编辑，他细心、辛勤的劳
动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由于笔者水平限制，本书错误之处肯定不少，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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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观念、知识产权法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民法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思想指导下
，利用立法论和解释论相区别的方法论，集中探讨了知识产权法的各种问题，全书展现了作者独特的
解释视角和智慧，是一本贯通了知识产权法基本理论和实践的难得的好书，适合于各个层次的知识产
权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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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扬，又名李沐洋，湖南隆回人，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博士，武汉大学法学
院博士后，曾于2005-2006、2009-2010年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COE、GCOE工作。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在《法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在法律出版社、台湾元照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译
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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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和《日本民法典》第85条都严格坚持了“物为有体物”的原则。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所称的物虽然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但无体物主要指权利。
《拿破仑法典》对物作出了广义的解释，不但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无体物。
但《拿破仑法典》第529条规定，“以请求偿还到期款项或动产为目的之债权及诉权，金融、商业或产
业公司的股份及持份，即使隶属此等公司的企业拥有不动产，均依法。
律规定为动产。
此种股份与持份，在公司存续中，对每一股东而言，视为动产。
”并且，“对国家或个人所有永久定期金或终身定期金收授权，依法律规定亦为动产。
”同时，第536条规定，“房屋连同屋内物件出卖或赠与时，不包括保管于屋内的现金、债权及其他权
利的证券；一切其他动产包括在内。
”这表明，在法国，无体物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被作为动产对待的。
①有人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尽管各国立法中已经将可让与的权利，比如债权、土地使用权、版权、专
利和股权等规定为担保物权，但“立法理念和立法政策历来是将其作为普通质权（动产质权）或普通
抵押权的规定，故属于准物权范畴-o可见，绝不能因权利质权、权利抵押权之客体为权利，而就因此
日物权的客体不以物为限，而还包括所谓权利。
”②我国学理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物为有体物，而认为无体物的使用多“在教研中”，认为“将权利
称为无形物，莫如称之为无形财产”。
③因此，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使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概念，而且
在担保法中将担保物权的客体定位为“财产”。
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可见，在我国物权法上，物主要指有体物和法律明文规定的某些权利，而没有将作品、发明创造、商
标等不存在有形物质客体的知识规定为物权的客体。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历史上，法学家与立法者也曾作过以传统所有权制度涵盖非物质形态的精神产品
的努力。
早在封建时期，就出现过“出版所有权”论。
尔后，经过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天赋人权的思想深入人心，“出版所有权”理论也就被“精神
所有权”学说取代。
①在法国，所有权的客体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用以“适应其标的和其表现的法律关系及各种各样彼
此间完全不同的大量的支配权类别。
”精神所有权被理解为一种排他的、可对抗一切人的权利，是所有权的一种。
②但据有的学者研究，这种理论上的概括存在难以解决的两个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将所有权的概念应用在对非物质财富的权利上，“使它远远超出在技术上对它作准确
理解的内容的范围”。
⑧第二个缺陷是，“从所有权的原来含义来讲，上述权利并非真正的所有权”。
④精神所有权的客体不同于传统所有权的有形物质客体，属于智力创造的非物质形态的知识。
这两个特征决定有必要“从单个人的简单物品所有权的财产权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出与
有形对象十分疏远的权利形式”。
⑤这种权利形式就是知识产权。
从权利对象形式上的不同区分有体财产权和无体财产权已经得到了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确认。
法国的知识产权法典第Llll.3 条严格区别了对作品原件即物的有体财产权和对作品的无体财产权。
同时第L1ll-l条还明确规定，对作品的无体财产权除了包括经济权利外，还包括精神和智力权利。
有学者对此作出了解释，法语中的pmpriete主要是指有体物的所有权且不因时效而消亡，如果不加解
释就用于无体物，则既不贴切也不恰当。
这也说明，即使在法国，试图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propriete用于其他财产客体尤其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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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财产，则可能会出现困难。
⑥“最直观的事实是：所有权的权能及其行使方式无法圆满地用于价值形态的财产或无形财产。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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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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