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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距离大海最近的法学院，只知道近得抬眼一望就看见惊涛
骇浪，俯身触摸就是温柔的海滩；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享受阳光最充裕的法学院，只知道所有
的教师工作室都是向南面海，从日出东山的那一刻就开始接受阳光的恩赐，即使在黄昏的瞬间，也能
收揽最后一缕光芒！
　　海纳百川，自然会赋予她宽广浩瀚的胸怀；阳光普照，更使她天生充满了博爱与无限生机。
厦大法学院就是在大海与阳光的厚爱中悄然迎来了八十周年华诞，更为欣喜的是伴随生日庆典的到来
，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犹如一个新的生命宣告诞生！
　　翻开厦大法学院八十年的历史画卷，值得回眸和感慨的片段有很多：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法
科，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系。
1930年2月，厦门大学改科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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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及实践已表明，变革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探索和创设传统知识私权保护机制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应当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性的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根据传统知识对象的不同，提供可以利用的多种
权利保护模式，并在同一种权利保护模式中配置多层次的保护措施。
本书从传统知识保护对象界定入手，并对传统知识采用广义的定义方法；从需要、价值、权利三方面
，分析传统知识利益形成、转化的正当性基础，阐述该利益向权利转化的制度条件和权利体系，证成
传统知识财产权；释明传统知识保护的目标、思路与模式；提出传统知识保护议题下我国现行知识产
权法的利用和改造方案，并构架传统知识之上的特别权利保护制度。
全书以利益平衡为主轴，加入传统知识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融合这一润滑剂，最终落脚于传统知识
保护的制度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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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作为法律保护对象的传统知识　　第三节　传统知识保护对象的确定　　一、传统知识
保护对象确定上的分歧　　区分作为知识权保护对象的传统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或受其他形式保护的
传统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在一般性使用上，传统知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然而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却是在法律规范背景下经特定
立法定义后的对象，正如知识与知识产权对象的不同一样。
“法律的基本概念与‘非原本的’、‘法律相关的’、‘经验的’法律概念不同，其并非源自于法律
之外的经验事实，而是随着法律而先验地必然地产生。
”法律提供保护的对象仅是具有传统知识自然属性的一部分传统知识，而不是全部，即一般意义上的
传统知识与作为保护对象的传统知识之问是存在区别的。
那么，应当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法律应当提供保护的对象？
事实上，这一问题无一例外地被列为传统知识保护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但对这问题的回答，
无论是目前已经先行制定的立法，还是学术研究上的探讨，都未形成统一的规定或认识，而是存在十
分明显的分歧或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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