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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中逐渐
认识自然规律并逐渐实现自己的设想、构思，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自由和舒适。
在这过程中人类不知不觉都在进行着设计，当人类的历史进入工业社会时，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就是今
天被人们所称的工业设计，在我国被称为外观设计。
　　相对于整个法律制度而言，知识产权制度虽然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发展非常迅速，其内容不断
丰富，规则不断完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多样性。
外观设计专利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并列为我国专利法保护的三大专利类型。
随着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已居于世界第一位。
这彰显出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我国的外观设计保护水
平在不断提高。
　　然而，尽管我国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有了很大发展和完善，但随着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不
断增多，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理论与实务研究》立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从外观设计的
基础理论入手，在研究国外及我国外观设计的制度发展史及保护模式的基础上，指出了外观设计保护
的正当性理由，探讨了我国外观设计之实然性规定与应然性重构，论述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前
提、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主体、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方法、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标准与
保护模式，并且充分分析了被控侵权人所享有的各种抗辩权，在全面回顾和分析我国外观设计保护现
状的基础上给出了实现外观设计保护目标的对策。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理论与实务研究》分为导论和六章：　　导论，先提出《外观设计专利
侵权判定理论与实务研究》的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以体现《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理论与实务研究
》研究的价值所在；然后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述评，表明本课题研究的进展程度；最后阐述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创新之处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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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各国对此判定的标准都很低，如美国1930年的“科林”一案，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就认为：
“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美和装饰性的要求，不能定义为美术品和艺术品中美和装饰性的要求。
”法院认为，国会制定外观设计法，其目的是鼓励人们“尽可能消除许多机器或机械装置上所具有的
不雅观的和令人厌恶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使人压抑而非激起美感”。
而在1981年的“康迪克”一案中，法院也认为专利法第171条所说的是就“产品”所作出的装饰性外观
设计，而非美术品的外观设计。
“要求一个垃圾桶玩偶美丽，也许是期望太多。
就本案来说，只要它不丑陋，尤其是与现有的外观设计相比不丑陋，就已经足够了。
”而英国的法官们对“视觉吸引力”也作了很多探讨，一般都认为“只要某外观设计具有某些独特的
特征，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影响他们作出选择”，即认为具有“吸引力”，并不要求一个外观设
计达到特定的艺术标准，甚至“一个外观设计可能是怪异的和丑陋的”，也可以具有“视觉吸引力”
。
也有的国家对外观设计保护并未作这一要求，如现在的欧盟《外观设计保护指令》就已经取消了“视
觉吸引力”这一要求。
因而，笔者认为，“美”有自律性的，也有他律性的。
“自律的美”以绘画、雕刻等表现形式将人们的感受具体化；“他律的美”以所谓设计的形式来具体
表达人们的感受。
“自律的美”不受外部的规定和制约，是一种纯粹的美；“他律的美”受外部的规定与制约。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美是一种他律的美，它受到对象物品的规制，以该对象来表现“美”，是由对象物
品予以规律的“美”。
因此，“富有美感”一词的主要作用在于表明判断是否属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客体，应当关注的
是产品外观给人的视觉感受，而不是该产品的功能特性或者技术效果，这是外观设计专利与发明和实
用新型专利之间的本质区别，“富有美感”一词应当作广义理解，不受具体个人的感受是“美”还是
“不美”的影响；在我国也没有必要对“美感”苛以过高的标准，只要某一外观设计不违背社会公德
和善良风俗，它就已经具备了“富于美感”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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