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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研究书系：国际技术转让法学》分别从国际技术转让法学基础理论、国际技术转让与
知识产权制度、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国际许可贸易法、国际技术转让中的限制性商业行为、国际技术
转让的使用费、国际投资中的专利技术转让、国际货物贸易与技术转让、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等
九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理论与操作实践，是一本具有专业指导性的理论著作。
读者对象：知识产权法领域的高校师生及国际技术贸易领域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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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红菊，祖籍山东滕县（现山东省滕州市），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目前执教于大连海事大学法
学院。
1996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国际法学硕士学位，师从
车丕照教授。
2007年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师从屈广清教授。
2011~2012年，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现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大连海事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经济
法学会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的专业为国际经济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

　　2006年撰写出版《国际技术贸易法学》（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7年撰写出版《专利许可法
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撰写出版《专利权战略学》（法律出版社）。
参加编写的著作有：《国际商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国际经济法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2008年）；《电子商务法》（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就职后共发表论文20余篇，近期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知识产权一体化下我国技术转移规范的滞后
和改进》（载于《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8卷第1期，2011年）；《中国知识产权的美国化？
——美国模式的影响与走向》（载于《清华法治论衡一法律全球化与全球法律化》第14辑，20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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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技术转让法学基础理论
第一节 国际技术转让法研究概述
一、国际技术转让法研究的意义
二、国际技术转让法学的客体
三、本书的研究体系
第二节 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关系与法律渊源
一、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关系
二、国际技术转让法律渊源
第三节 国际技术转让统一法的发展
一、《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
二、区域专利许可统一法
三、WTO框架下TRIPS的新发展
第四节 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发展
二、国际技术转让领域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对象
三、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一般例外
第二章 国际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制度
第一节 国际技术转让经济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
一、国际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
二、国际技术转让经济原因
第二节 专利制度下技术进出口国的不同利益
一、专利制度的经济分析
二、技术输出国的利益分析
三、技术引进国的利益分析
第三节 我国相关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专利法律制度现状
二、专利技术转让相关规范的完善
三、技术秘密法律制度及完善
第三章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
第一节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通用条款
一、授权范围
二、转让方基本义务条款
三、受让方基本义务条款
四、侵权条款
五、改进技术成果归属与实施条款
六、国际技术转让合同法律适用条款
第二节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类型
一、依是否转让技术所有权为标准划分
二、依知识产权的不同类型为标准划分
三、依知识产权不同控制主体为标准划分
第三节 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一、专利权概述
二、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权利内容
第四节 国际技术秘密与计算机软件转让合同
一、国际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二、国际计算机软件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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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家资助研发技术的转让合同
一、国家资助研发技术的特征
二、国家资助研发技术的权属关系
三、国家资助研发技术的转让与实施
第四章 国际许可贸易法
第一节 国际许可贸易法概述
一、国际许可贸易法的含义与特征
二、国际许可贸易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 国际专利许可的几种具体形态
一、共有专利许可
⋯⋯
第五章 国际技术转让中的限制性商业行为
第六章 国际技术转让的使用费
第七章 国际投资中的专利技术转让
第八章 国际货物贸易与技术转让
第九章 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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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5年TRIPS生效，标志着知识产权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初步形成。
成员域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TRIPS是否一致产生的争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得以解决，这一争
端解决的过程，促进并加速了知识产权的一体化进程。
国际技术转让是知识产权的实施行为，它推动了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发展，同时也受到各国知识产权制
度的直接影响。
应当承认的是，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借助TRIPS，发达国家
和其以研发为基础的产业获得了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更大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却已经意识到它们
所签订的协议是个陷阱。
　　一、国际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　　（一）知识产权——技术的产权化保护　　知识产
权与技术的共同之处在于同指人类的智慧成果，知识产权是技术产权化的法律表现形式。
相对于“知识产权”，“技术”的含义更为广泛与抽象，依据WIPO的定义，技术泛指制造某种产品
、应用某种工艺、提供某种服务技能的系统知识。
只有满足构成知识产权的法定条件，并经授权的技术，才能形成知识产权，从这一角度上讲，技术的
范围大于知识产权。
以知识产权形式对技术加以保护，使技术由自由传播向以私人主导传播转变，技术所有人依法拥有技
术的独占使用权，除特定情形外，国家不能干预技术以何种方式传播、转移。
这种技术控制权的转变，导致以下变化发生：　　1.跨国技术转移目标的变化。
在中外古代史上的技术自由传播时期，国家并不限制技术跨国转移，技术转移伴随个体转移流出国境
，没有固定的目标追求。
如西汉“蔡侯纸”发明后，东晋名僧摩罗难陀渡海到百济国（今朝鲜），介绍了造纸方法，玄奘取经
过程中，又将造纸术带到了印度。
近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以来，以权利所有人为主导的跨国技术转移则有着明确的目标，即利用对
技术的独占权，实现私人利益价值的最大化。
　　2.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国际性。
技术自由传播时期，技术转移对他国法律制度无特别要求与关注。
权利所有人控制下的跨国技术转移首次要求受让国法律提供类似的私有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
国际一体化由此加强。
　　3.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技术自由传播时期，技术的跨国转移往往出于商业、文化交流的需要，与经济的联系并不突出。
而在知识产权时代，进行技术交易获取经济价值成为权利人追求的目标，给予发明人经济激励成为国
家制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目标，经济分析成为法律研究的重要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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