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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列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战略
的第一条战略措施。
这无疑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面临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遵循“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
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力解决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实现在2020年把我
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就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获取、保护和应用。
创新型的科研工作应该及时申请专利、发表论文或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才能受到专利法、著作权法
等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从而保护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当前我国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参加了主要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的
有关知识产权协定。
我们必须遵循国内、国际上已经形成的法律框架来开展我们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工作，才能适应日益
明显的全球一体化趋势。
　　生物技术在21世纪必将取得重大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必将产生诸多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在生物技术领域必然成为极其重要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政府主管部门、科研单位、企业的管理者及广大科技人员都要学习、掌握知识产权的获取、保护和应
用的知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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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知识产
权部分的研究成果。
    本书针对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产权获取、保护和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总结和阐述，主要探讨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重点分析了各种生物技术产品
的可专利性以及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的技巧与方法等。
本书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法以及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适用问题，
另外还介绍了当前国际上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动向和热点问题，并对当前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
护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书可供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管理工作者以及生物技术企
业的技术、经营与管理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供高校生物技术专业、知识产权专业师生及法律工作者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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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知识产权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知识产权又称知识财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是智力成果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利，属于私权
范畴。
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初的英国，经过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高新技术革
命得以逐步完善，迄今已是现代社会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有知识产权体系下，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权等多种权利。
其中，传统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三大部分，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补充进来的，它们共同组成现代知识产权体系。
　　知识产权有几个重要特征，分别是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和客体的无形性与可复制
性。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是指，权利人对其知识产权的占有是排他的，未经其同意，他人不得为商业性目的
使用，否则就可能构成侵权。
这和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的专有性相同。
　　知识产权的时间性是指知识产权一般仅持续有限的时间，如发明专利权的保护期一般为20年，著
作权的保护期一般为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后50年。
一旦超过保护期，知识产权就会灭失，它所保护的智力成果就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如爱迪生的电灯发明和马克·吐温创作的小说等。
在知识产权的时间性方面有两个例外，分别是商标权和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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