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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目前，国内外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围绕“WTO框架下的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这一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试图回答当前
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该“去”还是“留”
，也就是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发展前景问题。
这一问题虽然在学界历来存在争论，但是，很少有人从WTO和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视角进行
较为详细的研究。
第二，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该如何“去与留”，也就是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发展模
式问题。
比较而言，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少。
此外，在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在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
其他一些理论或者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和完善建议。
    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基本态度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总的说来，TRIPs协议对各成员采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持积极肯定的“扬弃”态度：一方
面，它对这一制度的态度是鲜明的，肯定的；另一方面，TRIPs协议也对各成员采用知识产权行政保
护制度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
第二，TRIPs协议采用的是各成员自主选择适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TRIPs协议并没有强制要求各成员必须采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是否运用该制度，以
及如何运用该制度，完全由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灵活的选择。
第三，各成员不可以选择适用知识产权海关行政保护。
第四，TRIPs协议尤其肯定了行政保护制度在某些知识产权领域或者知识产权保护的某些环节上具有
独特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对于已有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传统的成员，如果放弃这一制度，必须受到TRIPs协议“不降低已
有保护水平”原则的限制。
    研究相关国家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带给我们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虽然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并非中国独有。
第二，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去与留”以及“如何去与留”，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
来决定。
第三，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当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本土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利为核心目
标。
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借鉴美国非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经验。
第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应当以提供优质行政服务作为基本理念和核心。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特色制度。
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如果影响或者导致这
一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六大重要因素）还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不
能人为地取消这一制度。
第二，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和运用管理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不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裁决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职能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司法保护所完全替代，而且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和行政查处
的职能，司法保护也难以取代或者不能取代。
更进一步说，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关系上，行政机关除了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监
督外，二者保护知识产权的功能还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特点，它们可以按照以下分工来形成优势互补
的关系：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被动保护的方式比较直接地保护知识产权；而行政保护则主要以主动保护
的方式通过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秩序和周围环境来间接地保护知识产权。
第三，通过对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创新机制和其在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个案中独特作用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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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保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特色制度。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遵循以下基本路径与发展模式：由以行政处理为重心到以行政查处
为重心，再到以行政服务为重心。
主要理由是：第一，以行政处理知识产权纠纷为重心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
度之后一段时期内的客观法律事实。
第二，本世纪初修改的几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已将行政保护制度的重心由原来的“行政处理知识产权
纠纷”转移到了现在的“行政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
第三，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朝着“以提供优质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和重心”这一方向进一
步发展，这既是我们分析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后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
基本要求。
另外，近些年来，知识产权跨区域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迅速发展的事实与行政保护在展会知识产权领域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应当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去与留”绝不能仅
仅依从于学界的某种观点，而应当在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来作出取舍。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还不是探讨我国这一制度“去与留”的关键时刻，如何进一步调整、
优化和完善这一制度才是我们当前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
第二，我们不能笼统地谈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去与留”。
因为在这一外延广泛的制度中，有些内容是可以“去”的，而大部分内容是不能“去”的。
第三，我们应当适时地调整和优化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特色制度。
我们认为：（1）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特色内容不可能会在短期内彻底消失。
（2）对于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我们应该不断弱化，直到完全取消，并被司法保护
方式所取代；在司法保护还确有困难，不能完全担当此任务之时，行政裁决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
是应当将其定位于作为司法保护的补充方式。
（3）对于行政调解，则没有必要取消，应当让其充分发挥节省司法资源、有效补充司法保护的作用
。
（4）对于行政查处制度，由于其职能不能被司法保护所取代，从而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其是否需
要进一步强化或者弱化，应当在综合权衡各种影响因素（特别是侵权和违法状况因素）后做出选择。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商标和著作权行政查处制度可以基本维持现状，但是，对于专利行政查处制度来
说，根据当前专利侵权和违法状况还较严重而查处手段又比较有限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适当加强，
以达到与商标、著作权行政查处力度基本平衡的水平。
第四，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可以遵循以下基本路径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以
行政处理知识产权纠纷为重心到现在的以行政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为重心，再到将来的以提供优质
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和重心；并且，在整个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尤其要强调积极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和本土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利这一核心目标。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个：第一，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二，在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特别是从WTO和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视角，详细论
证了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这一历来受到争议的中国特色制度的必要性；详细论证并提出了中国实施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基本路径和发展模式。
第三，在各章节中，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中存在的其他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
研究，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特别是“世博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研究”，和“知识产权
跨区域行政执法协作机制研究”等，尤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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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基础理论。
本章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起统辖全书的作用。
主要研究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含义、特征、分类、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关系以及行政保护在知识
产权保护中的地位等内容。
第三章，WTO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规定与基本态度。
本章主要从WTO框架下TRIPs协议的形成过程来探讨其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规定产生的理论基础、历史
背景，并在对TRIPs协议中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相关的条款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WTO对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基本态度。
对WTO关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内容进行研究，主要基于这么几个理由：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
正在和必将对各成员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已经是WTO的成员；避免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中国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问题，以至于产生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相衔接的现象。
第四章，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虽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并非中国独有，一些国家也以自己
的模式或者特色规定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
因此，比较研究相关国家关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特色性规定，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行
政保护制度带来裨益。
本章主要选取了英国、美国、墨西哥、匈牙利等国家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进行研究，并在对这些
国家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的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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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而形成的。
对于我来说，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和顺利通过答辩是一个极富挑战和十分艰苦的过程。
记得答辩前，当我为本论文划上最后一个符号时，我歇斯底里地呐喊着，似乎无意识地在用一种完全
本能的方式使沉寂心底长达几年之久的持续压力在一瞬间得到彻底释放。
翻开读博期间的日记，也有这样的记载：“自博士学习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任务，必须抓紧这三年
的宝贵时间认真学习，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博士，所以，我每天都抓得很紧，基本上是除了锻练之
外整天学习、调研。
”现在，博士论文已顺利通过答辩，并即将付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如日记所言达到了“一个名副
其实的博士”之目标，这只有答辩委员会和所有读者才能更客观地作出判断，但是，对于日记中所言
的后半句，我可以实事求是地毫无愧疚地对自己说：“我完全做到了！
”回首博士论文选题、构思、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写作、修改直到最后定稿的整个过程，多少个日
日夜夜！
再看到摆在眼前长达几十万字的论文稿件，仍然心有余悸，难免生出几分后怕之感！
才疏学浅的我能够在短短的3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应归功于很多给予我无私帮助的人们。
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恩师单晓光教授。
三年来，单老师宽容厚爱的人格风范和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熏陶着我，恩师指导我的点点滴滴
又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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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论述了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基础理论、特色内容、现状与
趋势以及创新机制，还对外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和WTO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规定与基本态度作
了介绍，并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例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进行个案研究。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观点独到，论述精辟，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可供知识产权与管理领域学习者，研究者以及实务工作者参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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