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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12年，著名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论著《经济发展理论》中就断言：资本主义发展的根
本原因，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其中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
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
知识产权制度为知识、信息的创造、传播、使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知识产权制度也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基本制度。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业
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
要加强农业技术研发和集成，重点支持生物技术、良种培育、丰产栽培、农业节水、疫病防控、防灾
减灾等领域科技创新，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尽快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
优良品种。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
加大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力度。
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战略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
　　本书是在4位作者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目的在于为培养农业知识产权人才的高校或培训机构，提供本科教育或大专教育教材，也可以供农业
知识产权研究学者参考和使用。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1）编排体例新颖。
本书在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知识产权教材按不同知识产权类型分别论述的做法，按照知识产权创造
、使用和保护的脉络予以编排。
除绪论外，第一篇是农业领域知识产权类型，第二篇是农业领域知识产权的获得，第三篇是农业领域
知识产权的应用，第四篇是农业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
使读者更易了解和掌握农业知识和信息通过知识产权予以保护的手段和途径。
（2）内容全而新。
在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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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业领域的知识产权类型，知识产权的获得、应用与保护。
可作为农业院校非法律专业学生的知识产权教材，也可作为农业系统的知识产权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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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专利权客体概述　　专利权客体，又称专利权的对象，是指可以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从各国法律规定上看，专利权的客体是不尽相同的。
有的仅限于发明，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有的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如中国等国家
；有的包括发明、植物专利和外观设计，如美国等国家。
《巴黎公约》中，专利仅指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作为工业产权的客体予以保护，而不称之为专利。
TRIPs协议中，专利也仅指发明。
外观设计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单独予以保护，实用新型不在知识产权客体之列。
因此，国际上所称专利就是发明，二者几乎可以作为同义语。
　　关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保护方式，很多国家将三者分别通过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
观设计法给予保护，将三者通过专利法同时予以保护是我国专利法的特点之一。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的客体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二、专利权客体的具体内容　　（一）发明　　如何界定发明，从各国相关法律规定来看，有4
种立法例：一是定义法。
定义法就是在专利法中明确阐述发明的含义。
如《日本特许法》第2条规定：“发明是利用自然规律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技术构思。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起草的《发展中国家发明示范法》第112条规定：“发明是发明人的一
项构思，能够在实践中解决技术领域的某一特定问题。
”二是列举法。
列举法就是明确说明可以受专利法保护的事物。
如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可以获得专利的发明是指新颖而有用的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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