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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各个重要问题的有关内容分别编辑成册，系集专题述评、代表性论文选、研究论著索引为一体
的大型学术工具书。
它既是全面展示新中国刑法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刑法研究者、学习者从事型法学研究和学习的
捷径，还将为刑事法实务工作者集中提供权威或有价值的指导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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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科，河南平舆人，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讲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学术秘书。
先后参加国家级、省部级项目5项，合著、参编，翻译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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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研究述评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概况    （一）主要研究阶段    （二）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主要疑难、争议问题    （一）关于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问题    （二）关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否应当
适用同一数额问题    （三）关于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起点数额与数量问题    （四）关于“违法所
得数额”的认定和计算问题    （五）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中的主要疑难、争议问题    （六）假冒专利
罪中的主要疑难、争议问题    （七）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主要疑难、争议问题    （八）侵犯商业秘密
犯罪中的主要疑难、争议问题　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之展望    （一）拓宽研究视野    （二）改
革研究方法    （三）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四）加强对新型犯罪的研究下编  代表性论文糖选　科技进
步之刑法保护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责任基础构造比较　知识产权犯罪：利益背景与刑事控制
　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完善　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论TRIPs视野下的刑
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与限度性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与证明论纲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若
干问题研究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认定的几个问题　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问题研究　假冒注册商标
罪若干问题探究　海峡两岸商标犯罪比较研究　内地侵犯驰名商标违法犯罪现状、特点及原因　侵犯
专利权犯罪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兼及我国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在宽严和轻重之间寻求平衡——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方向　法国信息网络刑事保护
对我国有关立法的启示　侵犯著作权罪疑难问题探究　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界定　销售
侵权复制品罪疏议　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义与构成要件　侵犯商业秘密罪疑难问题研究　侵犯商业
秘密罪的法条竞合问题探讨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弥补——以商业秘密的概念与侵犯商业
秘密的行为类型为视角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侵犯商业秘密罪附录 论著索引　一、著作　二、论文　三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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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研究述评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概况　　自1979年刑法首先规定假冒商标罪以来
，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不断向前推进，目前已基本形成了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框架
。
与迅猛发展的刑事立法相适应，我国关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学术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
据统计，自1979年以来，我国共发表有关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各类论文约705篇，专著46部，举办专题
学术会议20余次。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上述著述和学术会议既有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基本理论的深刻阐述，也有对知识产权刑法条文如何具
体适用的精辟分析；既有对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本土资源的精心挖掘，也有对国际及外国知识产
权刑法保护的成熟经验的积极借鉴；既有对现行刑法之规定进行全面阐释，以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
导的，也有对现行刑法之不足进行深刻剖析，以对立法完善建言献策的。
可以说，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学术研究既为刑法立法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为刑事司法提
供了正确的指导，从而为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进而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学术研究空前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学术研
究严重脱离司法实践，大多数论文低水平重复、学术含量不高等相当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
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着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效果。
因此，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对于进一步
繁荣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学术研究，加强知识产权的弄法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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