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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7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设立“侵犯知识产权罪”以来，学界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研究投人
了很大精力，十年问出版知识产权犯罪和刑事保护方面的著作达2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于2004年12月和2007年4月先后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二），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知
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提出“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这些都表明，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已成为司法界的共识。
2007年4月美国启动的“WTO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WT／DS362），使TRIPS协定下刑事保护问题首
次进入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视野。
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将更受重视。
可以预见，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研究正渐成热点。
本书作者也一直在关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问题，并力图从多维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例如，全球化挑战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发展起着直接推动作用；TRIPS协定下中美知识产权争
端案对我国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何准确履行协定义务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现实和长期的问题；如果
摆脱刑法规范视角的局限，那么，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视角可以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打开
一方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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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是我们在关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过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它也是武汉市2007
年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知识产权战略和保护体系研究”最终成果之一。
    全书由六章内容组成：第一章“全球化挑战下我国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状与法律回应”；第二章
“TRIPS协定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研究TRIPS协定刑事条款的解释问题和展开TRIPS协
定对我国商标权和著作权刑事保护制度的检验；第三章“刑法规范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
，主要分析了我国专利权和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问题及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第四章“犯罪控
制视野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从道德控制、犯罪被害人、刑事和解等方面予以展开；第五章
“刑事政策视野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分析了刑事立法与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对策，
还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对专利侵权罪增设论进行否定、数字技术条件下技术措施刑法规制、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在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中的贯彻等；第六章“欧盟法视角下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对欧盟《
知识产权刑事措施指令(草案)》进行评析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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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四、调整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政策的建议  第二节  国家经
济安全与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政策调整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经济安全的作用和影响    二、国家经
济安全视角下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政策的调整    三、具体例证：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我国“专利侵权罪
”增设论之否定  第三节  数字技术与我国技术措施刑法规制对策    一、数字技术与我国技术措施刑法
规制问题的出现    二、境外技术措施之刑法规制特点    三、我国技术措施刑法规制之必要性    四、我
国规避实施行为的刑法规制    五、我国规避准备行为的刑法规制  第四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知识产
权刑事司法中的贯彻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中的贯彻：区别对待    二、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量刑中的贯彻：以宽济严第六章  欧盟法视角下知识产权的刑事
保护  第一节  欧盟《知识产权刑事措施指令（草案）》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    一、制定过程    二、
主要内容  第二节  欧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评析    一、立法意义    二、知识产权罪行范围问题    三、
刑罚问题    四、刑事程序问题  第三节  欧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要积极应
对国际上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趋势    二、我国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应充分行使条约赋予的权利  
 三、我国不应增设“专利侵权罪”  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相关国际公约、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节选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节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节选）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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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  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
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节选）附录二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新探索——“全球
化时代的知识产权犯罪及其防治”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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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我国结合型立法模式之选择从我国对专利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看，首开专利刑事保护先
河的是1984年3月12日通过的专利法，以附属刑法的形式明确了假冒专利刑事责任。
该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即1979年刑法）第127条的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此规定填补了刑法调整专利犯罪方面的空白，是对我国刑法的重大补充。
正式确立假冒专利罪这一罪名是在1985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的
通知》，该通知第2部分“有关专利的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第l条第1款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
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以假冒他人专利罪处罚”。
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了有效打击侵犯他人专利权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立法机
关在专利法第63条的基础上，在刑法第216条中正式设立了假冒专利罪：“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并在第220条对单位假冒专利罪的刑事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方面弥补了1979年刑法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为司法实践中打击这种犯罪提供了明确的刑法依据和有力的法律武器。
可见，我国刑法采取了独特的结合模式，即在刑法对专利犯罪作出原则规定的同时，辅之以专利法等
附属刑法对专利犯罪构成特征的填充和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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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维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研究》是在关注和探索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过程中所形成的心
得研究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突出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如根据TRIPS协定刑事义务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
进行符合性检验，从欧盟《知识产权刑事措施指令(草案)》获得启示等；除刑法规范研究外，还从犯
罪学、刑事政策学等视角展开讨论。
从多维是校对当代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问题进行全方位分析，有利于丰富本质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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