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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革命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产业的崛起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
知识经济的出现与知识产权制度关系密切。
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了知识产业的创新；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了知识产业的财富；知识产权制度规范了经
济竞争的秩序；知识产权制度催生了知识经济社会。
为了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国家教育部于2001年批准建立了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专注于培养软件产
业发展所急需的各类人才。
示范性软件学院以培养工程型和复合型软件专业人才为目标，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和国际教育合作
途径，探索国内软件产业人才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新思路。
两年以来，示范性软件学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软件高级人才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国高等院校软件人才教育体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京工业大学软件学院2002年开始开设知识产权课程，在培养具有新型知识结构的软件人才方面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并根据教学的需要组织编写了本教程。
本教程的编撰由软件学院李健教授首先提出创意，前期讨论工作由李健教授和知识产权办公室张慧主
任组织，由软件学院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寿步教授主持编撰。
本教程具有如下特色：首先，本书内容覆盖了知识产权传统教材的全部领域，包括著作权（版权）、
专利、商业标识、商业秘密等。
因此，本书可称为《知识产权教程》。
其次，本书特别涉及了与信息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新领域，包括软件著作权、网络著作权、
软件专利、网络专利、网络商业标识权益、软件商业秘密、网络商业秘密、数据库法律保护、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法律保护等内容，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在知识产权教材中全面介绍这些最新领域的进展
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本书定名为《信息时代知识产权教程》，特别适合于软件学院和理工科各专业作为教学用书，
也可供信息技术行业从业人员（包括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软件工程管理人员、软件企业主管人员）作
为培训用书或参考用书。
再次，本书编撰中注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
知识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管理实务两方面。
本书不仅介绍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而且用较多篇幅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实务，包括软件著作权登记
、专利管理、专利代理、专利申请实务、商标管理、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软件合同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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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时代知识产权教程》既包括知识产权教材的传统内容，如著作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
等：也包括与信息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学新领域，如软件和网络相关的著作权、专利、商
业秘密，网络商业标识权益，数据库法律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律保护等：还涉及知识产权管理
实务，如软件著作权登记、专利管理、专利代理、专利申请实务、商标管理、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
权管理、软件合同等。
《信息时代知识产权教程》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管理实务在信息时代的新进展。
《信息时代知识产权教程》既保持了教材体系的完整性，又使各篇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既可供软件学院学生、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作为教学用书，也可供信息技术行业人员作为培训用书或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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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节 美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第三节 欧盟对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第四节 日本对计算机软
件的专利保护第五节 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第六节 含有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撰写方
法第二十九章 电子商务和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第一节 电子商务和商业方法专利概论第二节 美国对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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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商业方法软件的可专利性分析第四篇 信息时代的商业标识第三十章 商业标识及商标法概述第
一节 商业标识的种类和功能第二节 商标的特征和种类第三节 我国商标法律制度沿革第三十一章 商标
权的主体和客体第一节 商标权的主体第二节 注册商标的构成要素和可视第三节 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
新颖性第四节 注册商标的非冲突性第五节 商标的禁用标志，第三十二章 商标权的取得和终止第一节 
商标注册的原则第二节 商标注册的申请第三节 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第四节 注册商标的期限和续展
第五节 注册商标无效第六节 违反商标使用管理的撤销，第七节 注册商标的注销第三十三章 商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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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的内容和范围第二节 商标权的限制第三节 商标侵权行为的种类第四节 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第
五节 商标侵权的法律责任和诉讼临时措施第三十五章 驰名商标的保护第一节 驰名商标保护概述第二
节 驰名商标的认定第三节 驰名商标的保护第三十六章 其他商业标识权益第一节 商号权第二节 知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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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概述第二节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第三节 合同的履行第四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第五节 合同的权利义务
第六节 违约责任第五十八章 软件合同概述第一节 软件合同的一般规定第二节 软件开发合同第三节 软
件转让合同第四节 软件咨询合同与软件服务合同五十九章 常用软件合同范例第一节 软件包经销合同
第二节 软件使用许可合同第三节 软件开发合同第四节 软件支持合同第五节 软件公司的雇佣合同主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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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专有性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是指在法定范围内权利主体享有独占的而不与其他人分享的权
利。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知识产权具有绝对性。
知识产权为权利人所独占，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利并受到严格保护，没有法律规定或未经权利人许
可，任何人不得侵犯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财产所有权也具有绝对性的特点，强调知识产权的绝对性在于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
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仿制、假冒或剽窃等不易被知识产权权利人发觉的行为，而侵害有形
物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一般表现为入他人室、取他人物等明显的违法侵占或毁损行为。
第二，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
对同一个知识产权客体，不允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一属性的知识产权并存。
例如，两人分别完成完全相同的发明，在分别申请专利的情况下，只能由其中一人（先申请者）获专
利权：另一独立完成相同的发明的人不但不能获得专利权，而且，获专利权之人还有权排斥他将其自
己独立完成的发明许可或转让给第三人，他只能在原有的范围内使用发明（在先使用权）。
当然，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又是相对的，即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享有独占权的同时，又规定许多权利的限
制，如：强制许可、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等。
因此，可以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有限制的专有权利，这是平衡权利主体利益、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
结果。
二、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指知识产权只能依一国的法律产生，又只能在其依法产生的地域内
有效。
知识产权法属于国内法，基于国家主权原则，按照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并保护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
有效，不会产生域外效力。
除非共同参加国际公约或订有双边协议，一国没有承认和保护他国知识产权的义务，任何人都可以自
由地在自己国家使用非本国的知识产品，而无须取得他国知识产权人的许可，更无须支付报酬了。
例如，一中国公民在中国购买的一块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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