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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荏苒，从我第一次上讲台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
十年来我讲过的课程很多，但潜心研究的始终是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
十年的教学和研究让我有了相当的积累，把这些燕子衔泥般的积累表达出来是我的衷心所愿。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姜洁编辑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她的约稿使我能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尽早
地转化为文字，也算是对自己十年工作成果的总结。
　　相对于国际货物贸易，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起步晚了很多，因此调整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法律制度
远不及国际货物贸易法律制度完整有序，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学在国际经济法学中始终是一个较冷僻
的学科。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知识产权贸易在近十年间的发展更为迅猛，国际社会对知
识产权贸易的法律调整日益完善，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学也因此一跃成为新兴热门学科。
这些都是我最初进入这一领域教学和研究时始料未及的。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标的是无形的知识产权，其所有人或合法持有人无法通过有形占有来防止侵
权，并且由于知识产权天生的地域性限制，在法律调整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时，仅仅调整具体的贸易行
为（主要表现为对交易合同的调整）是不够的。
如果受让方所在国家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或者保护水平极低，那么权利人跨国出让知识产
权的结果可能是丧失该项权利。
因此，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完整的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由有机联系的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二是知识产权贸
易行为的法律调整。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依靠国家之间签订双边或多边的条约来实现。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各国占领国际市
场并获得巨额利润的重要手段。
因此，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
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同，各国对知识产权贸易行为的法律调整更多的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来完成
的，因此知识产权的跨境交易主要通过交易双方订立合同来进行。
实践中，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作跨境转让的较为少见，大多是转让知识产权的使用权，而知识产权使
用权的转让主要通过国际许可贸易和国际特许经营两种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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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作者的理解，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的调整范围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交易对象，即知
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其二是对交易行为的法律调整。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调整的这两方面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并且各有特点。
根据这样的理解，《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的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概括性地介绍国际
知识产权贸易法律体系，说明其法律体系的两部分，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和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律调
整之间的有机联系；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不同知识产权客体国际保护的具体情况，并对新兴知识产权客
体（如数据库、地理标志、网络域名等）的国际保护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第三
部分系统阐述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法律形式和法律调整。
　　为适应双语教学和案例教学的需要，书中对重要术语进行了英文注解，并引用了大量案例。
此外，章前设置“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提示本章重点、难点；章后设置“本章概要”、“重要术语
提示与中英文对照”、“思考题”、“扩展阅读文献提示”以及“扩展阅读资料”，总结、归纳和扩
充本章内容。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适合法学专业本科生以及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学使用，亦可供其他
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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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产权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无形性”，这一特点将其同一切有形财产以及人们
就有形财产享有的权利区分开。
一台电脑，作为有形财产，其所有人行使权利出售或出租它，标的均是该电脑本身，即该有形物本身
。
但一项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其权利人行使权利转让它时，标的可能是制造某种知识产品的“制
造权”（“复制权”），也可能是销售某种知识产品的“销售权”（“发行权”），却不是该知识产
品本身。
　　知识产权的“无形性”特点对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既产生积极影响，也带来消极影响。
　　积极的影响表现在因为其“无形”，所以知识产权可以同时为多方使用。
一幢房产的所有人不可能把房产同时出让给两个独立的买主，但一项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则完全可能“
货许多家”。
这种积极影响进一步表现为知识产权贸易独特的作价方式。
在有形财产出让时，其价格总是从制造成本开始起算，但是知识产权因为可以同时出让多方，所以权
利人从不以该知识产权的“制造成本”为基点计算价格，而是以受让人因使用该知识产权可能产生的
经济效益为基点，从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这也就是知识产权贸易经常采用“提成”方式作价的原因
。
　　消极的影响则表现在因为“无形”，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等有着比有形财产在相
同情况下复杂得多的问题。
一块宝石的所有人可以通过对该宝石的有效占有而防止其权利被侵犯，一旦这块宝石被窃，因标的物
的消失，权利人很快能发现权利被侵犯，继而可以通过各种积极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其权利人不可能通过任何方式的有形占有来防止权利被侵犯，作者创作完
成一本书，只要付梓出版，盗版就可能如影随形地出现。
而当盗版出现时，只要没有出现市场冲突，权利人自己很难发现其权利被侵犯，而即便发现盗版，依
靠权利人自己也很难去认定并打击侵权。
　　这种消极影响延伸到国际知识产权贸易领域则表现为因无形而易跨境传播，其和知识产权固有的
地域性特点冲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必须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为前提。
没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础，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将不会产生权利人期待的利润，而是这种权利因跨
境贸易而逐步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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