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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第4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阐明了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基本知
识和基本制度。
知识产权为私权。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物权法、债权法并列的财产法。
知识产权法学既是民法学科的重要分支，也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学。
《知识产权法（第4版）》旨在民法学科的理论、思维与知识框架之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
权的理论与知识体系。
《知识产权法（第4版）》主要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保护对象、主要构成、私权属性、与
民法的关系以及制度功能；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系统解读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原理和基本制度；对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国际公约和多边条约的原则和内容，作了适度的解读
。

　　《知识产权法》是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知识产权法（第4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为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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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主要兼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副会长
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理事等；《著作权法》起
草、修改小组成员，《商业秘密法》起草小组顾问，参与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
利法》的立法及修改工作；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主要著作《知识产权法》，论文《知识财产
权解析》、《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的启示》等。

　　郭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中国版权协会理事
。
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法原理》（合著）、《知识产权法案例教程》（主编）；主要论文有：《集
成电路法律保护初探》、《信息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与隐私权》（英文）。

　　沈致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惯例》（合著）、《知识产权法》（合著）；主要论文有：《日本
金融法研究》等。

　　李琛，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代表作有：《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
财产一体性”》（《中国社会科学》）、《“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著作权法为模型》（《
中国社会科学》）。

　　金海军，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私权论》；主要论文有：《我国专利、专利产业化的现状及其原因探讨》、
《16-18世纪英国知识产权的历史与功能：一种社会结构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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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知识产权法导论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导论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对象
　　第三节 知识产权的分类、性质以及与其他民事财产权利的区别
　　第四节 知识产权法与民法
　　第五节 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历史与现状
第二编 著作权法
　第二章 著作权法概述
　　第一节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
　　第二节 著作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节 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历史
　第三章 著作权的对象
　　第一节 作品的概念
　　第二节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第三节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第四章 著作权的内容、取得和期间
　　第一节 著作人身权
　　第二节 著作财产权
　　第三节 著作权的取得
　　第四节 著作权的期间
　第五章 著作权的主体
　　第一节 作者
　　第二节 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
　　第三节 合作作品的著作权
　　第四节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第五节 汇编作品的著作权
　　第六节 定作作品的著作权
　　第七节 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第八节 外国人作品在中国的著作权
　第六章 邻接权
　　第一节 邻接权的概念
　　第二节 表演者权
　　第三节 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
　　第四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
　　第五节 出版者的权利
　第七章 著作权的利用和转移
　　第一节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
　　第二节 著作权的转让
　　第三节 著作权的继承
　　第四节 著作权的其他利用
　　第五节 违反著作权合同的民事责任
　　第六节 著作权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和诉讼
　第八章 著作权的限制
　　第一节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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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著作权的法定许可使用
　　第三节 著作权的强制许可使用
　第九章 与著作权有关的行政管理和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第一节 与著作权有关的行政管理
　　第二节 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第十章 著作权的保护
　　第一节 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和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司法措施
　　第二节 侵犯著作权的行政责任
　　第三节 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
第三编 专利法
　第十一章 专利法概述
　　第一节 专利法的历史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专利制度
　　第三节 专利制度的特征
　　第四节 专利制度的有关假说
　第十二章 专利权的对象
　　第一节 发明
　　第二节 实用新型
　　第三节 外观设计
　第十三章 专利权产生的实质条件
　　第一节 消极条件
　　第二节 新颖性
　　第三节 创造性
　　第四节 实用性
　第十四章 专利权产生的形式要件
　　第一节 专利申请的原则
　　第二节 专利申请文件
　　第三节 专利申请的提出
　　第四节 专利申请的审批
　第十五章 专利权的内容
　　第一节 专利权的内容
　　第二节 专利权的效力
　　第三节 专利权人的义务
　　第四节 专利权的限制
　　第五节 专利实施许可
　第十六章 专利权的主体
　　第一节 发明人、申请人和专利权人
　　第二节 职务发明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节 专利权的归属
　第十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一节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第二节 专利纠纷的解决
　　第四编商标法
　第十八章 商标法概述
　　第一节 商标概述
　　第二节 商标与其他标记的联系与区别
　　第三节 商标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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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节 商标的起源与发展及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之沿革
　第十九章 商标权的对象
　　第一节 商标的分类
　　第二节 商标使用和注册的消极条件
　　第三节 注册商标的积极条件
　第二十章 商标权
　　第一节 商标权的概念
　　第二节 商标权的内容
　　第三节 商标权的特征
　　第四节 商标权的主体
　　第五节 商标权人的义务
　　第六节 商标权的取得方式
　　第七节 我国商标权取得的原则
　　第八节 未注册商标的法律地位
　第二十一章 商标注册
　　第一节 商标注册的申请
　　第二节 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
　　第三节 注册商标的续展和变更
　　第四节 注册商标的转让和转移
　　第五节 注册商标的使用许可
　　第六节 注册商标的终止
　第二十二章 注册商标无效
　　第一节 注册不当商标
　　第二节 注册商标争议
　　第三节 注册商标无效的追溯力问题
　第二十三章 商标评审与商标确权制度
　　第一节 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商标评审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商标复审裁决
　　第三节 商标确权与商标确权终审制度
　第二十四章 驰名商标及其保护
　　第一节 驰名商标的概念
　　第二节 驰名商标的认定
　　第三节 驰名商标的保护
　　⋯⋯
第五编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编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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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播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广播权，既包括向传播发生地的广播，也含不在传播发生地的广播。
前者实际上属于“公开表演”，后者是狭义的广播。
《伯尔尼公约》取狭义广播权的立场。
《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比较分散，无论权利内容和作品适用范围都有局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则有所发展，一方面，遵循《伯尔尼公约》的做法，广播权不包括表
演权；另一方面，又将《伯尔尼公约》中比较分散的规定加以弥补，使之能适用所有类型的作品，同
时，也使所有类型的作品都能分别享有各种形式的相应权利。
另外，考虑到国际上对“广播权”有习惯上的认识，认为广播权只限于无线传播。
有学者建议，将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改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中的“向公众传播权”概念，使其涵盖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但不包括公开表演。
八、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
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改后增加的一项新的著作权权能。
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给著作权制度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计算机互联网络系统技术的兴起，增加了作品的传输手段和创作手段。
其一，是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和网络传播。
所谓作品的数字化，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把固有的文学、科学、艺术作品转化成二进制数字编码，运
用数字信息的存储技术进行存储，并依需要再将不同的作品还原的技术。
固有作品形式的数字化，并不产生新的作品。
但这种存储和传输手段的出现，也对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传播、合理使用等行为的法律界限提出了问
题，应即需要作出新的界定。
其二，是在网络上创作的作品及其传播问题。
在网络上创作的作品，直接用数字来完成，这似乎是个新事物，但是，还应当看到，这些以数字手段
创作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没有脱离固有的传统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形式范围。
因此，归根结底，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导致新的作品形式产生，因而也没有产生
新的类型的社会关系，无须新的法律调整手段。
所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无非是传播手段的增加，就像在有线电传播的基础上新增加无线电传播，或
是在无线电视传播基础上新增加了有线电视传播一样，没有给著作权制度带来质的影响。
但是，网络技术的出现，也给原有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回答，在
实践中加以调整和明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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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教材第三版于2007年6月出版。
其后被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百门精品教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十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无论立法、司法、社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
呈现出新的面貌。
读者、教者以及出版者，都希望本书与时俱进，提供一部新版的《知识产权法》教材。
本次修订对教材的内容作了调整和修改，并尽量吸收相对成熟的新成果。
以此作为第四版，提供给读者。
本教材第四版由刘春田担任主编。
具体写作分工如下（以编写章节为序）：刘春田：第一编、第二编；郭禾：第三编；沈致和：第四编
；李琛：第五编；金海军：第六编。
全书由主编统稿。
我的学生何鹏博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书稿的前四编做了认真审读，指出不少疏漏，在此致谢。
限于学识，错误与欠缺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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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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