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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已有20余年的发展历史，制度建设和相关法律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由
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实践起步晚、发展快，缺乏形成知识产权法及法律实践的时间积累和思想沉淀，
这些严重影响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绩效。
如何提高知识产权法治绩效，如何实践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纲要，拓展知识产权法制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是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科研工作不容规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许多学者、研究生以此为题开展专项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但能够反映国内、国际
知识产权法研究成果的教材还比较少，特别是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分支，
反映该类课题研究的教材还比较匮乏。
本书以权利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内涵、构建。
探究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成功经验，必将为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高中国知
识产权（特别是互联网版权）法律保护水平、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
　　本书的亮点归结为“内容全面”、“标题新颖”、“案例详实”。
与同一类型的教材相比。
本书侧重把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课程设计教学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整体能力的培养。
本书从内容上来讲，突出了“用”；从难度上讲，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和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实际
需求：从习题和教辅资源上来说，强调“考教分离”与“以练代讲”。
具体来说，本书从知识产权研究的专业角度，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提出规范的研究模式，
在总结目前国内、国际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一些新颖的研究观点；以知识产权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大部分为成书框架，详略得当，成
文思路清晰，较其他同类书籍更具有法律实务指导性和可读性：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课程教材为编写
目的，提供有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复习思考题，具有实用性和新颖性。
需要具体案例分析的读者，可直接与编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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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知识产权研究的专业角度，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提出规范的研究模式，在总结目前
国内、国际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颖的研究观点。
全书以知识产权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大部分为框架，详细介绍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内容。
    全书内容详略得当，成文思路清晰，较其他同类书籍更具有法律实务指导性和可读性。
本书提供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复习思考题，具有实用性和新颖性。
需要具体案例分析的读者，可以直接与作者联系。
    本书适合作为法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教育学类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知
识产权管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网络媒体工作者等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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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传统民法中，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物必有体有形”。
这种以有体物为中心构建的财产权法律体系的制度惯性保持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作品、商标、专利技术、未公开的信息等知识产品的产生，主要发生在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
中，它们均不具有传统物权法上的“形”与“体”的特征，且具有稀缺性，其虽然无形，但可以进入
交易领域，并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确实能够带来有形财产的增加。
例如.对专利与商标的使用，可以为商品带来高额的附加值，使该商品的所有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
相对有利的地位。
这种附加值的来源就是知识产品的财产性。
知识产品是来源于人类智力创造活动的、数量较为有限且能够带来精神与物质双重价值的智力创造成
果，符合财产的判断标准与要求。
与知识产品有关的财产关系，当然应归属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与范围之列。
　　2.知识财产的非物质性　　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物相比，知识产品在存在、利用与处分形态方而
表现出其独有的特征。
　　（1）不发生有形控制的占有。
知识产品不具有物质形态，人们对它的占有只是一种对某种知识、经验的认识与感受，作为其表现形
式的物化载体，可以为他人具体占据，但对于作为智力活动产物的知识产品来说，他人不可能进行这
种实在而具体的占据与控制。
　　（2）不发生有形损耗的使用。
知识产品要获得民事法律保护，就必须向社会公示、公布，这是知识产权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人们从中得到有关知识即可使用。
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知识产品可以被若干主体共同使用，并且不会像有形物那样发生损耗。
如果无权使用人擅自利用了他人的知识产品，也无法适用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形式。
　　（3）不发生消灭知识产品的事实处分与有形交付的法律处分。
即知识产品不可能因实物形态的消费而导致其本身消灭的情形，其存在仅会因法定保护期的届满而产
生专有财产与社会公共财富的区别。
同时，有形交付与法律处分并无联系。
可见，知识产品是一种不同于有体物的无形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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