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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满足我国知识管理教学需要而编写的一本教材。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系统性和完整性。
从知识资本管理、战略管理、知识管理流程、知识管理技术、知识管理的组织行为、知识管理的实施
和评价七个视角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并介绍了知识管理在客户关系管理、电
子政务和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管理教学内容体系。
每章提供了适量的思考题和案例，可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内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作为企业、政府机构管理人
员以及信息和知识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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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开际 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与商业智能，具有多年企业管理和教学经验
，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教材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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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产权资本是由知识产权资产转化而来的，是组织智力结构资本之一。
所谓知识产权资本，是指组织集体拥有某些独特的“显性知识”后形成的一种权力资本。
　　1.知识产权的类型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知识资产，包括
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等，是在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从事创造性智力活动的精神财富。
知识产权的内容是组织从知识员工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的知识资产，是各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员
工大脑中相互转化的结果。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规定，“知识产权”包括下列各项有关权利：　　（1）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2）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　　（3）人类一切活动
领域的发明；　　（4）科学发现；　　（5）工业品外观设计；　　（6）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业名
称和标志；　　（7）制止不正当竞争；　　（8）在工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创造活动
而产生的一切其他权利。
　　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部分第一条所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中
，还包括“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这主要是指工商业经营者所拥有的经营秘密和技术秘密等商业
秘密。
此外，该协议还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列为知识产权的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不断涌现新型的智力成果，如计
算机软件，生物工程技术，遗传基因技术，植物新品种等，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知识产权的保
护对象。
　　各种知识在员工的大脑中产生后，如果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属性，不进入商品交换领域，就无所谓
法律所授予的“产权”问题。
赋予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其知识实际上是一种商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如融入实体商品、制成
知识商品或转变成资本）投入市场进行交换活动来获得收益。
知识产权就是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知识所有者的这种权益。
　　2.知识产权制度　　（1）专利制度　　专利（patent）是指发明创造者受法律保护的专有经济利
益，可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
保护专利的制度就是专利制度，它一方面用法律手段保护发明人应得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鼓励人
们去发明创造，通过专利制度的保护而获得经济利益。
　　当组织出现了创新的技术知识，就要正式向专利局／商标局提交申请。
异议期过后被批准通过的专利，必须在产品上用“专利×××号”来表示，声明该产品受专利保护。
专利申请批准前，则应附有“待批准专利”的字样。
专利保护期一般为10～20年，在有效期内，任何人或组织使用该项专利都必须经过专利所有人同意，
并支付报酬。
有效期过后，保护不得延续，专利公开化，使用不受限制。
　　（2）版权制度　　版权（copyright）也称为著作权，是指法律保护的某项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
、使用权等，包括文化艺术版权和工业版权。
它是以某种固定形态出现的，如小说、论文、各种书籍作品、图像、照片、音乐作品、影视作品、计
算机软件程序、光盘等。
版权制度就是保护这种知识产权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使用的方法，世界各国都有相关的版权法。
　　作者要保护自己的权益，防止侵权，就必须向版权局提交正式的申请。
作品在以固定形式完成的当年，以“版权”字或符号来做出公告，并署上著作权所有者的名字。
如果作品是某种音像制品如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一般应该在作品完成后的当年，用符号来公告
作品的版权，并署上著作权所有者的姓名。
　　（3）商标制度　　商标（trademark）是指生产者或经营者在自己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上打上标记
，用以区别其他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商品，它代表着商品的质量和商家的信誉。
商标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商标所有者的经济利益而制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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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按是否在有关部门注册过分为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
申请注册商标须经有关部门审批，凡符合国家《商标法》的品牌名称、公司名称、营销口号或服务标
识等，就可获得商标权。
未申请注册的商标不能获得商标权，不受法律保护。
企业正式向专利局和商标局提出申请，在合理的公布期内，任何人对此表示异议均可提出申诉，如果
此阶段中没有人表示异议或者这些持异议者本身不具优先权，则这项权利就得到了法律认可。
企业可以用符号（registered的首写字母R）或者“注册商标”的字样，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标注。
注册商标的被保护的年限为10年，到期可以续展，续展注册期限也为10年，续展次数不限。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