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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8年本书第一版完稿后，我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与飞利浦（
中国）投资公司等资助的有关全球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技术转移的法
律问题等课题，围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进一步拓展各个领域的研究，并在指导我的博士生和硕
士生撰写相关毕业论文中，共同探讨了诸多新问题，从中也激发我修改、再版本书的念头。
2006年10月，我再次作为美国富布莱特基金的研究学者，应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约翰·杰克逊教授邀
请，来到他目前任教的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这使得我有机会对本书进行修订，沿着十年前的学术道路，继续走下去。
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
本书第二版力求跟上这一发展步伐，对各章节所涉及的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有关地区或国家的对
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立法与实施，学术界的研究以及大量统计数据，均作了较全面的更新。
有些网站已更改，新的网上信息层出不穷，本书注释除说明访问日期，均为第二版修订期间查阅。
附录《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改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中文本，TRIPS协议及后续法律文本则
仍由我自己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英文本翻译，供读者参考。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备受学术界前辈同仁的鼓励，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2000
年）、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二等奖（2000年）和上海市法学会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2003年）。
这也激励着我在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的领域里不断努力。
本书第二版保持了第一版的学术风格与基本理论框架，同时做了必要的补充，包括新增第五章“全球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与第十章第三节有关TRIPS协议争端解决的案件分析。
虽然我在修订时尽力使之完善，但是，拙著难免有误，期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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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备受学术界前辈同仁的鼓励，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2000
年)、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二等奖(2000年)和上海市法学会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2003年)。
这也激励着我在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的领域里不断努力。
本书第二版保持了第一版的学术风格与基本理论框架，同时做了必要的补充，包括新增第五章“全球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与第十章第三节有关TRIPS协议争端解决的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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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乃根，男，1955年生，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
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20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国际关系专业同等学力）。
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1年起为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校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现任法学院国
际法研究中心主任，校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
际法学会常务理事和教育部（前国家教委）第一届至第三届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社会职务，自1989年以来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法
学院进行专题研究，并应邀访问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香港等地多所大学法学院讲学交流，或出席有
关国际学术会议。
近二十年，已发表学术著作十多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研究成果有专著《
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1999年第1版、2007年第2版）和《TRIPS协定：理论与实践》（2005年）、
合著《全球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法》（2004年）、主编《知识创新与技术转移》（2005年）和《技术
转移的法律理论与实务》（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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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发展中的国际经济法及其研究第一章 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第二章 国际贸易与工业产权保护第三
章 国际贸易与版权及相邻保护第四章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五章 全球电子商务中的
知识产权第六章 国际贸易中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第七章 美国对外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第八章 中
国对外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九章 国际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保护第十章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的争端解决附录常用缩略语英汉对照主要参考文献目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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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一般有保护期限的财产权。
它具有财产权的排他性，或者说，独占性。
比如，专利一直被视为特殊的垄断权；商标是一种专用权；版权归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所有。
尽管相对有形的，无保护期限的货物财产权，知识产权是较后产生的特殊财产权，但是，它仍在民事
法律范畴之内。
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如其他民事法律制度，各不相同。
原因之一是各国主权的地域限制，或者说，国内法效力的空间限制。
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不仅源于各国主权的地域限制，而且在于有些知识产权的取得必须通过国家
授权（如专利权），或经过国家注册（如商标专用权），有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国家登记（如有些作
品的版权登记，或有些国家的版权登记制度）为条件。
于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权地域限制，显得尤为突出。
在一国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非经另一国的法定程序，就失去保护，或者在一国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
主题，到另一国就根本不在保护范围之内。
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增长，客观上要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限制因各国主权的存在而不可能消失。
解决两者之问矛盾的主要办法是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
3.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有各种形式。
其一，通过各国政府之间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多边协商，达成某些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性国际标准，
或取得某些知识产权的程序性国际制度，然后由各国国内法采纳，从而在国际上形成相对统一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其二，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协商，达成双方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这两种国际协调的形式及其现行制度，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19世纪，以英法两国为主的西方工业国家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签订，开创了国际多边协调保护知识产权之先河。
在20世纪下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国际贸易中
的技术含量成倍增长，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朝全面化、多样化、纵深化方向推进。
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立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后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堪称这种国际协调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
与世界性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调运动齐头并进的是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性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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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既可用作高等法律院校开设国际经济法有关课程的教材，亦是广大涉外经
济法律工作者、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业务所不可缺少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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