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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作者徐家力)基本上涵盖了律师知识产权实务的各个方面，分为知识产权律师
实务概述、著作权律师实务、商标律师实务、专利律师实务、反不正当竞争律师实务、反垄断法知识
产权律师实务、网络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以及涉外与美国、欧盟、日本知识产权律师事务等八编。
全书既有理论阐述，也有丰富的案例分析。

《知识产权律师实务》适合律师、法律专业师生以及知识产权实务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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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家力，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任、一级律师，我国第一位知识产权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
1983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1992年参与创办隆安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
2000年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
2000年至2001年，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200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
2004年被评为“知识产权风云人物”。

徐家力律师主要学术兼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题评审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知识产权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
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理工大学
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杜肯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财大、上海交大等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全美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名誉会
员，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及高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商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政法大学证券期货法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徐家力律师主要社会兼职：全国知识产权紧缺人才培养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副
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中国网球协会开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
校友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学友会副会长，东北育才学校北京校友会秘书长，北京市人
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北京市检察院咨询监督员，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欧美
同学会会员，北大光华EMBA营销俱乐部顾问，金鹏期货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
权鉴定中心专家，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局法律顾问，辽宁省经贸法律咨询顾问，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
问，深圳市WTO中心法律专家，北京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协实习律师培训团成员，北京
朝阳律协顾问，深圳市普法高级讲师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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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著作权的特点　　著作权，也称版权，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民事主体基于文
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民事权利。
著作权保护的是基于作品的智力创作成果，不仅与一般的有形财产权存在一定区别，而且与其他类型
的知识产权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著作权的产生依赖于作品的产生，作者
不创作作品就不可能产生著作权，作品就是著作权的保护客体。
而一般有形财产权的产生则不依赖于作品，至多可能与作品的载体发生某种联系。
其他知识产权的产生一般基于有关主管机关的登记或批准，不同于著作权基于作品创作的自动产生。
　　其次，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其构成内容相当丰富，总的来说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部分，其中
人身权包括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财产权是一项经济权利，其内容更为丰富，涵盖的权利包括出版权、改编权、翻译权、播放权、表演
权、录音录像权等；而一般的有形财产和其他知识产权则不包括人身权内容。
　　再次，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而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曲艺作
品、舞蹈作品、文学作品、口述作品、地图示意图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决定了著作权纠纷的纷繁复杂，而这一特点是一般财产权和其他知识产权所不具备的。
　　此外，与一般有形财产权相比，著作权还具有以下特征：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智力创作成果——
作品，属于无形财产范畴。
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中的发表权仅在一定的时间内受保护，而一般财产权则没有保护期限的限
制。
近年来，国际公约及双边国际条约的签订，从表面上看削弱了著作权的地域性，但著作权的保护仍然
受到域内法律制度的规范和限制。
　　第二节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发展史　　我国东汉时期就开始使用人造纸张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载体
，唐代晚期已经开始了雕版印刷，大大地促进了“复制”的速度，推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到了宋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无疑是对“复制”的一项革命性的革新。
因此，保护作者和制版者利益和禁止他人“复制”的要求也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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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实务的特点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知识产权法学是实践法学，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知识产权学者要更多地从事律师实务。
而对于具有实务经验的律师和法官来说，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素养又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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