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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之一。
    本书作为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之“综合卷”，是关于知识产权诉讼基本理论与实务方面
的专题研究。
本书专论部分设有“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产权审判理论”、“知识产权诉讼专题”、“知识产权
侵权损害救济制度”、“知识产权犯罪”、“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借鉴”等栏目，论述的主要问题是就
知识产权诉讼理论和实务中的典型、疑难和重大问题展开探讨。
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部分则讨论了请求确认不侵权之诉，美国337调查的事实认定、程序与应对策略。
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对知识产权诉讼程序、证据规则、举证责任、诉前禁令、证据保全等知识产
权诉讼主题，以及知识产权审判理论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等知识产权诉讼理论与实务方面的重要
问题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本书作者绝大部分来自于中高级以上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也有少部分作者是来自于高校的知
识产权法学者。
具体而言，来自于人民法院的作者单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慈溪
市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等；来自于高校的作者单位包括北京
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
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等。
    本书是学习和研究知识产权诉讼理论与实务的良师益友，尤其适合于法官、律师、政法院系师生以
及对知识产权诉讼理论或实务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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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晓青，男，湖南长沙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无形
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法学博士(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访问学者
。
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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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转移    ——规则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对知识产权网络侵权案件公证证据的认定　　知识产权证据保全公证文书法律效力之认定　　关于
知识产权证据保全的若干思考　　知识产权诉讼的证据保全问题研究    ——以证据保全与其他证据制
度的协调为视角  　⋯⋯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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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私权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离开私权性，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没有存在的理由；而离开专有性，知识产权的私权性也将无法得到保
障。
本文将在阐述知识产权专有性基本内涵的基础之上，主要从“垄断”层面探讨知识产权的专有性问题
。
　　一、知识产权专有性的内涵　　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特别是智力成果享有的专有权
利。
知识产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在法律上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结果。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除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征外，还具有专有性的特征。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是由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所决定的。
它有时也被称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排它性或垄断性，是指知识产权专为权利人所享有，非经法律特
别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占有、使用和处分。
知识产品的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它总是要进入市场流通的，而知识产品本身没有形体，占有它
不是具体的控制，而是认识和利用，故而容易脱离所有人的占有而被不同的主体同时占有和利用；加
之知识产品的传播又十分容易，知识产品所有人很难进行直接控制，因而不能用传统的有形财产保护
制度对它进行保护，而必须采取特殊的法律制度。
　　这种特殊的法律制度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具体表现为：第一，权利人依法可以独占其知识产权。
这体现了知识产权分享的专有性，即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权享有独占权利。
第二，知识产权的使用必须置于知识产权人的控制之下，任何人未经其许可或者法律特别规定不得行
使其知识产权，否则将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第三，每一项知识产品只能授予一项所有权，对同一项知识产品不能允许同时存在两项以上的不相容
的权利，以确保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具有唯一性。
这体现了知识产权授予的专有性。
不过，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并不排除知识产权共有的存在。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或国家的授予，这是知识产权人利用知识产品的法律前
提。
专有的重心来自于对知识产品利用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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