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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论》是我国已故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教授写给法学研究生的。
主要内容涉及两方面：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理论上从知识产权产生的历史、特点、与有形财产权的比较几个方面，整体反映它在民法中的地
位，以及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价值的发展中，它在民法地位的变化。
　　实践上涉及侵权、价值评估与国际保护等问题。
例如分析了“侵权认定的四要件”，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是否改为“侵权损害赔偿四要件”才顺
理成章?这里有许多观点可能更符合各国立法与司法的实际，却与国内一些传统看法有差异。
其目的是引导读者去探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出路。
但书中决不在人们已普遍认可的概念或用语上展开“讨论”。
诸如：“将信息高速路改称知识高速路”，这类与传统看法颇有差异的“新论”，本书则没有涉及。
　　本书与第二版的不同反映在第一二三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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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成思　1944年12月出生于昆明，法学教授。
197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
1981至1983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1986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
1988年被国际版权学会（INTERGU）聘为顾问。
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0年被英国牛津《欧洲知识产权》杂志聘为编委，被伦敦《世界版权》杂志聘为国际编委，被《中
国法学》等杂志聘为编委。
同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1992年被香港学术评审局列为专家组成员。
1993年被中国版权研究会推选为副理事长。
同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学位委员会委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高级职称评委委员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为博士生导师。
1994年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列为该组织仲裁中心仲裁员。
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
1995年被国际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促进协会推选为执行委员，是执行委员会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委员
，1997年联选联任。
当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
参加过我国版权法等法律起草的全过程，并被列为起草小组成员；参加过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法律的修
订；是商业秘密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顾问；此外，还参加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民间文学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以法律顾问及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对
外谈判。
以中文及英文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版过24
部著作，发表过上百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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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起源；知识产权、财产权与物权（一）知识产权保护的起源　1.特权与私权　2.专
利权、商标权的起源3.版权的起源（二）知识产权、财产权与物权1.财产及财产权的概念2.罗马法、英
美法及法国法中的有形财产与知识产权3.在不同财产中，知识产权地位的变化4.物权与财产权；知识产
权与服务（三）信息产权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二、知识产权的概念（一）知识产权的范围1.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所划的范围2.世界贸易组织所划的范围3.其他的划法与结论（二）知识产权的特点1.无形2.专有
性3.地域性4.时间性5.可复制性（三）知识产权在民法中的地位1.知识产权篇（专家建议稿）的产生2.
中国民法典知识产权篇框架3.对民法典知识产权篇“一般规定”的讲解三、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一
）发明人与专利权人1.专利权的归属问题2.有关专利权归属的典型案例（二）商标权主体（三）版权主
体　 1.版权人与作者　2.法人能否是精神权利主体3.精神权利的限制4.经济权利的归属——通常意义的
版权人四、知识产权的客体（一）专利权的客体1.可以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2.随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或
将产生的专利客体（二）商标权的客体1.概述2.商品商标3.服务商标4.联合商标5.集体商标6.防御商标7.
证明商标8.产地标记与其他标记9.新客体——“域名”及其与商标的冲突（三）版权的客体　 1.计算机
软件2.文学作品以及音乐、戏剧等作品3.口述作品4.美术、摄影作品5.电影作品　6.设计图与模型；建
筑作品7.地图、示意图等（四）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客体1.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2.国际
上给我们以启示的成例3.对中国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的相应建议五、知识产权侵权认定与权利
限制六、知识产权的评估七、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知识产权
国际公约九、几个地区性的国际条约本书作者已发表的代表性论著及译著主要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论>>

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论》(第3版)这里有许多观点可能更符合各国立法与司法的实际，却与国内一些传统看
法有差异。
其目的是引导读者去探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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