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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延超博士继2007年出版《作品精神权利论》一书之后，又推出他的新作《知识产权资本化》。
与前者相比，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和运用的知识，已远远超出法学的范畴。
准确地说，是背负知识产权这样一个法律概念，借助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将知识
产权这种相对新型的财产投入到现代社会最典型、最活跃的财产关系——资本中，以期使知识产权所
能创造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这对法学专业的学者，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尝试，既有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是我国知识
产权应用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工业革命不是一天完成的，它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实践证明，知识产权从起源、发展，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法律的改造，到今天日臻成熟，也经历
了几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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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新青年法学文丛”中的一本。
本书试图从知识产权所能“解放”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的角度来量化知识产权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货币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运动规律，揭示知识产权实现价值
增量的秘密。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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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延超，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博士后，中国首届律师电视辩论比赛最佳辩手，知易网创始人。

    1978年6月生于黑龙江省绥化。
中学时代，数学与物理成绩突出，并梦想成为一位物理学家。
高中时曾迷恋《丹诺律师辩护实录》此后对法律充满敬意和憧憬。
18岁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25岁考取知识产权法专业博士学位，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博士。
在学生时代，酷爱阅读文学、法律、哲学、经济学著作；热衷于社会活动，20岁时竞选担任西南政法
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主席。
同时，在演讲辩论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曾四次获得省部级电视辩论比赛冠军。
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授予“全国三好学生十大标兵”。

  一直怀揣青年时代的律师梦想。
23岁获得执业律师资格，成为当时重庆市最年轻的一名律师；同年在中国首届律师电视辩论比赛中获
得“最佳辩手奖”，也因此被誉为“律师之星”。
相继担任诸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并成功办理系列大案、要案。
28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入选“中国优秀法学博士论文文库”。
博士毕业之后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撰写完成我国第一本“知识产权资本
化”的专著；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全方位、一体化、多层次的知识产权网络交易平台—
—知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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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SPV与发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SPV与发起人之间存在知识产权未来收益权(属于债权)的转让关系。
通过该知识产权未来收益权转让合同，SPV受让发起人的该项知识产权的未来收益权，并获得要求原
始债务人直接向其偿付债务的权利。
SPV收到了投资者认缴的购买知识产权证券的款项之后，再向发起人支付。
(1)发起人向SPV转让知识产权未来收益权(即“真实销售”)的法律效力。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知道，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在知识产权上产生的债权即该知识产权未来的
收益权，“真实出售”的标的也就是在该知识产权上所产生的债权，那么“真实出售”行为是属于买
卖合同关系还是债权转移?从整个知识产权证券化实务看，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知识产权未来的现金收
益权，属于债权，而债权只存在转移、抵销、消灭等问题。
从我国合同法的观点看，这种“真实销售”是发起人将知识产权未来的收益权有偿转让给SPV的行为
，其法律性质为债权的有偿转让。
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
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知识产权证券化操作实务中，在知识产权使用人的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流动频繁的场合下，若一
味要求每一笔未来收益权(债权)的转让都通知其知识产权使用人(债务人)，证券化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
为降低成本，一些国家如泰国等规定，在发起人担任债权管理人的情况下，债权的转让可不必通知债
务人。
①具备什么条件才是“真实出售”呢?笔者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双方当事人在交易中的真实
意思表示是债权转让还是担保贷款；只有发起人是将知识产权债权(收益权)彻底转让给SPV，这才是
“真实出售”；如果是SPV对外借款，由发起人以知识产权债权(收益权)提供担保，这仅构成担保关
系，而并非“真实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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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每写到后记，我都略有一些兴奋的感觉，因为它意味着又将为一本新书画上句号。
今天恰逢二零零八年五一节，平日里辛劳的人们尽情地享受着属于他们的节日，我也一样，坐在房间
里，神游万里，无拘无束。
博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作博士后研究，转眼快两年了，生命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渐进消逝，唯一可以
作为见证的便是曾经的足迹，专著《知识产权资本化》是博士后期间最好的记念。
来到北京大学初始，我先被派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工作，在那里我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
好多学界朋友并不看好深圳，的确，这里着实不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佳选择，强烈的商业观念充
斥着每一个人，并激励他们每一时刻拼命"钱"行。
还好，我所在的研究生院地处市郊，远离发达的商业中心地带，尽管如此，我仍然能感受到周围的人
和周围的事都带有强烈的市场经济味道。
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妨碍我的写作与思考，并且，还与我所撰写的“资本化”问题具有某些难得的契
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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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资本论》是一代大儒顾亭林眼里的好书，是”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者。
”衡诸坊间法学著作，足以当之者甚鲜。
“新青年”一语，借自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气象磅礴的时期。
我们无意附丽前代先贤，与他们的业绩相比，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微不足道；我们想表达的，毋宁是
彰显”新”，它意味着法学学术永远在路上，没有止歇。
——新青年法学文丛总序把智力成果变成知识产权是法律对智慧的尊重与承认，而再从知识产权转变
为财产、转化为生产力，让人心生敬意的就不仅是发明创造人，还有在中间架起桥梁的人，包括了法
律工作者、评估专家、版权工作者、法官、行政执法人员、交易平台的构建者等。
等。
所有人的智慧带来了知识的丰富和利：会的繁荣、秩序。
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更应该得到资本实现。
《知识产权资本论》最核心内容即是经由书名所体现出来的：知识产权资本化——知识产权可以资本
化，知识产权如何资本化。
——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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