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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连续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亦是教育部法学类国家精
品课程配套教材，内容权威、形式新颖、品质卓越。
　　本教材编写体例十分成熟：以“总论一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一其他知识产权一知识产权国际
保护”为明晰体系。
在此框架下，全书以现行知识产权法和相关国际公约为基线，知识产权法之概貌和精要展现无余：既
有知识产权法基本理论、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的阐述，又有各知识产权制度的专题介绍；同时，国际
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公约及相关立法例的变动、本国立法以及司法中出现的新问题、学界前沿性研究
成果等皆列其间。
　　本教材严格遵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此次新版更结合我国
新颁布的《专利法》和最新研究成果加以调整和完善，是法学专业本科生教学的首选教材。
此外，本教材亦可作为非法学专业学生的通识教材，以及司法实务、知识产权实务和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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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汉东，法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
事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课题多项，代表性著作有《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合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合著
）等十部，另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论著、论文曾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湖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全国法学教材与
科研成果二等奖等。
张平，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员，兼任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理事等。
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代表性著作有《知识产权法详论》、《网络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问题透析》等
。
胡开忠，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代表性著作有《比较知识产权法》、《权利质权研究》等。
郭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民商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版权协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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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我国近现代著作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一、我国近现代著作权法律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
随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西方国家也将著作权制度带入了中国。
1903年，中国和美国在上海签订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1条规定："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
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律例之利益给予该国之人民。
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
印件、刻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
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10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
刻书或译本之专利。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涉及著作权的条约，也是近代著作权法律制度引入我国的开端。
为了履行1903年中美条约的义务，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
《大清著作权律》共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55章，共计55条。
《大清著作权律》参考了世界上两大法系中主要国家的著作权法，但是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受德国、日
本的影响最深。
该法的特点为：（1）著作权客体范围狭小，仅包括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
（2）受保护的主体一般是作者本人，但对合作作品、委托作品、口头作品、翻译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与继承做了特殊规定。
（3）关于作者的权利，该法并未从正面进行规定，而是通过禁止某些行为间接做出规定。
（4）采取注册主义的保护方法，规定作品完成后必须呈报注册手续始得保护。
（5）规定了著作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身加死亡后30年，法人作品、照片为30年。
（6）对侵犯著作权及其处罚做了详细规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成立，但《大清著作权律》未被明令废除，一直沿用到1915年，才
被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所替代。
自此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28年颁布了一部著作权法。
该法于1944年、1949年两度做过修订。
现行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也是在该法基础上数度修订而实施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著作权制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便着手开始建立新的著作权保护制
度。
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没有颁布一部全面的、完整的保护作者
及其他著作权人的单行著作权法律，有关保护著作权的规定多散见于一些单行的法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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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第3版)》严格遵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此次新版
更结合我国新颁布的《专利法》和最新研究成果加以调整和完善，是法学专业本科生教学的首选教材
。
此外，《知识产权法(第3版)》亦可作为非法学专业学生的通识教材，以及司法实务、知识产权实务和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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