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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问题解析》全书共分16个部分，主要对知识产权犯罪疑难问题作了解析，具
体内容包括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应体现人文关怀、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方法研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性
质辨析、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产品犯罪中“数额”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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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签订以后，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才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众多国际组织的承认，而且知识产权作为“
民事权利中的一类极特殊的权利”与民法中许多沿袭已久似乎无可怀疑的观念不那么吻合。
因此知识产权完全可以视做是一种新型的权利形式。
对于新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符合刑事政策在侵犯产权行为犯罪化上的考虑。
刑事手段介入正确评价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性质符合社会与世界发展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技术长期不发达以及法制落后，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
此时刑法将维护政治稳定、保护公民人身和有形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将侵犯知识产权罪定位
于轻微危害社会的犯罪。
深化改革开放后，政府和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虽有所加强，但还是没有将知识产权视做是影响人类文
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意识到侵犯知识产权罪比一般侵犯有形财产权犯罪的危害要大。
在1997年刑法制定时，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立法者较淡漠的知识产权意识及
游离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等因素的影响，刑法还是将侵犯知识产权罪定位于轻微危害社会的犯罪。
而随着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申请加入WTO过程中，对于侵犯知识产权
行为的本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由此也逐步强化了刑事手段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作用。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国际趋势来看，运用刑法对知识产
权保护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选择。
例如《TRIPS协定》第三部分规定，WTO成员方政府必须保证知识产权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中得到加强
，对侵权行为的处罚要足够严厉，以防止新的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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