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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产权法号称是保护财产的法律，但是作为其保护对象的“财产”却不是有形物，而是被称为无形
物或信息等的东西。
但是，这里所指的“无形物或信息”，并不是与人的行为相隔离而存在的“物”，而只不过是指作为
发明的实施行为、著作物的利用行为等人的观念和理念上的人的行为模式。
因此，知识产权法并不是针对特定“物”设定排他权的法律，该法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人的行动自由予
以制约的规则。
关于此类对人的行动自由的规制予以正当化的理论，大致有以下两种立场受到提倡。
一种认为针对其所创造的东西，作为创造者的人当然享有权利，这是一种自然权性质的立场。
另一种就是，如果不对上述行动自由予以限制，将导致免费享受者的滥用，因此可能造成知识创造活
动的萎缩，这是从产业政策以及文化政策的角度所提倡的立场。
无论采取哪一种立场，这些立场毕竟是在提倡限制人的自由。
我们不应该允许单方面地保护权利者利益的这一做法，而根据该法的目的建立一个维持平衡的保护制
度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知识产权不具备类似有体物的物理性利用这样的限制，因为不存在针对权利扩张的限制，所以
其具有在国际上无限制扩散的危险性。
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如下倾向：即比起分散在难以组织化的多数人手中的利益，集中在易于组织
起来的少数人手中的利益更容易受到重视（即使在前者的整体利益大于后者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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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汕头大学比较法学丛书》之一的《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围绕
孤儿作品问题的讨论、土著民族的知识产权与国际人权标准、关于遗传资源以及传统知识议论的动向
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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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专业领域：知识产权法 
    主要经历： 
    198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并任该法学部助教 
    1990年，东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 
    1999年，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教授 
    2000年，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2003年至2008年，文部科学省21世纪COE项目基地负责人 
    2006年，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2008年，北海道大学情报法政策学研究中心主任、文部科学省全球CEO项目基地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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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日本著作权学会理事、日本工业所有权学会常务理事 
    2005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知识产权分会委员(不正竞争防止法) 
    2006年，日本学术会议连携会员 
    2007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知识产权分会委员(商标制度) 
    主要著作(均为独著)： 
    《专利法的理论》，有斐阁2009年版 
    《知识产权法(第4版)》，有斐阁2006年版 
    《知识产权法与损害赔偿》，弘文堂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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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法的思考模式》，有斐阁1999年版 
    《功能性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信山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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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市场是否发挥功能、在没充分发挥功能时所采取的权威决定是否很好地改善了其状态进行判
断，以及构建尽可能有效率的制度设计，适合这样做（作出判断及构建制度设计）的机关在哪？
在讨论市场没有发挥功能而权威决定介入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视点。
作为紧跟市场的发展动向并能迅速应对的机关，相比立法、司法，专门性机关会更优秀，比如，在知
识产权领域，承担着一部分任务的特许厅等。
2.政治责任的问题但是即便如此，既然测定效率性的实现程度有困难，在权威决定介入的情况下，仅
凭借其订立的规范对效率性的改善结果，也并不能使其正当化。
因此，规范的正当化不只是效率性的实现程度，还必须追求其订立程序的正统性。
某项决定真的是有效率的吗？
在对此不明确的时候，至少可以寄希望于该决定是经过正统程序做出的。
担负这种政治责任的主体不是司法，立法会表现得更优秀。
3.权威决定歪曲的问题话虽如此，也不是说依靠立法一切就得到了解决这么简单。
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问题：如前所述有两类利益，一类是虽然总体上比例很大但很难集团
化的利益，比如站在知识财产使用者立场的许多中小企业、消费者的利益；另一类是总体上比消费者
的利益小但容易集团化的利益，比如站在知识财产权利者立场的许多大企业的利益。
和后者相比，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前者的利益难以被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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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推进日本法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是汕头大学法学院国际化事业的重要一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学院
一直在鼓励和推动留日归国学者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来翻译一些好的日本法的文章，以满足那些不能
直接读懂日语，但又想交流的读者的要求。
同时也将好的日本的文章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以促进和深化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
从2006年开始，在本院院长杜钢建教授主编的《太平洋学报》上已发表了不少日本法学方面的译文。
为了使读者更加系统地了解日本法的研究现状和动态，在学校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我们启动了日本法译丛的编写工作。
编写翻译丛书从哪里开始入手，应该先翻译哪些文章或书会更好呢？
刚开始这也是个很难做出决定的问题。
在我院工作的铃木敬夫教授为我们提供了殷切的指导和大量的帮助。
他建议先找到北海道大学驻京代表处主任铃木贤教授商议此事。
铃木贤教授非常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北海道大学正在推进的COE项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知识产权领
域的研究。
铃木敬夫教授迅速与知识产权COE研究的负责人北海道大学田村善之教授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到了对
方的许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

编辑推荐

《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是汕头大学比较法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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