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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从17世纪初欧洲国家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世界各国相
继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转与应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传媒
等服务手段的革新和改善，知识产品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与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发展的同时，各种类型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也日益增多。
如何解决这些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成为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国际上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国内及国际保护体系
。
在国际保护层面上，19世纪以来缔结的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知识产权公约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国内保护层面上，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个途径进行。
从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来看，也主要以传统的诉讼和行政救济为主。
诉讼和行政救济的有效性和不断完善，始终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最基本的问题。
然而，人类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化的。
尽管国家司法体制下的诉讼制度自其产生以来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单一的诉讼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多
元化解决争端的需求。
包括仲裁在内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DR）大量涌现出来，极大地扩充了社会争端解决的渠道。
在此情况下，知识产权争议的非诉讼解决途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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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从17世纪初欧洲国家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世界各国相
继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转与应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传媒
等服务手段的革新和改善，知识产品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与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发展的同时，各种类型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也日益增多。
如何解决这些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成为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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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府利用政策去保护满足一部分利益，控制削弱另一部分利益，在这种强制性的分配过程中，维
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得以实现。
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利益多元化是一种不断强化的趋向。
此时，公共政策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需求，但它必须反映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需要。
社会变化中，人们的利益需求不可能凝固，而所谓“大多数人的需要”也随着时代和群体的变迁而不
同。
国家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认识和对公共政策的实施也应当随着“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否
则执行公共政策的初衷就会落空。
如果以维护公共政策之名义而继续强制相关争议提交诉讼，则只会导致已经陷于诉讼爆炸的法院之境
况更加恶化，而当事人的争端却无法得到及时解决。
　　就涉及知识产权的争议而言，如果说在传统上因为其关系到公权力或公众利益而被否认可仲裁性
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那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使得国际商业的客体日渐扩大，涉及知识产权
的国际贸易数量急剧扩展的今天，否认知识产权可仲裁性的合理因素则大大减少。
国际商会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中，就约有20％的国际商事纠纷与知识产权有关。
在这种态势下，如果因为商事交易中涉及知识产权而禁止有关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当事人就不得不将
大量的争议提交已不堪重荷之法院，不仅无助于法院执行职能状况之改善，也无利于国际商事争议的
有效解决。
在此情况下，就总体而言，知识产权争议的可仲裁性在许多国家得到了认可。
与此同时，由于1958年《纽约公约》搭建起的国际间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执行的框架，采用仲裁解
决争议能够使国际民商事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更加具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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