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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有关财产权与宪法的论述林林总总，但基于著作权与有体财产权的区别并进而从作品本身的
特性进行论证的文献尚属少数。
该研究基于有体财产与作品的区别提出了与之前有关财产与宪政论述的不同进路与方法。
这不仅是一种“知识增量”，也是有关宪政论述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学科研究方法，本书突破了部门法研究中研究方法单一的障碍，力图实现私法与公法
相结合的路径，既在宪法这一人权基本法中寻求著作权的基础，又在著作权法这一部门中寻求宪法权
利的落实。
严格说来，任何权利部首先是一个宪法上的权利，然后，才能在私法中加以落实；否则，对私法中民
事权利的保护就没有正当性基础。
从功能上看，本研究有益于从部门法的视角理解乃至实现宪政国家这一政法目标。
如果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话语，还是一种结构性安排，那么本研究的内容就是这种结构性安排的一个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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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为什么著作权的宪法进路一、问题及其意义尽管晚清之前中国曾存有对作品给予类似著作权保
护的个案，[1]但是著作权作为一项制度、作为一种公共选择政策，却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物。
它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构成了当时该地区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一部分[2]饶有兴趣的是，著作权
制度在中国语境下发生了意义上的转换。
当晚清政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舶来”这一制度时，与其说它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结果，毋宁说
，它被当成了变法图强的催化剂。
事实上，当晚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修订的商约中承诺保护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时，这一制度折
射的是晚清政府构建现代民族一国家并进行大规模法律移植的努力。
[3]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
近一个世纪以后，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时，知识产权问题再一次摆在国人的面前。
围绕着知识产权的保护，立法部门、法院、学术界、评论人员、大众传媒中的多数意见认为，国家应
当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促进创新并进而保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
济社会中的竞争地位；他们同时主张更多地移植甚至复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修改
我国法的不足，以同国际规则接轨。
为解决知识产权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因技术问题引致的法官审判不能的难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开设专题
，提供资金委托专家论证“借鉴美国、日本等国设立专门的专利或者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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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作权的宪法之维》是民法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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