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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国际化的专利法研究》以我国中药、西方国家及国际条约中约定的相关植物药，以及传统
医药发展的最新知识产权信息为基础，筛选国内外中药及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典型案例，以
专利法为切入点，对中药专利化涉及的审查认定、技术原理、国内外法律条约应用等核心问题进行了
翔实的系统认识。
基础理论上，遵照中药专利审查制度调研数据及其与西药的对比，论证了中药专利化的法律症结，并
试图揭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解决路径。
产业应用上，帮助理清中药国际化市场竞争中的配套保护操作方案。
可以预见，中药国际化的创新性研究，正是大国复兴的务实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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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民商法学上，知识产权离不开民法的私权属性。
知识产权的成长与民法权利体系的发展机制一直同步，决定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财产权的私权属性。
换句话说，知识产权权利人所享有的各种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离不开民法中民事法律关系的保护规
定。
譬如，关于权利公序良俗、不得滥用原则的运用；当受到不法侵害时，均须依法行使请求权以恢复到
该权利受侵害前的状态。
同时，知识产权从程序上强调了私法自治，强调了知识产权纠纷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应适用民事诉
讼程序进行解决。
由此，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它与其他有形财产一样处于同样的私权地位。
 从立法学上，知识产权法的私权保障意义在产业革命上得到具体张扬。
周旺生提出“法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部门法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应是切实促进产业创新。
如果没有近代知识产权的切实激励制度，就没有“蒸汽和钢铁时代”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同样，没有
知识产权作为切实保障，也不会迅速实现“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追根溯源，是14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革命催生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
但是，当时生产力更加强盛的南宋明初之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对此，吴汉东认为我们应当以权利产生的原因（即源于公法还是私法）来界定权利本体的属性。
也就是，知识产权的私权化，是对封建特许权制度的一场法律革命。
近代知识产权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
中国封建体制如此牢固，以至发生私有化的裂变无法成功，所以只得令王安石变法之举扼腕。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企业家阶层，就在于
中国缺乏催生企业家阶层的产权制度，这个产权制度包括以私人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以及更重要
的知识产权制度。
在作为工业革命发生前提的充分条件中，被古代中国所遗漏掉的恰好是一种催生企业家阶层的产权制
度创新。
私有制度极大促进了产业创新，这是知识产权法作为民事法律关系项下部门法产生的初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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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冬教授的这部力作尽管仅以中药而不是整个中医药为考察对象、以专利保护而不是整个知识产权为
切入点，但其在研究视野的宽广、研究内容的深入、研究资料的翔实、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对策的
可行性等方面都令人称道。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很好地兼顾了中药保护的“中国特色”与专利保护的国际环境，重视传统知
识理念和保护机制介入的重要性，以突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优势和中国国际化竞争战略考量。
因此，该书是我国在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方面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冯晓青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学
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数千年积累的中医药理论、技术、中药资源和产品蕴藏着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
由于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适应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
正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将从中医药等传统知识中发现的新药“正当”地获得利益保障，并取得巨
大的商业成功，加上中医药传统知识拥有者的界定和利益分享困难，中医药的发展和传统知识保护存
在的矛盾等因素，使得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和保护显得极其重要。
    张冬教授从事的有关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将中医药传统知识
产权保护特点与法学研究相结合并征询中医药学界同仁的意见，完成了本书的写作，这种跨学科的研
究方法及其科研成果，相信对社会各界，尤其是从事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的各界同仁具有很好的参考
价值。
    ——刘新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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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张冬教授的这部力作尽管仅以中药而不是整个中医药为考察对象、以专利保护而不是整个知识产权为
切入点，但其在研究视野的宽广、研究内容的深入、研究资料的翔实、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对策的
可行性等方面都令人称道。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很好地兼顾了中药保护的“中国特色”与专利保护的国际环境，重视传统知
识理念和保护机制介入的重要性，以突显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优势和中国国际化竞争战略考量。
因此，该书是我国在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方面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冯晓青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
顾问委员会委员 数千年积累的中医药理论、技术、中药资源和产品蕴藏着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由于
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适应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正利
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将从中医药等传统知识中发现的新药“正当”地获得利益保障，并取得巨大的
商业成功，加上中医药传统知识拥有者的界定和利益分享困难，中医药的发展和传统知识保护存在的
矛盾等因素，使得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和保护显得极其重要。
 张冬教授从事的有关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将中医药传统知识产
权保护特点与法学研究相结合并征询中医药学界同仁的意见，完成了本书的写作，这种跨学科的研究
方法及其科研成果，相信对社会各界，尤其是从事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的各界同仁具有很好的参考价
值。
 ——刘新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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