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论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论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6449

10位ISBN编号：7516116440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黄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黄洪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论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论研究》从方法论上，不再简单罗列历史资料和他国立法规定并径直借鉴
到我国立法中，而是将国内外的相关立法规定或建议置于其社会文化背景中，解读其产生的原因和合
理性，力争对相应缺陷和完善措施有充分的论证和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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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洪波，女，土家族，湖北巴东人。
2003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系。
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法学》、《法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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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知识产权法律趋同阶段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
趋势逐步加强。
这就是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的争夺霸权阶段，罗伯森将此阶段界定为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60年代末。
这一阶段的世界经济显示两个突出特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强。
而知识产权制度因其“地域性”特征，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给科学和文化交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越
来越显明的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在法律规定上缩小差异。
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成为顺应全球化需要的趋势：1967年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签订了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决定将保护知识产权联盟国际局的全部职能移交给公约生效后的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促使各国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走向趋同：各主要工业国家
从70年代起先后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版权法，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各国
知识产权法律在实体方面的差异已大大缩小。
 4.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化逐步发展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信息技术革命兴起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人类正式进入“网络时代”。
这一时期恰好是罗伯逊所称的全球化的“不确定阶段”（the uncertainty phase）。
这一阶段在知识产权制度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很多。
其中最能反映全球化阶段的事件就是《知识产权协定》的签订。
它是对近两个世纪以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总结和发展，第一次把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问题联系起来
，并规定了相应的强制措施，标志着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已基本实现了法律的全球化。
“知识产权条约有两个重要规定：一是对外国发明家的国民待遇，另一个是统一化或者说全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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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论研究》写作的设定目标是：第一，开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基础理
论研究，改变我国目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第二，研究视角和方法多样化，
力争学术论说方法论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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