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度与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制度与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542630315

10位ISBN编号：7542630318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刘玉安 上海三联书店  (2009-04出版)

作者：刘玉安

页数：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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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与问题>>

前言

吴敬琏曾写道：“这一代中国人生而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信然！
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财政经济研究的学者而言感受更为深刻。
一方面，时代造就了一个平台，使我们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亲眼目睹和思考与时代变迁发展相伴而
生的成就、困境和矛盾，引发我们致力于去解释现象、研究问题和提出对策，从而努力实现经济学经
邦济世的任务；另一方面，时代也给了我们更加宽阔的视野，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思想交流和借鉴
的机遇。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国内财经科学研究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区域性财经科
研力量在发展，一批矢志于财经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或参与博士后研究等形式集
合到财经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在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他们既善于把握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又十
分注重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科学的人文精神，既注意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又关心从现实中提
出问题；他们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精诚合作的精神，他们已经成为所在区域财经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
这套丛书的作者，就是这样一批来自于泰山脚下、黄河之滨的有志于财经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博士。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孕育了多个领域的圣贤名士，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在这一片孕育了中华
文明的古老土地上，财经科学在新一代学人这里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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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与问题知识产权的政府管理》主要是从政府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政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的运行机制、政府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和论述。
力图通过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中外对比、案例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等对主题进行探讨，既较
深入地剖析了一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主张，企望对中国的知识
产权问题和制度建设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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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知识产权政府管理要研究知识产权的政府管理必须先了解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管理以及
知识产权的政府管理。
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或新制度主义则成为笔者从制度角度研究知识产权管理的理论基础。
本章主要探讨知识产权政府管理的相关概念及新制度主义理论。
2.1 知识产权及其特征随着中国“人世”及近几年的“知识产权研究热”，知识产权一词已经成为人们
接触最多的词语之一。
那么，到底什么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有哪些特征？
2.1.1 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的。
l967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宣告成立，首先使用了“知识产权”一
词。
有关知识产权的定义或含义在各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基于智力
活动所创造的成果而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一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日本，知识产权被称为“无体财产权”（Intangible Property），或称无形财产权
。
而日本现在将知识产权称为“知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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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在本书就要付梓之际，我心中既欣慰又忐忑：欣慰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就要面世了，终于到了又一个
收获的季节；忐忑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研究肯定还有一些缺憾与不足。
回想过去伏案苦读的几年，曾因为努力而付出过，同样也曾因为辛勤而收获过；曾因为“过尽千帆”
而困苦过，同样也曾因为“柳暗花明”而欢悦过。
但无论如何，本研究得以成书，除了自己的寒窗努力外，太多的人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在此用只言片
语深表感谢。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王章维教授，正是在他的悉心指引下，我渐渐领悟了真理的神圣与庄严
，也明白了学术道路的艰辛。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虽然，我现在的学术水准离登堂人室还相距遥远，但亦可云初窥门径；虽未欢言人山探宝，但也拾到
了几个海滩上的贝壳。
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再到最后的定稿，导师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在细节问题上，导
师更是对我严格要求，力求做到一丝不苟，也真正体会了“魔鬼在细节之中”的深刻涵义。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而我的导师也为我的书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
而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此书作序，更让我感激不尽。
我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徐鸿武教授，他们为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感谢北师大的朱光明教授、孙津教授、施雪华教授，他们在百忙之中为我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很多帮助
，使我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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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度与问题知识产权的政府管理》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在《制度与问题知识产权的政府管理》就要付梓之际，我心中既欣慰又忐忑：欣慰的是自己的劳动成
果就要面世了，终于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忐忑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研究肯定还有一些缺憾
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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