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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从旁观者看，可能是一种可叹的孤独，而从当事者看，也许正是“唯
我独尊”。
而要真正产生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往往是既重视史实，又重视现实并带有超前性，即前鉴
于古人，后不让于来者。
至少，包括WIPO知识产权教程、Geller及Nimmer等人的版权法在内的一批庶几可立于世的专著，是绝
无“唯我独尊”式的孤独。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史料，初看也许会给人一个问号：在因特网时代，它不显得多余吗？
 正如80年代有关“信息社会”论的热，是由计算机广泛应用带动起来的，目前，“知识经济”论之热
，则是由计算机网络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起来的。
当人们谈及，传统的农业经济及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有形资产起决定作用，而知识经济则是无形资产起
决定作用时，均会想到：知  识产权恰恰是无形资产的重要（或最重要）组成部分。
在知识经济中，商品生产“隐形化”。
事实上，网络环境还使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也“隐形也”。
例如，通过网络出售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均已与传统的市场上出售有形磁盘、光盘等销售活
动大相径庭了。
知识经济必然、而且已经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全新的问题。
而这些新问题，又集中在网络的应用上。
      知识产权的特点之一是“专有性”。
而网络上的知识、信息则多是公开、公知、公用的，极难被权利人控制。
知识产权的特点之一是“地域性”。
而网络上知识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
上述第一对矛盾，引出了知识产权领域最新的实体法问题。
在国际上，有的理论家提出以“淡化”、“弱化”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来缓解专有性与公开、公用的
矛盾。
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法学家中山信弘。
而更多的学者，乃至国际公约，则主张以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专有性来解决这一矛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两个新的版权条约。
其中增加了一大批受保护的客体，增列了一大批过去不属于专有权的受保护权利。
而美国、欧盟国家均已准备在1998年到1999年，即进入21世纪之前，修订本国知识产权法，使之符合
新条约的要求。
此外，在商标保护方面，强化专有性的趋势则表现为将驰名商标脱离商品及服务而加以保护。
这种强化知识产权专有性的趋势，应当说对发展中国家未必有利。
但目前尚没有发展中国家表示出“坚决抵制”。
主要原因是：在知识经济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是抵制不了的。
发展中国家应及早研究对策。
上述第二对矛盾，引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中最新的程序法问题，亦即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中，如何选择
诉讼地及适用法律的问题。
过去，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均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为诉讼地、并适用诉讼地（法
院所在地）法律。
但网络上的侵权人，往往难以确认其在何处；在实践中，侵权复制品只要一上了网，全世界任何地点
，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发生地。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网络的无国界性决定的。
曾有人提议采取技术措施，限制网络传输的无国界性，以解决上述矛盾。
但在实践中，困难极大，或根本做不到。
于是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国家及地区，实际上正通过加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的进程，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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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弱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一矛盾。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就要有个共同的标准。
多少年来，已确认的专有权，一般不可能再被撤销。
于是，保护面广、强度高的发达国家法律，在大多数国际谈判场合，实际被当成了“一体化”的标准
。
发展中国家虽然并不情愿，却又阻挡不住。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所订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就是违背发展中国家意愿、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又不得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典型一例。
看来在这一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也应及早研究对策。
 而研究对策的前提，是我们应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知识产权的特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含义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热点及难点问题。
   在哲学上，20世纪初列宁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结果，使得60年代“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理论
，并没有再度产生出“物质不见了”的较广泛的回声。
而一切作品均可以“数字化”为“基本粒子”的现实，则在版权领域实实在在地产生出与世纪初理论
家们面对所谓“以太”而产生的“重大发现”。
这再次向人们展示出了解历史的必要性。
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推出的“弱化”理论，与中山信弘等人的理论完全不同。
即使人们不愿苟同中山先生的理论，也很难否认其理论多少有点新意，算是“一家之言”。
而由数字技术推出的“弱化”，则是历史上已在哲学界及版权界均被多次否定的旧论的重复，只是缺
乏历史知识的论者自己不知而已。
    在使更多的研究者乃至实际工作者少走弯路方面，史料将显示出自己的价值。
因此，这本版权史料的收集、整理者的工作，将被证明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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