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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敏，女，1946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小山村。
1965年毕业于掖县一中(现为莱州一中)，1970年3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分配到贵州省纳雍县工作
，1985年3月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任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学术专著六部，主编教材十二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
主要代表作有：《继承法律制度研究》、《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我国民法应当承认物权行为》(
论文)、《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论文)、《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辨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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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编 理论反思论知识产权及其基本概念  一、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产生的权利  二
、再议我国知识产权的概念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的悖谬  一、表见代理制度的内在结构  二、无权处分的
内在结构  三、结构比较与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的背反性  四、路径选择“物权一债权”二元结构之反思  
一、源流探析    (一)回到罗马法——素材的积累    (二)从中世纪到法国民法典——权利思维的演进    (
三)德国民法典——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现状反思    (一)法国    (二)德国    (三)中国大陆  三、并非结论
的结论功能性作品版权保护的理论困惑与求解  一、功能性作品版权保护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书”
与“机器”之间的区别    (二)功利主义政策动因    (三)自然权利哲学基础    (四)习惯的影响  二、功能性
作品版权保护的理论变迁    (一)版权排除功能性内容理论的确立    (二)传统版权理论的变异    (三)理论
变迁中习惯的作用  三、当前功能性作品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与求解    (一)当前功能性作品版权保护存
在的问题    (二)解决路径制度理性与价值选择  一、我国民法现存的问题  二、民法法典化的价值与功能
定位    (一)民法法典化的价值定位    (二)中国民法典之功能设计  三、中国民法典之路    (一)我国民法典
之独特理念    (二)民法典具体思路专利制度：一种反向思考  一、专利权过多、过滥的原因  二、专利权
过多、过滥的弊端  三、从专利授予制度上规制专利权过多、过滥的现象    (一)坚持实质性审查    (二)
提高授予专利权的实体标准  四、相关配套制度的保障  结语       第二编  立法研究知识产权立法的模式
选择  一、引言  二、法典化论证批判  三、法典化：一种比较优势  四、知识产权法典：现实性的检讨   
五、知识产权通则：折中性选择试论人格权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  一、人格权的社会历史意义简介   
(一)关于人格权的概念    (二)人格权的发展和完善  二、人格权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中地位的几种意见    (
一)关于瑞士法的做法    (二)关于德国法的做法    (三)人格权是一个发展的体系，民法典更是一个开放
的体系    (四)关于徐国栋先生的思路  三、人格权应该单独成编    (一)设立单独的人格权法编，是在民
法典中正确处理人格权的最好的选择    (二)只有设立单独的人格权法编，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     四、对民法典草案第四编人格权的一点建议         第三编  (1)制度检讨中国大陆公司重整制度的检
讨与建议  一、有名无实：现行企业破产法上的整顿制度之检讨    (一)整顿制度并非重整制度    (二)整
顿制度被束之高阁的原因分析  二、新破产法草案：重整制度设计之检讨与建议    (一)我国引入公司重
整制度的意义    (二)新破产法草案对债权人利益的关注    (三)本人不成熟的建议  三、结论：重整制度
的发展离不开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论我国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一、地理标志的概念及法律属性  二、
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一)保护模式的选择    (二)对保护模式的分析评价  三、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现状
及其完善构想    (一)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现状    (二)对加强和完善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构想论著作权
许可贸易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著作权许可贸易概述  二、著作权许可贸易中许可方的主要义
务  三、著作权许可贸易中被许可方的主要义务商业秘密的限制  一、商业秘密保护限制的理论基础  二
、他人合法行为对商业秘密的限制    (一)被授权者或共有人的使用行为    (二)独立开发    (三)通过公开
渠道收集商业秘密    (四)因业务关系知悉商业秘密但不负有保密义务者的使用行为    (五)善意第三人的
使用行为   三、公共利益对商业秘密的限制    (一)公共利益强制披露商业秘密    (二)商业秘密利用方面
的限制Trips协议13条“三步检验法”对版权立法的考量  一、本案的案情概述  二、Trips协议13条“三
步检验法”在本案中运用  三、本案中13条“三步检验法”应认为是对作品专有权利最小例外原则的演
绎和阐释，由此也奠定 “三步检验法”，在国际版权立法体系中，作为审查作品专有权利限制和例外
之基本原则的地位  四、评价本案“三步检验法”适用以及对我国的启示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与私
权潜能  一、听证程序：行政权力的软化与听证方式的挂一漏万    (一)听证的引入——从一般听证到许
可听证    (二)听证的价值——行政权力的软化    (三)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的基础——私法精神的张力    (
四)听证程序规定——挂一漏万  二、行政特许：私法方法的运用与特许的滥用    (一)私法竞争方式引入
特许    (二)特许配置方式单一    (三)特许范围不明  三、信赖保护：行政许可财产权属性的确立及其不
彻底性    (一)行政许可财产权属性的确立    (二)许可证可转让性受限    (三)利益补偿缺乏可操作性   合理
使用制度之探究  一、合理使用制度概述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  三、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
缺陷及建议关于商标构成要素的几点思考  一、对商标构成要素的认定要求  二、确认动态标志作为商
标构成要素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三、动态标志纳入商标构成要素之展望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的关系  
一、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概述  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三、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与大陆法系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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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的比较  四、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的融合  五、对我国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
与不安抗辩的评析论形成权  一、形成权的含义及意义  二、形成权的功能  三、形成权的成立  四、形
成权行使的限制  五、对形成权理论的反思与质疑    (2)知识产权新视野网络环境下数据库的保护  一、
数据库概述  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数据库  三、对数据库的特别法保护    (一)欧盟数据库指令与特别权
利    (二)美国关于数据库保护的行动    (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取的步骤  四、数据库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保护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诸问题  引言：已经拉开的大幕  一、保护模式：渐进与统一    (一)专利法
保护    (二)版权法保护    (三)专门立法保护  二、保护范围：延伸与继续延伸  三、保护条件：不走寻常
路    (一)实质条件：独创性与非常规性    (二)形式条件：登记  四、反向工程：空前一致的统一  余论知
识产权：破除建筑节能瓶颈的利器  一、建筑节能是实现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二、知识产权是推动
建筑节能，实现节约型社会的原动力和生命力  三、知识产权在建筑节能领域的表现形式  四、建筑节
能企业的知识产权现状和问题  五、建筑节能领域加强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的对策  六、
结语论技术中介的法律规制  一、技术中介法律规制之机理分析及价值取向    (一)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
变的承接    (二)技术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的弥合    (三)技术发展的成本与效益之考量  二、技术中介的
界定    (一)技术中介的内涵界定        (二)我国技术中介发展的路径选择  三、我国技术中介组织法律规制
的现状及立法选择  四、建立技术中介监管体系        (3)民事责任试析专家责任制度中的专家不当行为  
一、专家不当行为的概念  二、专家不当行为的类型    (一)高度注意义务违反型    (二)忠实义务违反型   
(三)不当信息提供型  三、国内典型专家行业中的专家不当行为    (一)医师的不当行为    (二)律师执业中
的不当行为    (三)注册会计师的不当行为  四、不当行为的危害性    (一)专家不当行为直接侵害了当事
人的利益    (二)专家不当行为也会侵害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三)导致专家执业行为失范，制约各专家行
业的发展    (四)专家不当行为导致市场交易行为失范，交易秩序受破坏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  一、
引言  二、知识产权持续侵权行为的性质    (一)知识产权持续侵权行为的界定    (二)持续侵权行为与继
续性债权  三、持续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适用    (一)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适用    (二)停止侵害
请求权不罹于诉讼时效  四、从比较法角度对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的完善    (一)英美衡平法上的“延
迟告诉”原则    (二)大陆法系中的“失权”理论论等同原则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适用  一、等同原则的
基本内容  二、适用等同原则的基本前提    (一)适用等同原则的制度定位    (二)适用等同原则的制度前
提  三、适用等同原则的具体标准    (一)美、日两国的借鉴意义    (二)等同判断的主体标准    (三)等同判
断的客体标准    (四)等同判断的范围标准    (五)等同判断的时间标准  四、等同原则的合理限制    (一)禁
止反悔原则对等同原则的限制    (二)公知技术抗辩原则对等同原则的限制        (4)域外法日本著作邻接
权制度研究  一、日本著作邻接权的概念及其本质  二、日本明治《著作权法》对“演奏歌唱”与“录
制作品”的保护  三、日本著作邻接权制度的设立及其基本内容  四、日本著作邻接权制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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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文集涵盖了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以及较广的私法领域，并从理论、制度、规范等多个角度进
行了探讨，如：对“物权一债权”二元结构之反思、功能性作品版权保护的理论变迁、知识产权立法
的模式选择以及中国大陆公司重整制度的检讨与建议等等，既有集中的理论研讨，又有对制度、实践
的中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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