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1988041

10位ISBN编号：7801988043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　编

页数：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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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问题研究>>

前言

　　在2004年1月召开的全国专利工作会议上，吴仪副总理明确指示，要求“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大
力推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为贯彻吴仪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国家知识产权局多次邀请经济界、科技界、法律界、知识产权界和企
业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召开研讨会，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与建议。
在此基础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4年8月30日向国务院正式呈报了《关于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的请示》，并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准，温家宝总理还就此做出了重要批示。
200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成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制定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是先将涉及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知识产权问题划分为20个专题，由不同的专
题研究小组分别进行调研和研究报告的起草。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专题研究工作是由十几个政府机构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作为牵头单位和责
任单位进行的，但实际上，几乎全国各地的知识产权教学研究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及部分
企业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过程。
而那些没有直接参与专题研究及报告起草工作的知识产权人也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且通
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主张，为各专题组研究工作的完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素材及资料
。
在这20个专题中，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就是一个相当重要且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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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举行的“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中，选择其
中的21篇集结成册，这些论文从理论、实践等多个角度来分析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司
法审判体制中存在妁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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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探讨】　　对知识产权若干问题的讨论——有感于一再加强的知识产权执法现状　　张平
　　2006年8月，随着浙江省义乌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在义乌国际小商品交易市场挂牌，
全国50个综合性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运行，并开通全国统一的“12312”知识产
权举报投诉电话和互联网在线举报投诉窗口（www.ipr.org.on）。
这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知识产权执法。
的确，由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增加，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严重不足，政府采
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
但是，回顾我国20余年知识产权保护走过的路程，哪一步不是在提升立法保护水平？
哪一步不是在加强执法力度？
而为什么外国政府和企业还是不断在抱怨？
不断在施加压力？
国内多数企业还是事不关己？
还只是在作为侵权被告的角色中匆忙应对？
中国企业受益的知识产权制度现在何处？
　　回到知识产权举报问题，WT0/TRIPS已经将知识产权定位于私权，即使其中还有许多公共政策管
理问题在讨论，但是从我国法律制度设立的权利性质来看，仍然没有超出民事权利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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