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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创新、建设创新性国家的过程中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何利用、保护我国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鼓励创新，并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角度进行合理的制
度设计安排.已经成为重要的立法工作任务。
《原住民遗产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汇集、翻译了国际上有关国家、地
区在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方面的相关资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比较研究，是一项基
础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末，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进入了知识产权讨论的范围。
《原住民遗产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研究并试图回应许多长久以来的需
求，即系统地阐述现行知识产权、特别解决方案（suigeneris
solution）及各种法律机制在充分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方面的可能性。
这种阐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足以充分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
识和民间文艺。
相应地，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就知识产权以及包括特别保护在内的各种法律机制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
清晰并客观地阐述各种法律和保护模式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期为立法、执法和其他方面作出解决方案
提供基础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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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上下文中的第8条第10款：作为国家义务和国内法限制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b）主体和内容
　第六节 正在进行的讨论：国际论坛中有关原住民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近期发展
　　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Ⅱ.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的传统知识
　　Ⅲ.《生物多样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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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结论
第三部分 不同领域的原住民资源分析
　第一节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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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人：Antony Taubman和Matthias Leistner
　　Ⅰ.事实层面的发现
　　1.传统知识的特征
　　2.事实信息的来源
　　3.术语和定义
　　（a）选择术语
　　（aa）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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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最后的思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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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导言之后，第二部分提出了国际公法中原住问题的基本框架，特别是为了把原住资
源和知识的特别问题置于更广的场合；原住资源和知识的问题仅是其中讨论的一个方面，尤其是自决
权的一个方面。
第三部分涉及原住资源和知识的诸多不同领域，即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原住名称和设计以及民间文
学艺术。
因为这些章节是平行的，于是设计出如下设想：首先引起上述问题的现实情况，包括主要通过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的各项调查研究框架表达的原住民需求的各种事实，相关市场的潜力和产业的利益。
依靠着这些现实的背景和平行结构，继续分析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法律状况，即知识产权法的现
行保护、知识产权之外的和之前讨论过的各种模式。
除了这个平行结构，这些章节的作者独立工作并表达其观点。
第四部分从比较的视野阐述了这四个平行的问题，提出结论草案，指出哪些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并
提出了建议。
我们意识到本研究仅仅是由西方文明的代表所撰写而成并且仅仅是由专于国际公法和知识产权法领域
的学者完成的事实。
尽管我们试图通过对原住民自身表达的各种需求进行分析而在研究中包含“区位”的路径（“ermc
”ap-proach），然而，我们明白我们的路径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从原住民的观点来看，也难以
在全部的论题上做得恰如其分。
特别是，如果脱离了整体的背景，本研究中四个部分一一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原住名称和设计以及
民间文学艺术之间的区分将不具有意义。
然而，由于我们要对当前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展开分析，而知识产权法本身根据保护客体的不同而区分
了不同的领域，即技术和艺术领域，正如关于知识产权法的其他活动和研究所遵循的方式一样，这种
区分似乎是最合适的。
故而，本研究应被视为更广意义上的原住资源和知识问题的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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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住民遗产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是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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