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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归类于民事权利体系。
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范，应适用于各种民事权利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为私权”，即说明知识产权法律归属的质的规定性；同时，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类财产的权
利形态，与有形的动产、不动产有着明显的差别，从而在权利本体、主体、客体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
特点，即知识产权有别于所有权的质的差异性。
上述问题即涉及知识产权基本范畴的研究。
从多维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具有多重属性：在私人层面，它是知识财产的私人产权；在国家层面，它
是公共政策的制度选择；较之于其他私有权而言，知识产权具有某种超越私人本位的政策工具属性。
因此，知识产权的制度功能、法律价值、政策目标等，与物权、债权等其他私权应有所不同。
上述问题即涉及知识产权一般原理的研究。
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是知识产权研究中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其内容包含知识产权
法律的基本范畴、基本功能、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等。
作为知识产权法的“总论”体系，其阐释与构建在理论研究中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有鉴于此，一些知识产权学者断言，知识产权法没有自己的理论，其意思一是言其太艰深，二是谓其
多歧见。
笔者认为，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才展现出有别于传统财产权研究的学术魅力，才
向知识产权学者提出了理论创新与探讨的学术要求。
此外，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理论工作者的学术偏好，它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
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形成，既是一个学科在学术上成熟的表现，更是相关制度建设得以成功的理论
保证。
近30年来，笔者心欲往之，却未修得正果。
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撰写论文《关于知识产权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88年第l期）、《关于著作权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3期），对这一问题有了
初步的思考，并在最早编著的专业教材《知识产权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中
构造了“总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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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科学化的归类和模块化的安排，遵循内在逻辑规律，按照范畴论
、变迁论、价值论、体系论和救济论的先后顺序对研究内容依次展开。
    本书可供知识产权领域学习者、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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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
二等奖、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二等奖、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等。
获选“2008中国知识产权年度最有影响力十大人物”，并被英国《知识产权管理》(MIP)杂志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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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其他角度的定义除了上述两种定义方式之外，还有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对知识产权所作的概括
性界定。
例如，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人类在智力创造活动中因智力成果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
通俗地说，知识产权法是规范知识产权产生、获得、使用和维护的法律。
”这是基于知识产权的产生过程对知识产权的界定。
还有学者从描述知识产权法规制对象的角度定义知识产权，例如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知识产权
是指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工商等领域内，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完成人或工商业经营活动中工商
标志所有人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
这种从知识产权规制对象出发的界定考虑到了用“智力成果权”解释商标权时存在的障碍，于是对智
力成果权与工商业标记权进行了区分。
有学者突破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两分法，将知识产权的规制对象扩展到有商业价值的信息。
还有学者也主张知识产权的规制对象包括了信息的一部分，但是在界定知识产权权利内容的时候将传
统民法上的人身权中的名誉权加以了吸纳，混淆了著作人格权与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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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为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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