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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际商务活动日益活跃且更加丰富多彩，国际商
务规则也在发生种种变化，社会对通晓国际商务专业知识和通行规则的专门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因应这一大趋势，国际贸易及其相关学科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正在进行适应性调整，即更加注重国
际商务管理能力和实际操作业务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走务实之路已经成为很多院校国际贸易和管理学
科变革的重要方向。
突出表现为，一是在本属于应用经济学科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课程中加入属于国际商学和管
理学的课程，二是在教育部学科目录外开设“国际商务”专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迫切需要一套系统、完整和规范的国际商务系列教材，以满足本科教学和社会
培训之需。
为此，我们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国内部分院校的专业教师，编写了这一套“现代国际商
务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共有14部，包括：《国际商务概论》、《公司战略管理》、《跨国公司管理》、《国际
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法》、《国际结算与单证制作
》、《国际物流》、《国际金融》、《国际财务管理》、《国际投资》、《国际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
保护》、《国际商务英语》等。
　　务实是本套教材编写的基本指导思想，即要从当今世界的国际商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际出发，
基于国际商务教学和培训的实际需要，构造教材体系，组织编写内容。
就教材体系而言，在提供国际商务经营与管理的综合性知识的基础上，本套教材按照企业国际市场的
三种一般进入方式(亦即国际商务模式)--“贸易、投资、技术授权”，来分门别类地设置课程，课程(
教材)的重要性程度也依此顺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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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新的视角，系统深入地阐述了国际技术转让的标的、方式、交易程序，以及与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的国际惯例，详细介绍了国际技术转让所涉及的主要合同条款，及时全面地反映了国际技术转让
的最新发展趋势，以及相关国际和国内法规的变化。
在体例上，通过设置学习要点、本章小结、关键术语和复习思考题，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巩固每章的
学习内容，并通过配备专栏和案例分析，拓展学生的视野。
本教材既适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及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学习，也适合于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相关
人员作为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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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0.1　国际技术转让的标的　　0.1.2　国际技术转让中技术的范围　　国际技术转让的标
的尽管形形色色，但基本上可归入3类：一是具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即专利、版权和商标；二是不具
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的秘密技术，即专有技术；三是不具有或不再具有知识产权的公开技术。
下面主要介绍前两类。
　　1.专利技术（Patent）　　专利技术是指具有专利权的技术。
专利权是一国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发明创造人的申请，认为其发明创造（通常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在一定期间内授予发明创造人的一种专有权。
专利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享有就该项发明创造制造、使用和销售其产品的专有权，未经专利权人的同
意而擅自使用其专利技术，就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专利权既包括财产权，也包括人身权。
就其财产权部分而论，与一般的物权相比，专利权具有以下特点：　　①专利权的客体是一种无形财
产，而一般物权的客体为有形财产；　　②专利权的获得必须向一个国家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经过
法定的批准或登记手续方能产生，而一般物权的产生通常不必履行申请及批准或登记等手续；　　③
专利权具有独占的性质，在一定的期限里和地城内，就某项智力成果的专利权只能存在一个权利人，
而一般物权的权利人并不能以自己是某物的所有人来对抗他人对相同的另一物的所有权；　　④专利
权具有时问的限制，超过法定期限，专利权人便丧失了对其专利技术的独占性的权利，而一般的物权
则没有时问上的限制；　　⑤专利权具有地域性，在一国取得的专利权在他国不能当然地受到承认和
保护，若想使该项权利在他国也得到承认和保护，还必须履行他国的批准或登记手续，而各国对在他
国获得的一般物权通常都是予以承认的。
　　2.商标（Trademark）　　商标是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特定标记，它使得某一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或
提供者所生产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的生产者或提供者所生产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商标的所有者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对其商标的使用享有独占性的权利，即商标权。
商标权的产生通常是通过政府登记程序：申请人将其在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特定商标向政府主
管部门登记注册，经批准后，即取得商标权。
也就是说，商标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特定商标的使用享有专有权或独占权。
已经注册的商标除了商标所有人及其被许可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使用，而且也不得使用与注册商标
类似的商标，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
　　国际市场上大致有两种类型的商标，一种是生产厂家的商标，例如日本东芝公司使用的东芝商标
；另一种是经销商的商标，商品的生产者不具有商标权，而只是根据经销商所定的商标进行生产，经
销商将收购或订做的产品冠以自己的商标加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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