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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型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法律制度研究》内容简介：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和政府确立的国家发展目
标。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
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2005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
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
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
会上提出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强调在这一进程中政府的主导
作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
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党的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召开，10月21日闭幕）重申“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基本
国策的选择，再到“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足见科技在当今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和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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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科技创新制度  《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解读  品牌战略与知识产权保护  论我国政府在科技创
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知识产权战略与建设创新型国家　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
理策略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专利权保护的路径选择——以构
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视角　信息产业限制竞争的主要表现和反垄断规制　高校图书馆如何
开展创新型人才的信息素质教育　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论和谐社会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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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法》第二编 科技成果制度　企业著作权策略　运动员肖像权法律保护的探究——兼评刘翔肖像侵权
纠纷案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型社会保驾护航——青岛市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介绍　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　试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论我国知识产权意识的培育
　网络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　欧盟外观设计法律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浅析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
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知识产权争议问题论要　论著作权法律制度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以近代著作权
法为视角　论网络中介服务商的版权侵权责任　迸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谈新《科学技
术进步法》的修订　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与奥运隐性营销同题的探讨　简论我国电子商务商业方法
的专利保护　论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平衡　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试析网页的著作
权保护　科技法与我国民族商标品牌的法律保护　网络环境下驰名商标淡化研究第三编 科技经济法与
科技行政法研究　生态文明与环渤海地区循环型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的研究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
立法不足　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浅论　和谐社会下对循环经济的法律思考　网络化：消解高校学
报发展限制因素的必然路径　中国政府CIO制度建设必要性探析　民法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价值与制度的双重考察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环境及完善　论我国优势企业的科技垄断及法律应
对　论科技法内涵、外延与功能⋯⋯第四编　科技环境法研究第五编　科技刑法与科技程序法第六编
　科技法其他热点问题附件一：山东省法学会科技法学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2008年学术年会综述
附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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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解读一、《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初，邓
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又是我国新
时期的发展战略。我国科技工作历来有着讲政策的传统，但如何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宪法精神，运用法律手段解放和开拓第一生产力，这个问题提上了我国科技工作和法治建设的议
事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后
伴随科技进步的主旋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推进了科技系统的机制转变、结构调整和流
程再造，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型体制正在形成。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我国改革和
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科技立法要抓龙头法，抓主要矛盾，解放科技第一
生产力。这是当时参加这项工作同志的共同心声。”《科学技术进步法》于1993年7月应运而生。“我
国科学技术领域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步入法治轨道，起步是顺利的，开
局是良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施行，对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我国科技进步工作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尤其是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些，对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国家科技基本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要求
不适应的突出问题主要是①：企业科技投入积极性不高，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财政性
科技投入需要进一步增加，科技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科技投入特别是财政性科技投入的效益有待进一
步提高：科技人员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有待进一步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够，产
、学、研结合不够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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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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