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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总论》自始至终坚持知识产权法是一项以激励和自由为核心的公共政策的观点，贯彻民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特别法这样一种整体性知识产权法的观念，区别立法论和解释论的不
同视角，界分知识产权权利和知识产权利益的不同位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权性请求权和债权性请
求权的不同意义。纵观全书，总体思路明确、问题意识强烈，明显呈现出体系新颖别致、解释独到细
腻、理论紧密联系实三个特征。《知识产权法总论》既是知识产权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探讨问题的
起点，也是知识产权实务工作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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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创作法　　第一章 作品的保护——著作权法　　第一节 著作权法的趣旨　　著作权法讲
求文化的多样性，与专利法讲求技术的先进性和唯一性不同，与商标法讲求商标的识别性也不同。正
因为如此，著作权法在设计作品享有著作权的构成要件时，较专利法在设计发明创造享有专利权的构
成要件时要低得多。非常明显的表现是，在著作权法领域，只要是各自独立创作的，同一主题上可以
同时存在多个著作权，因而发生著作权共存现象（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
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而在专利法领域，尽管是各自独立创作的
，同一主题上也只允许存在一个专利权，即使存在先使用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之所以说著
作权法讲求的文化多样性和商标法讲求商标的识别性不同，是因为尽管二者存在交叉之处，即构成著
作权客体的作品往往可以用来作为商标使用，而作为商标使用的标识很多情况下也可以构成著作权保
护的作品，但著作权法采取著作权一创作完成就自动取得的事实主义和非要式主义，和该作品是否实
际使用没有任何关系，而商标法最终总是要求作为商标使用的标识必须实际使用，因为只有在实际的
使用中才能产生识别性。在采取使用产生商标专用权的国家自不待言，即使在采取注册产生商标专用
权的国家，最终也是如此，因为获得核准注册的商标如果连续三年不实际使用，主管机关可加以撤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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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以及在确认、保护与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
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创作和科学技
术研究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强智力成果的广泛传播，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协作
。

Page 7



《知识产权法总论》

精彩短评

1、蛮好玩的
2、在陶鑫良、袁真富教授的《知识产权法总论》出版三年之后，非常高兴看到又一本《知识产权法
总论》面世了。但是，本书与一般论述部门法总论的著作相比有所不同。本书其实并非只是“总则”
性质的总论，而且还包括了“分则”的总论。真正的关于知识产权基本理论的总论部分只占到全书篇
幅的九分之一，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等单行法中的理论问题。特色之二在于作者并未人云亦云，而是毫不掩饰地对当前知识
产权法学的一些主流观点提出了批评。比如，否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兜底保护法的观点，
指出民法才是知识产权法的兜底保护法；再如，否定我国侵害知识产权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推
崇借鉴日本的经验。
3、纯理论
4、观点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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