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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知识产权的几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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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 纪 80年 代初我国就 已经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但 是 ,对 知识产权的概念 ,我 国法学界

至今 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笔者认为 ,现 阶段 ,知 识产权最科学的概念是指民事主体依据法律 的规定 ,支 配其所有的

信息 ,享 受其利益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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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产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产生

的权利

如果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来划分 ,人类社

会的发展 ,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自 然状态的原始社

会时期、农业经济社会时期 、工业经济社会时期和知

识经济时期。

在 自然状态的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力量不足以

支配 自然。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 ,人们为了

生存和繁衍 ,只 能结成特定的群体 ,在特定社会关系

中共同生产生活 ,共 同占有生产资料 ,共 同劳动 ,共

同消费。与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 ,人类有

占有 ,而无权利。在这一时期 ,没有权利可言 ,更谈

不上知识产权。

在农业经济社会时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剩余

产品的出现 ,随之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国家。法律

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法律的产

生 ,必然确定法律上的权利 ,这一时期法律规定了物

和物杈。严格说来 ,人 类的任何生产都必然包含有

知识的因素 ,但是 ,在农业经济社会时期 ,生 产所依

赖的主要是人的体力而不是人的智力。即使知识因

素在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不可能得到社会和

国家的普遍重视 ,国 家不可能赋予知识以产权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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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而成为权利客体。因此 ,物权 ,在农业经济社

会的漫长岁月中 ,一直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利形态。

在近代民法典以及 民法学理论 中 ,各 国法学家都认

为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法 ,是实质意义上的

私法。

在工业经济社会 ,资 源和资本是最为重要的生

产要素。
“
物

”
和

“
物权

”
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法律接

收了工业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交通、能源和大量 自

然资源 ,作为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由于电、光 、热、

气等无体物的开发、利用 ,在发展经济中的不容忽视

的地位 ,使先前民法上的
“
物 ,主要是指有体物

”
的规

定和人们传统民法的观念 ,受 到动摇 ,最 终 ,无体物

成为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18世纪英 国工业革命

的技术创新带动了人类对文化知识的追求。有识之

士认为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 ,知 识在社会实践中都不

断地丰富、发展并得以世代延续 ,并逐渐成为人们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培根在其经典论著《新工具》一书中 ,在 世界上

首先提出
“
知识就是力量

”
的观点。问题在于作为

“
力量

”
的知识是不是财富?是财富当然就要确认其

产权 ,就属于知识产权学界要解决的问题。在现阶

段应当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 ,人们的认识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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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解释道 :

“
知识也属于人的认识范畴。⋯⋯旧唯物论把知识

理解为个人认识上的努力和个人经验的成果 丿马克

思主义则从实践的社会性来了解知识的本质 ,把知

识看成是全人类的认识结晶。无论什么知识 ,只 有

经过实践检验 ,证明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 ,才

是正确可靠的知识。
”
匚1彐 (638页 )在 20世纪 80年代

末期 ,我 国也仍有法学专家认为 :“ 因为知识属于思

想 、观念性质的东西 ,对 知识无法实行独 占和垄断。

所以 ,知识本身不等于财产。
”
E2彐 (461页 )对 于仅仅

属于反映客观事物的认识范畴、思想观念的不是财

产的知识 ,从逻辑上讲 ,当 然就不能赋予产权。

然而 ,不管人们怎么样看待知识 ,知 识在发展经

济中都发挥着客观的、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人们

逐渐发现知识能够给人类创造财富 ,在 知识就是财

富这一前提下 ,有学者将知识定义为 :“知识包括人

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可以分为四大类 :

即知识是什么 ,知 道为什么 ,知 道怎样做和知道谁有

知识。
”
匚3彐 这就不是将知识仅仅作为认识的范畴 ,而

是作为非常客观实在的东西。随着知识在生产中重

要作用的凸现和 日益提高 ,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对知

识的需求 日益增长 ,“ 知识经济
”
的概念也相应地产

生。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

经济》专题报告中提出 ,知 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与

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与农业经济

社会和工业经济社会不同的是 ,当 知识经济逐渐成

为社会主导型的经济形态时 ,知识取代以往的土地、

资本等 ,在市场上发挥其交换价值 ,与 财产交换 ,成

为获取财产的新方式 ;并且可以说 ,知 识成了最重要

的生产要素和取得财富的主要手段。

知识经济社会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社会 ,实

现知识在经济领域的统治。但是 ,知 识经济社会仍

是商品经济社会 ,在 这一社会中 ,事 物的发展、社会

的运行还是需要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商品经济和

商品交换的首要前提是确认商品属于不同的主体 ,

当知识就是财富、就是商品时 ,知 识和财富一样 ,需

要法律确认知识的主体 ,同 时 ,也需要为掌握知识的

主体确认其知识的产权。知识本身并不具有物质的

有形形态 ,于是 ,在理论上出现了开始称有用的相关

的专业知识为
“
无形产权

”(hcorporeal Rights),这

就是最初的知识产权之概念。知识的内涵、知道谁

有知识或者说相关的专业知识在谁那里 ,跟知识产

权有关。在现行制度下 ,“ 谁有知识
”
也就意味着谁

对知识拥有产权。

可见 ,并 不是在任何社会历史类型发展阶段 ,都

有知识产权的存在 ,只有在知识经济社会 ,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 ,在物质财富十分充足、竞争逐渐激

烈、商品中知识的含量成为生产者交换者取胜的关

键时 ,知 识成为获取财产的一种方式 ,知识才成为杈

利客体——上升到知识产权。

二 再议我国知识产权的概念

尽管我国早在 1980年 6月 3日 就成为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的正式成员 国 ,但 是 ,对 知识产杈的概

念 ,我 国法学界对其认识、研究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

善的发展过程 ,至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

在 1986年前 ,很多学者在其著述中 ,更多地称

智力成果而不称知识产权。
“
智力成果

”
这一提法的

本身 ,就不存在
“
权

”
或

“
产权

”
之说。1980年 ,当 时

的西南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写的《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民法讲义》(初 稿)一书 ,还 没有知识产权的提法 ,

在第二十七章有两节内容 ,即 著作权 、发明权 ;这 大

概就是政法院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最早的教材。

1982年 的《民法概论》-书 ,仅在第三十章提
“
著作

权
”
、第三十一章提

“
发明权

”
E4彐 (288-304页 ),在

“
发

明权
”
一章中 ,增 加了

“
专利杈

”
一节的内容 ,仍然没

有知识产杈的提法。1983年 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

法原理》一书 ,第 三十一章命题为
“
智力成果权

”
,不

仅没有采用知识产权的提法 ,就连什么是智力成果

也没有作解释 ,直 接列 出两节 :“ 第一节 :著 作杈
”

,

“
第二节 :发明权

”
。

1986年 4月 zO日 颁布的《民法通则》,明 确将

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在此之后 ,高 等学

校编写的正式出版的法学教材 ,或有关 民法的理论

书籍中 ,终于有了
“
知识产权

”
的提法 ,开始为知识产

权下定义 ,阐 述知识产权的特征等等。

我国学者较早给知识产权的定义为 :“知识产杈

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对人们脑力劳动创造的精神财富

(智 力成果 )所授予的专有权或专用权。
”
匚5彐 (433页 )

也有学者在其著作 中一改知识产权仅仅是专有权 、

专用权的提法 ,开始明确认可知识产杈是-种 民事

权利 ,指 出 :“ 知识产权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法律术

语 ,英文是
‘
intelle。tual property’ ,根 据《民法通则》

的规定 ,知 识产权是指民事权利主体 (公 民和法人 )

基于创造性劳动所产生的 ,对 其创造的知识产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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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
”
E6彐 (497页 )代表法院的

学者们认为 :“知识产杈是指公民和法人对其在科学

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创造的精神财富 (即 智力

成果)依法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
匚7彐 (4⒃ 页)从《民法

通则》施行后到 90年代的民法学理论书籍 中 ,都有

了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对知识产权概念的表述 ,

众说纷纭 ,归 纳起来 ,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 一种说法

认为知识产权属于
“
两权合一

”
,即 既是财产权又是

人身权的一种民事权利匚8彐 (48o页 );第 二说法认为

财产分为物质财产和非物质财产 ,知 识产权是以脑

力劳动创造性成果 (即 非物质财产)为客体的知识财

产所有权匚9彐 ;第 三种说法认为 ,知 识产权又称智力

成果杈 ,是 民事主体依法对 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

成果所享有的所有权或专用权匚10彐 (331页 )。 知识

产权的概念不外乎包括这几点 :主体 ,即 民事权利主

体或公民、法人 ;客 体 ,即 创造性脑力劳动产生的智

力成果、知识产品、精神财富 ;内 容 ,即 所有权 、专有

权或专用权°。

某一概念从无到有 ,总 是表明学界对这一问题

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 ,众多一致的概念 ,只 能表明在

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并 不意味着众人所下

的概念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具有科学性。在现在看

来 ,上述概念 ,用 于作为知识产权的著作权 、专利权 ,

应当说还是行得通 ,但是 ,对于在经营过程中经营者

创造并使用的商标、标识、经营标记及其相应 的权

利 ,就很难说完全适用。

针对上述概念之不足 ,吴 汉东先生将知识产权

定义为 :“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 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

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

权利。
”
匚11彐 (1页 )这一定义 ,将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产

品标记、商业标志、服务标记、商号等等都纳人了知

识产杈的范围。必须承认 ,吴汉东先生给知识产权

的这一概念 ,胜过前面各种教科书中所定义的概念 ,

它不仅谈到了知识产杈的客体有创造性脑力劳动产

生的智力成果 ,而且 ,将 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

信誉等也即商标明确地提出是知识产权的客体 ,既

扩大了知识产权的客体 ,又 能切实地客观地反映知

识产权调整的范围。

但是 ,上 述对知识产杈概念的表述存在着共同

的不足之处 :⑴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 ,但是不同

的民事权利有着本质的区别 ,吴先生的这一概念与

前面所有的概念一样 ,都没有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

40

事权利区别开来 ;⑵这些概念都缩小了知识产权的

权利主体的范围 ,仅限于智力成果的创造者 ,排除了

继受取得知识产权人享有的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 ;

⑶这些概念都将知识产权客体规定得过于封闭 ,对

业已存在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没有完全包括 ,同 时 ,对

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新的知识产权更不适用。

张玉敏教授在她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 ,将 知识产

权的概念定义为 :“ 知识产杈是民事主体依据法律的

规定 ,支配其所有的信息 ,享受其利益并排斥他人干

涉的权利。
”
匚12彐 (15页 )看 似简短的定义 ,包含 了五

个方面的内容 :⑴ 明确 了知识产杈属于民事权利的

范畴 ;⑵ 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信息 ;⑶ 明确

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是受保护信息的所有人 ;⑷

明确了知识产权的内容是权利人享有对信息的直接

支配权 ;(5)明 确了知识产权不仅包括完全的知识产

权 ,还包括通过许可授权的不完全的知识产权。

与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概念的表述相 比 ,这 一

概念在现阶段应当是最为科学的 ,其理由如下。

1.前 述的其他概念都没有将
“
信息

”
作为知识产

权的保护对象 ,最多的是将智力成果作为保护对象。

张玉敏教授的这一概念明确地将信息作为知识产权

的保护对象 ,有三方面的意义。⑴信息本身包括了

创造性智力成果 、商业标志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

信息 ,这就囊括了原有的、现在仍然存在的知识产杈

的保护对象。⑵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信息 ,这 客

观地反映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 ,已 经不是工

业经济时代 ,而是以高科技为支柱、以信息资源为依

托的信息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突飞

猛进。信息 ,这 种无形资产的产生 ,对知识产权体系

的重新审视和建构提出了挑战 ,要探索、研究、发展 、

完善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特点、体系等等问题 ,将信

息作为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是首要的、十分必要的。

⑶
“
信息

”
本身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 ,将 信

息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 ,就 为知识产权保护范

围的扩大预留了空间 ;当 新的知识产权随着科技发

展 、新的信息问世时 ,由 于信息作为开放性的概念 ,

这一定义不因知识产权新客体的出现而过时。

2.信息作为非物质形态的知识 ,是一种财富 ,要

产生民事权利。张先生的概念在确认知识产杈是民

事权利的同时 ,将其与其他民事权利区分开来 :知 识

产权与物权都是具有排他性的专有权和垄断权 ,将

信息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 ,这就与物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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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物区别开来 ;明 确知识产杈是权利人对信息

的直接支配杈 ,这就与作为请求权的债权相区别。

3.该定义准确地囊括了现阶段知识产权的权利

人。将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界定为受保护信息的所

有人 ,这就表明 ,只 要对信息拥有权利 ,不管该权利

是因创作原始取得 ,还是经授权许可继受取得 ,都是

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人 ,从而否定了我国大多数学

者提出的知识产权人仅仅是智力成果创造人的观

点。事实上 ,现 阶段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包括智力成

果的创造人即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人 ,也包括知识

产权的继受取得人。在论及知识产权的内容时 ,学

者们都无一例外地承认知识产权既有创造信息的人

享有的完全的知识产权 ,还有创造人通过授权许可

他人享有的不完全知识产权 ;但是 ,在定义知识产权

的概念时 ,往往就将享有不完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排除在权利主体之外 ,将知识产权权利主体仅仅界

定为智力成果创造人 ,这就缩小了知识产权权利人

的范围,且与享有该权利范围的客观事实不符。

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发展 ,反 映出我国民

法学理论对知识产权研究的发展 ,反 映出当社会发

展到知识经济时代 ,法律对知识产权的认同、保护势

在必行。

三 保护知识产权的意义

在现阶段 ,我 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 ,从宏观层次

上看 ,其作用在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

济发展。从微观层次上看 ,其作用在于鼓励发明创

造、技术创新、文艺创作和公平竞争。具体地说来 ,

法律对我国知识产杈的确认和保护 ,具有以下重要

意义。

(一 )我 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历程表明法律有必要

确认知识的产权

我国法律对
“
知识

”
性质的界定 ,经 历了一个曲

折过程。在计划经济年代 ,我 国政府在人才是国家

培养、人才的知识应当
“
公有

”
的思想指导下 ,有力

(即强制性)地将全社会的人才组织起来 ,建立起较

为完整的科技力量体系和工业体系 ,这 些由国家培

养的精英、吃国家饭的人才 ,为 国家的计划科研项目

作出了艰巨的高难度的创造和创作性劳动 ,这些艰

巨的劳动被作为无私奉献由国家给予高度的精神鼓

励后 ,便 由国家将科研项 目统一加以推广应用。但

是 ,国 家作为创新劳动的拥有者、垄断者 ,其结果是

极大地挫伤了科技人员的创造积极性 ,严重阻碍了

生产力的发展 ,造成了资源和人才浪费、创新程度低

的严峻局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中 ,我 国在 80年代 ,完 成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

本框架 ,确认了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 (即 私权 )的 性

质 ,确 认知识产权除创造者使用外 ,可 以用于交易并

获得收益。90年代以后 ,我 国陆续加人了以保护工

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

一系列重要的知识产杈国际保护公约。相应地 ,我

国知识产权法对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创作 、创新劳

动不再实行国家垄断 ,而 是按 民法的性质提供私权

保护 ,这就极大地激励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在技术

创新和文艺创作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使企业

认识到知识在竞争中的作用、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 ,

提高了企业使用科学技术 以增强企业竞争力 的意

识。这一切 ,促使我国的文学艺术、科学创新有了长

足地进展。

(二 )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确定法律更有必要确

认并保护知识产权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 识 、信息与物同样是财富。

但是 ,二者相比 ,物作为有形财产 ,在 同一时间内只

能由一个人使用 ,如 果没有法律的保护 ,物 的权利主

体还能实际控制和占有物。然而 ,信息、知识这种无

形财产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 ,主 体则将—无所有 ,

比如创作的著作、使用的商标 ,法律不加保护 ,任 何

人都可经模仿、盗版、仿制雨加以使用 ;任何-项知

识和一条信息在使用上都不具有排他性 :-项发明

能够被专利权人和众多的非专利权人 (虫口各种生产

厂商)同 时付诸实施 ,一部作品可以印制出成千上万

册、由无数人同时阅读和欣赏 ;而且这些知识性产品

的价值并不因被多人 占有、使用而减少或丧失。知

识在本质上无法由掌握知识、创新知识的个人所独

占。知识的难创造、难控制、易分享 (有 学者从经济

的角度分析称为 :创 造成本高、传播成本低 )的性质 ,

使创新信息、知识的生产者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

中 ,要想回收创新信息的成本、收回知识的价值 ,非

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 ,对 知识的占有、使用 ,由

国家确认其产权和其他权利 ,并 以法律的强制力来

保护这种产权 ,就 显得 比对物权的保护更为重要。

经国家确认的知识产权 ,如 同物权一样 ,是受法律保

护的独 占杈 、垄断权。独 占与垄断不利于竞争 ,但不

保护知识产权的独 占、垄断 ,就不可能有科技、文艺

的发展。只有通过赋予信息生产者或创作者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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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地域和时间内排除他人使用其信息资源的垄断

权 ,只 有由法律对创作人智力创作成果加以保护 ,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才能有力地刺激、鼓励信息生

产者去探索、发现、创新、发展和完善人类的知识。

(三 )保护知识产权有助于不受制于他国的束缚

从现代国际社会来看 ,有 学者以
“
头脑

”
和

“
手

脚
”
来比喻国际分工。随着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

来 ,拥 有先进知识的国家将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
“
大脑

”
,知识落后或缺乏知识的国家就成为这个分

工体系中的
“
手脚

”
。
“
大脑

”
提供知识和技术 ,“ 手

脚
”
进行生产和装配。

“
大脑

”
指挥、支配

“
手脚

”
的行

为 ,“手脚
”
受

“
大脑

”
的支配、制约和管理。随着知识

的不断进步 ,这种
“
大脑

”
和

“
手脚

”
的分工将成为越

来越普遍的现象E13彐 (344页 )。 对个人而言 ,拥 有知

识的人将支配、统治缺乏知识的人。没有知识的人 ,

处于受制于人的地位 ,这就不是社会分工的不公平 ,

而是根据知识进行分工的必然结果。

对国家而言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本国自主

的知识产权 ,是难以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法律承

认并保护知识产权 ,有 利于提高一国在国际贸易市

场上的竞争力。国际市场是没有任何政府强权干

预、调整的自由竞争市场 ,“ 落后就要挨打
”
,越穷越

要付出代价 ,这不仅在农业经济社会和工业经济社

会如此 ,在知识经济社会也是如此。
“
比如 ,依照美

国《克莱顿法》的规定 ,卖 主没有正当理由而对交易

条件相同的若干买主实行不同价格的价格歧视是违

法的。但是 ,19gs年 8月 31日 ,中 文版 的 Win-

dows98开 始在中国发行 ,其销售价格定为 1998元 ,

而在美国的价格是 109美元(折合 1000元人民币),

在 日本的价格也不过折合人民币 1200元 。据保守

估计 ,我 国一年的计算机销售量为 ⒛0万 台(比尔 ·

盖茨称有 300万台),以 100万台新售出的品牌机捆

绑销售的 Wind°ws98计算 ,与在美国销售的差价就

达 10亿元人民币。这也就是说 ,我 国消费者因为

微软公司的差别价格一年就要多支出 10个亿。再

如 ,微软公司为了剿灭我国国产软件 WPS97,在

WPS97发 布前夕,匆 忙推 出 97元 超低 价格 的

Word97版 本。不管是 Word97的 低价还是 Winˉ

dows98的 高价 ,其 目的都是相同的
”
匚3彐 ,就是要使

我国的计算机在本国没市场 ,更不可能去占领国际

市场 ;而使美国的微软公司垄断我国的计算机市场 ,

垄断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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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 国的科技实力现状、我国

现有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是令人担忧

的。有学者明确指出 ,“ 我国大多数高科技企业由于

种种原因宁愿花钱买技术 ,而 不愿花钱 自己培养人

开发技术 ,导致这些企业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太少 ,

这也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 ,中 国将

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受制于人。我 国高科技研究
‘
863’ 计划的倡导人、著名科学家王大衍院士说 ,目

前我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但是最

基本的芯片都是由国外进 口的 ,一旦
‘
卡脖

’
,就会波

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
匚3彐 。一个知识先进的国

家 ,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处于支配地位 ,

知识落后的国家则将处于被支配、受制约的地位。

任何一国 ,只 要没有与先进国家抗衡的 自主知识产

权产品 ,就很难不屈从于国际知识产权垄断。因此 ,

我国法律要在保护和发展我国的自主的知识产权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才 能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立足于世界之林 ,处于不败之地。

(四 )保护知识产权 ,有 利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和

繁荣

现代各国 ,尤其是发达国家 ,国 内各企业主要是

凭借知识 、知识产权 占领市场、开发产品、发展企业 、

富国强民。西方社会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工业

化程度以及精深的文化 ,离 不开西方国家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比尔 ·盖茨曾经说过 ,美 国对知识产杈

的有效保护 ,是他的企业和他个人成功的前提条件。

反言之 ,如果没有美国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比尔
·盖茨个人和他的微软都不可能成功。

我国也有凭借知识产权 占领市场、开发产品、发

展企业的典型例子。王永明发明的
“
五笔字型

”
汉字

输人技术和王选发明的
“
高分辨汉字字型发生器

”
技

术 ,引 发了我国打字行业、印刷行业的深刻革命 ,打

破了外国人认为的汉字的输人和排版不能直接进人

计算机处理的偏见 ,使我国的新闻出版、工艺美术设

计与软件开发等版权产业形成了-定规模。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如同农业社会 、工业

社会的土地、人力 、资源和资本一样 ,是赚钱的手段。

然而 ,仅仅是谈论科技知识、信息经济 ,这些都不会

自动成为一国的产权。在以高新科学技术为特征的

国际竞争中 ,我 国尚所处于落后境地 ,要想在国际社

会中立稳脚跟 ,维护 自己合法的自主权利 ,协调国际

利益 ,我 国必须 自强奋起 ,急 起直追 ,抓住时机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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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知识经济 ,创 造、保护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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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e哟 °ys full mernbership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e early

1980s, but its jurisprudence circle faⅡ s to get to a co∏lrnon 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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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ts information, e刂 oying its benefits and excluding interference fro∏ l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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