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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知识产权的论点

“我们必须积极地支持国家的专利
事业，强化专利制度的作用，大力
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市场
前景的高科技产品，以便推动经济
的长期发展。”

江泽民主席，2000年

“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长期而

又紧迫的任务，它能形成激励机制，
从而加速软件业和IC业的发展⋯有
关部门应该加强对走私和软件盗版
的打击力度，对有组织的软件盗版、
生产和销售活动，要严加调查，并
给予法律制裁。”

国务院，2000年



对中国来说，知识产权重要吗？

2001-2005年的五年计划
的重点就是发展高科技，
主要侧重于信息技术(软件
和集成电路)、生物技术、
新型材料和太空技术。

战略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
来加强整体的工业发展。

科技部支持着161个国家实
验室和197个工程中心。

从1996到2000年，高科技
产业以年均21.2%的速度发
展，比整个工业部门的发
展速度高出11个百分点。

教育部选定了33所大学，
建立附属的计算机软件产
业，以培养高水平的软件
开发人员，目标是每年培
养1万名以上毕业生。

9月20日国务院制定了振兴
中国软件产业的行动计划。



软件盗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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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体系所包含的内容

法律和法规条款清晰，界定的权益与国际标准相符

公众明确意识到知识产权的价值

执法系统能有效地遏制潜在的违法侵权行为



中国的知识产权简史

1980 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82 宪法提到发明权和艺术创作权
1982 商标法实施
1984 专利法实施
1986 民法通则规定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
1990 著作权法实施
1991 制定有关计算机软件的法规
1993 不正当竞争法实施
1994 决定打击著作权法领域里的违法犯罪活动
1995 制定边境保护条例
2002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遵守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专利、商标

和著作权等法律的修正案，以及相关的法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体系

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

国际事务

专利事务

国家工业和商业管理部门

TMs

不正当竞争

国家著作权管理部门

著作权

海关

检察院系统

警察

法院(专门法庭和非专门法庭)



法律规范的发展

实际管理部门

执行和解释法律法规

起草法律法规
国务院法制局

审定、修改和提交法律法规草案
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提交法案

颁布法规
最高法院

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关键地区法院--北京和上海引导着对新问题的思考



知识产权的执法: 结构

行政执法
益处: 快捷,简单,有效,可以利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弊端: 没有损害赔偿金,成本高,罚金低,而且并非永远有效

民事诉讼
益处:提供判例,有损害赔偿金,有持久性
弊端:成本高,时间长,有些因素无法预测

刑事诉讼
益处: 传递强有力的信息/起遏制作用
弊端: 还没有充分实施,与行政官员的协调很差

海关
益处: 能够抓获大规模的走私运输
弊端: 记录过程繁琐



案例研究

商标侵权: 假冒伪造产品

依靠地方工商管理部门查
处零售商

由零售商上追至批发商和
制造商

警察和检察系统介入对制
造商采取的法律行动

在追究刑事责任之后提出
民事诉讼

著作权侵权: 公司作为终端使
用者

找到非法的使用者

请求行政管理部门采取行动

谁？

他们会做些什么？

提出法律诉讼

使用什么样的证据？

采用什么样的取证标准？



知识产权执法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现有的政策授权范围内采取行动

尽量在本地解决问题，除非地方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
还要向地方提供训练

避免提出新的理论或新的要求

利用强制的和利益上的资源来行使权力

与地方各有关方面合作(合作伙伴、产权所有者等等)

公众对政府的介入有着足够的了解



知识产权执法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

提高认识，推动政治上的授权去采取行动[QBPC例子]

对法官、警察、检察官、律师和行政官员进行培训

宣传知识产权对中国的价值

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使之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价值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什么？

修订了法律

人们更多地认识到知识产权在提高竞争力中的作用，从而
更积极地保护知识产权

对实施状况有了国际检查

但是标准还不清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是问题的关键



行动项目

与那些在知识产权保护中行动积极的部门合作，如QBPC, 
BSA等。

在事发地采取行动，边做边了解什么措施有效。

参与教育交流项目，提高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管理人员
的认识水平，增强其执法技能。

在双边、地区性(亚太经合组织)和多边(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就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
具体措施等问题，加强政府与政府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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