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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迁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入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获评第

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文化名家暨“四个—批“人才、“全国知识产权保护

最具影响力人物”、“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中国版权卓越成就者”、“全国

优秀教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上海市五一劳

动奖章、＂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一等奖”。

兼任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和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担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等多家法院

和检察院的咨询专家，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专家委员会成员；在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 2012 年《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和 2013 年《马拉喀什条约〉外交会

议中任起草委员会成员和中国代表团成员。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课

题、司法部课题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省部级课题，以及国家版权

局、文化部等部委委托的大量课题。独著《版权法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与规制研

究）《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视听表演北京条约〉释义〉《论”基因

歧视”及其法律对策儿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和评论百余篇。研究成果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中

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编写说明

见到这本书，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本书的作者已经撰写了《知识产权法教

程》（第七版），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关于知识产权法的教材呢？实际上，这本教材的定

位与《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并不相同。《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力求做到由

浅入深，既讲解基础内容又探讨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的疑难、复杂和争议问题，不仅可

供本科生学习（以书中主体内容为主），也可供研究生使用（以书中采用变体字的内容为

主，如“理论研究”专题等），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教材内容较多，篇幅较长，近 700

页的《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也有些令人望而生畏。

相比之下，本书适合本科生和实务工作者作为知识产权法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参

考用书。它针对目前主流教材因受篇幅所限，内容较为原则和抽象的现象，对核心知识

点结合现实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详尽的阐述，特别是配合典型案例和题型多样的练习

题（其中有不少练习题之前曾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期未考试试卷中使用过），力求使

本科生和实务工作者能对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规则有较为清晰和透彻的理解，既可以为参

加各类考试做准备，也可以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知识产权法打下扎实的基础。本书也

将部分有较高思辨性的理论问题设计成思考题，并以“参考答案”的形式提供了作者的

初步思考。当然，对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参考答案”也仅供参考，读者当然可以通

过自行思考得出不同的结论。

总之，这本书凝聚了《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的精华，其篇幅与讲解深度则更

适合本科生和其他初学者的学习要求，其中的＂典型案例”可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参

考，各类练习题则可用于巩固基础知识和进行延伸思考。期望读者对这本书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以便在之后的修订中不断完善。

王迁

2022 年 10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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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工业产权（产业产权）

图 0-1 传统知识产权的分类

图解：

专利权

商标权

其他工业产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权 、 植物新品种权等）

“工业产权”中的“工业”不是指与“农业”和“服务业”并列的“工业”，而是泛指“产业”，包

括农业和服务业。

客体与其物质载体可分离

专有性（强调无“自用权”)

知识产权的特征

地域性

时间性（适用千部分知识产权）

图 0-2 知识产权的特征

图解：

四个要点： （ 1) 物质栽体（有体物）所有权与占有的变动与知识产权归属元关 。 (2) 知识产权人是

否可以以及以何种方式自行利用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知识产权没有关系。 (3)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



t知识产权法学核心知识点精解

尼公约》对地域性的影响在于自动保护原则，成员国国民的作品在其他成员国自动受保护；《保护工业

产权巴黎公约》没有创造出世界专利权或世界商标权。在某一成员国合法获得的专利权或注册商标专

用权在其他成员国并不能受到保护。（4) 著作权和专利权的保护有法定期限；注册商标专用权每 10 年

续展一次，经过续展可以一直受保护。

体现于，＇，

图 0-3 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

图解：

三个要点： （ 1) 知识产权的客体不是物质栽体（有体物）本身，而是物质载体所承栽的智力成果

和其他客体； （ 2) 以虚线为界，拥有任何一边的权利不一定同时拥有另一边的权利，因此转移作品的

载体并不导致知识产权的转移； （ 3) 侵犯任何一边的权利不一定同时侵犯另一边的权利。

一个例外：《著作权法》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但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

一五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一、正确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

©难度与热度

难度： ＊＊女热度：女食

知识产权是人们依法对自己的特定智力成果、商誉和其他特定相关客体等享有的

权利。

对于知识产权的概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知识产权的客体不是有形的物质，

而是智力成果或商誉等非物质性客体。这是知识产权区别于物权的特征。其次，对“知

识产权”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对知识的财产权”，因为并非任何知识都能产生知识产

权这种财产权。只有符合知识产权法规定的特定形态和特征的知识形态才可能成为知识

产权的客体。公有领域中的知识，如历史、地理知识本身不可能获得知识产权（对公有

领域知识的独创性表达可以形成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最后，“知识产权”这一术语

容易使人形成一个印象，那就是只有智力活动创造出的知识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也正

因为如此，知识产权曾经长期被称为智力成果权。而事实上，有一些知识产权的客体与

智力创造并尤直接关系。例如，经营者完全可以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奇花异石的图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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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或公共领域的词汇注册为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 。 因此，需要对“知识产权”

中的“知识”进行广义的理解。

二、正确理解第二类知识产权：工业产权

©难度与热度

难度： ** 热度：女

传统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其中著作权自成一体，专利权和商标

权合称为工业产权（见图 0-1) 。

之所以将专利权和商标权统称为“工业产权”，是因为它们的客体不像著作权的主要

客体 作品那样，能够给人带来美感和精神享受（计算机程序有特殊性），而是主要应

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 。 专利权保护的是能够在工农业等领域进行实际应用的技术方案和

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权保护的是在商业流通领域使用的商标所体现的商誉 。 虽然外观

设计和部分商标也有美感，但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客体的主要作用并不在千给人以美的感

受 。 如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非常庞大和笨重，难有美感可言 。 发明计算机的意义在于它

能够应用于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以其超强的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给人们带来经济

利益 。 商标也是如此：“麦当劳”“IBM" “华为”等商标身价极高，但其价值并不在于商

标的文字和图形本身设计得多么赏心悦目，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商品

或服务的质量 。

需要注意的是，“工业产权”中的“工业”不能仅被理解为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它

还包括农业、服务业等“产业” 。 “工业产权”源于英文 industrial property,“产业产权”

应是更好的翻译 。 以此为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被纳入知识产权保

护范围的许多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和商业秘密等，也都

属于工业产权 。

二节知识产权的特征和性质

一、正确理解知识产权的特征

©难度与热度

难度： ＊＊＊＊女 热度：女女会会

知识产权的特征是指知识产权相对于物权（特别是其中的所有权）而言所具有的特

点 。 物权和知识产权都是财产权，而且都是绝对权（对世权），但知识产权存在客体的非

物质性（又称尤体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突出特征，同时 ， 强调知识产权专有性的意义

在于否认其有“自用权” 。

（一）客体与其物质载体可以分离

知识产权与物权相比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客体不同 。 物权的客体是物，而且主要是

有体物 。 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固定该客体的物质载体可以分离，是有别于物质载体的作

品、发明创造和商誉等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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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3 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进行说明（为了方便讲解，统一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简

称为“智力成果”，但如上文所述，非智力创造成果其实也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知

识产权的客体往往是依附于物质载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物质载体本

身，知识产权的客体只是用于固定该客体的物质载体所“承载”或“体现＂的成果 。

例如，一本 300 页的小说书实际上是由两种客体构成的：其一， 300 页纸的整体是

有形物质载体，它们是物权的客体。其二， 300 页纸上印有文字组成的小说（文字作

品），而小说是著作权的客体。 300 页纸的物权和小说的著作权完全可能由不同的人享

有。作者创作完成小说之后，就对作为文字作品的小说享有著作权。作者授权出版社将

小说出版发行之后，印出的 1 000 册书为 1 000 名读者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通过

购买小说书仅仅取得了载有小说的 300 页纸的所有权，而没有取得纸张上作品的著作权，

因此，读者不得对小说行使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归属于小说作者的著作权。而小

说作者对 1 000 本已经售出的小说书不享有任何权利，因为其通过创作小说仅仅获得了

对作品的著作权，而没有获得对作品物质载体的所有权。尽管人们一般也会通过获得小

说的物质载体来欣赏作品，但小说作者的著作权的客体并不是纸张，而是纸张上承载的

作品。小说在被印成 1 000 册小说书之后，小说就有了 1 000 个物质载体，但这 1 000 个

物质载体之上只有一部作品。 1 000 个物质载体作为 1 000 个物，其所有权可以由 1 000 

个人所享有，其中任何一本小说书的著作权仍然归属于作者 。 同样道理，对千雕刻作品

而言，尽管创作者需要以某种有形的物质载体来固定作品，但著作权的客体并不是那一

块固定了作品的石头，而是石头所固定的作品本身 。 现代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雕刻进

行无限量的复制，可以放大复制，也可以缩小复制；可以在石头上复制，也可以在塑料

上复制。但是，无论最初的雕刻被复制了多少份，有多少个质量不同、材料不同的载体，

作品始终就是一个。是这一个作品，而不是那许许多多用于固定作品的物质载体，才是

著作权的客体。

对图 0-2 所反映的“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物质载体可以分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进一步理解：首先，图 0-3 中涉及的权利以虚线为界，虚线左边为知识产权，右

边为物权，享有一边的权利并不等于享有另一边的权利。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获得

了物质载体并不等于享有物质载体所承载的客体的知识产权。画家将自己创作的油画售

出之后，仍然享有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但丧失了承载美术作品的画布的所有权，因此，

画家不得仅凭油画著作权人的身份，要求合法购买者返还油画原件，而购得油画的人虽

然取得了载有美术作品的画布这一物质载体的所有权，但对画布之上承载的美术作品不

享有著作权。。

其次，转让虚线一边的权利，并不等千同时转让了虚线另一边的权利。作家在自己

的稿纸上撰写了一部小说，此时他同时享有对稿纸（物质载体）的所有权和对稿纸之上

承载的小说的著作权。假如他日后将该手稿赠送给他人，即转让对载有小说的稿纸的所

有权，并不意味着稿纸之上作品的著作权也发生了转移。同样，如果作家与出版社约定

将小说的发行权转让给出版社，也并不意味着他同时需要转让对稿纸的所有权。作家完

全可以将手稿的复制件交给出版社，或者将手稿中的作品输入计算机后以电子邮件形式

少 《著作权法》 为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原件的所有权人规定了一些权利，本书在“著作权的内容” 一章会作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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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出版社。在后一种情况下，作家无须转让作品的任何有形载体就可以履行向出版社

交稿的义务。

对上述规则， 《著作权法》 规定了一项例外。《著作权法》 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作

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但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

件所有人享有。”至于为什么要规定此项例外，第三章第二讲会有讲解。

最后，侵犯虚线一边的权利也不等于同时侵犯虚线另一边的权利 。 例如，小偷偷窃

了读者从书店购买的一本小说书，小偷的行为仅仅侵犯了读者对小说书（物）的所有权，

而没有侵犯小说的著作权 。 读者如将小说书借给他人阅读，他人未经许可将小说的内容

输入计算机后上传至网站供网友下载，则此人的行为仅侵犯了作者对作品的著作权，并

没有侵犯读者对小说书的物权 。

（二）“专有性”强调知识产权无所谓“自用权”

专有性又称排他性，是指非经知识产权人许可或法律特别规定 ， 他人不得实施受知

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 。 换言之，对于知识产权的客体，只有经过知识产权人许可

或在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他人才能以特定方式加以利用，否则，构成侵权。对此，

有同学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有权同样具有强烈的”专有性”，他人未经所有权人许

可，不得对物进行占有、使用和处分。为什么“专有性”还是知识产权的一个特征呢？

物权和知识产权在具有排他效力这一点上并无区别。但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强调

的是对于知识产权的客体，无所谓“自用权＂。《 民法典》 第 240 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

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 但 《 民法典》 第 123

条第 2 款规定：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理解两者之

间的差异至关重要 。

假如有人在上海买了一个苹果，请问：此人在上海吃这个苹果的时候，他人是否可

能在北京同时吃同一个苹果？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 这是因为所有权客体主要是有体物，

有体物在被甲在上海占有的时候，不可能同时被乙在北京占有 。 但假如一部新电影公映，

主创人员在上海包了一个影院播放该电影自我欣赏，他人能否在北京也通过放映同一部

电影对其进行欣赏？这当然是可以的 。 全国有许多影院可以同时放映这一部电影。由此

可见，对所有权从正面表述权利 ”权利人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从反面

表述权利 ”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也就是规定权利人享有

专有的权利，在效果上是相同的 。 既然所有权的客体主要是有体物，在同一时空只能为

一个民事主体所占有，那么规定所有权人有权占有和使用，等于规定他人不得未经许可

占有和使用 。 这两种表述就相当千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硬

币，硬币还是硬币 。

但是知识产权与所有权不同 。 如果 《 民法典》 规定“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权的客体

有使用的权利”，该规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知识产权人使用的同时，比如上述那部电

影在被主创人员放映的同时，在全国各地未经许可也可以被放映。《 民法典》 必须规定知

识产权人对享有知识产权的客体有依法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也就是规定知识产权是专

有的权利 。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人在希望利用知识产权的客体时，必须寻求知识产权人

的许可，通常情况下还需要向知识产权人付费 。 因此，作为知识产权的权能之一的许可

权，一定是从禁止权中派生出来的 。 为什么他人要去寻求知识产权人的许可？因为他人

5 


	封面
	书名
	版权页
	作者简介
	编写说明
	目录
	总论
	本章知识点速览
	本章核心知识点解析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特征和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