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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知识产权制度是鼓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本法律制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对推动四川省经

济、科技、贸易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人民政府如

是说:“经过多年发展,四川省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

高,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逐步建立,知识产权拥有量快速增长,

企事业单位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明显增强,保护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和社会效益日益显现。通过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了发

明创造和文化创作,优化了创新资源的配置,促进了技术进步,

规范了市场秩序,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但总体上看,四川省

仍存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自主知识产权量少质低,保护力度不够,管理服务体系不健全,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投入不足,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当前,随着知识经济和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四川省发展的战略

性资源和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创

新型四川的重要支撑。知识产权战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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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作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促进四

川省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四川;有利于

保护和开发特色资源,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提高四川核心竞

争力;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国际化

水平。为此,必须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四川省发展的重要战略

并切实加以实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四川省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促进工业强省和创新型四川

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根据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总体部署,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了 《四川省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 (2009—2020)》。”为了让社会公众了解四川省知识产

权制度发展的现状以及四川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举措,

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 《四川省知识产权保护手册》。

这本手册内容全面,不仅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传统

知识产权的内容,还将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

标志等知识产权类别囊括其中,针对各种权利的取得、运用和

保护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特别是本手册的附录部

分提供了许多实用的信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在本手

册找到需要的信息。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法律法规

还有待健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编写过程中,虽然

我们力求全面、准确、简洁,但结果还存在不少缺憾,有待今

后再版时修改、补充和完善,我们也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对

《手册》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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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第一章

综 述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系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意译,其原意

为 “知识 (财产)所有权”或 “智慧 (财产)所有权”。将一切

来自知识经济领域的权利概括为 “知识产权”。目前,知识产权

是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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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在斯德哥尔摩1967年7

月14日签订、1979年12月2日修订的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公约》第2条第8款,“知识产权”是有关下列项目的权利: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

———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发明;

———科学发现;

———工业品外观设计;

———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业名称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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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不正当竞争;

还有,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活动而

产生的一切其他权利。

到2014年4月,世界上已有187个国家参加了 《建立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该公约第16条规定 “本公约不允许保

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 “知识产权”的上述定义。①

(二)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定 (AIPPI)东京大会的规定

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定 (AIPPI)东京大会将知识

产权划分为 “创造性成果权利”与 “识别性标记权利”。

(三)TRIPS协定的规定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1994年4月15日签订、1995

年1月1日生效的 《与贸易 (包括假冒商标贸易在内)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 (TRIPS)第二部分, “知识产权”范围作了以

下界定:

1.版权和有关权利 (包括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

2.商标;

3.地理标志;

4.工业设计;

5.专利;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拓扑图);

7.未披露信息的保护;

8.对协议许可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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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委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5月,
第2页。

本书编委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5月,
第2页。



第一章 综 述

二、知识产权公认的保护范围

图1-1 知识产权的范围

我国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

节)“知识产权”范围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发现权和

其他科技成果权。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颁布和实施了符合国际通行

规则、门类齐全的一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主要种类如表1-

1所示。

表1-1 知识产权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名称 通过日 实施日 修订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 1982.8.23 1983.3.1

1993.2.22
(第一次)
2001.10.27
(第二次)
2013.9.3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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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法律、法规名称 通过日 实施日 修订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实施条例 1983.3.10 1983.3.10

1988.1.3
(第一次)
1993.7.5
(第二次)
1995.4.23
(第三次)
2002.8.3
(第四次)
2014.5.1
(第五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 1984.3.12 1985.4.1

1992.9.4
(第一次)
2000.8.25
(第二次)
2009.10.1
(第三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施细则 1985.1.19 1985.4.1

1992.12.12
(第一次)
2001.6.15
(第二次)
2010.1.9
(第三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 1990.9.7 1991.6.1

2001.10.27
(第一次)
2010.4.1
(第二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

1991.5.24 1991.6.1

2002.8.2
(第一次)
2013.3.1
(第二次)

实施国际著作权
条约的规定 1992.9.25 1992.9.30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9.2 199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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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续表2

法律、法规名称 通过日 实施日 修订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产权海关保
护条例

1995.7.5 1995.10.1

2004.3.1
(第一次)
2010.4.1
(第二次)

特殊标志管理条
例 1996.7.13 1996.7.13

中华人民共和国
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

1997.3.20 1997.10.1 2013.3.1

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保护条例 2001.3.28 2001.10.1

计算机软件保护
条例 2001.12.20 2002.1.1

2011.1.8
(第一次)
2013.1.30
(第二次)

第二节 四川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一、四川省法律法规状况

四川省为加强地方性法律法规建设,“十一五”期间,先后

制定了 《四川省专利行政执法办案规范》《四川省知识产权局行

政复议办案规程》 《四川省专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 《四川

省专利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评价标准》《四川省专利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考核标准》《四川省专利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 《四川

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法人员岗位责任》《四川省知识产权局行

政执法廉政纪律》《四川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错案追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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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 《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

审查工作规程 (试行)》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保证知识产权

执法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确保办案质量和效率。成都、德

阳、绵阳等市局也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规范性文件。主要种类如表1-2所示。

表1-2 四川省知识产权相关的主要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文件

法律、法规名称 通过日 修订日

四川省专利管理局调解处理专
利纠纷暂行办法 1987.5.26

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 1997.6.16

2001.9.22
(第一次)
2012.3.29
(第二次)

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
例 2002.7.20

关于加强专利工作促进技术创
新的意见 2000.1.10

四川省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
办法 2008.4.1 (实施日) 2010.10.1

(第一次)

关于促进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应
对金融危机的若干意见 2009.8.27

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
例 2002.7.20 2011.12.23

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审查工作
规程 (试行) 2007.6.20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
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2.1.31

四川省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
法 200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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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续表1

法律、法规名称 通过日 修订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
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
意见

2012.10.16

二、工作体系和执法机制

在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及四川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四川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

执法行为,按照 “规范调处,集中查处”的原则开展工作,围

绕 “热点领域”和 “重点环节”加强保护,建立健全 “横向协

作、纵向联动”的执法协作机制,加强行业自律、企业维权、

行政执法 “三位一体”的保护长效机制建设,积极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 “关口前移”和专利行政执法工作 “重心下移”,营

造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多个部门分别履行保护知识产

权的职能,主要包括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商标分局、四川省版权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各市中级

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各市的

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版权局等。

近年来,四川省人民政府加强了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保护知识产权的共同执法工作。2010年,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诉讼调解工作推进构建 “大调解”体系的指导意见》;2011年,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四川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四川省版权局联合出台 《关于构建知识产权纠纷 “大调

解”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为切实加强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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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知识产权纠纷中的衔接配合,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机关在化解知识产权纠纷中的独特作用,促进知识产权纠纷实

质性化解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知识产权的宣传普及工作

近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之后,国家日益重视知识

产权的宣传普及工作,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每年4月20日—

26日确定为 “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全省各级知识产权局与全

国同步开展 “知识产权宣传周”和 “中国专利周”四川地区宣

传活动,每年发布 《四川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和 《四

川省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开展 《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

《四川省专利战略》省内巡讲活动,继续面向全省产业园区和重

点企业加强知识产权培训,开展全省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

点县知识产权轮训,积极推进省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加强

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四、积极履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义务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公约和条约。自

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中国相继加入 《保护工业产

权巴黎公约》(1985年3月15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1989年10月4日)、《世界版权公约》(1992年7月30日申请

加入,同年10月30日在我国生效)、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

尔尼公约》(1992年10月15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

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公约》(1993年4月30日)、《专利合作条约》

(1994年1月1日)、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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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994年8月9日)、《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菌种

保藏布达佩斯条约》(1995年7月1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

协定有关协定书》(1995年9月1日)、《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

际分类洛迦诺协定》(1996年9月19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公约》(1999年4月23日)等10多个国际公约、条约、协定

或协定书,并参与共同签署了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1994年4月15日)。

五、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显著成果

(一)专利保护

以1987年 《四川省专利管理局调解处理专利纠纷暂行办

法》的实施为标志,四川省专利事业已走过了28年的历程。

1987年5月26日,四川省开始实施 《四川省专利管理局调解处

理专利纠纷暂行办法》,此后相继颁布 《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

《四川省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专利代理条例》《关于加

强专利工作促进技术创新的意见》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 《四川

省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和 《关于实施专利权海关保护问

题的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法律、规章,并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对 《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两次加以修改,使之不断完

善。

20多年来,专利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2年,全省申

请专利66312件,同比增长33.33%;获得专利授权42220件,

同比 增 长48.42%;全 省 PCT 专 利 申 请231件,同 比 增 长

16.67%。截至2014年12月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13003件,

同比增长40.40%,有效发明专利密度为1.615件/万人,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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