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甘肃省支柱产业的专利战略问题研究 / 朱晓力，刘斌

斌，陶涛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226-03897-0

Ⅰ.甘… Ⅱ.①朱…②刘…③陶 Ⅲ.企业管理—专利—
研究—甘肃省直机关 Ⅳ.F279.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9）第 197231号

责任编辑：陈拥军
装帧设计：马吉庆

甘肃省支柱产业的专利战略问题研究
朱晓力 刘斌斌 陶涛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77千

2010年 1月第 1版 2010年 1月第 1次印刷
印数：1~1 400

ISBN 978-7-226-03897-0 定价：38.00元



序 言

知识经济是时代的主旋律，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重要保

障。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重视知识产权，才能迎接挑战，获

得竞争优势。只有重视知识产权，才能加强知识资源的研究、开

发、利用、配置，把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强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硬

通货”，成为科技创新力的硬指标，成为超越资源和资本等传统资

产的新型的最重要资产。只有重视知识产权，才能保障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企业适者生存的

重要法则，成为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一决高低的“不二法宝”。美

国企业界把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存法则定义为“或有专利、或被淘

汰”，谁在专利方面占有优势，谁就在发展方面掌握了主动，具有

了长远发展空间。要么重视专利，要么落后，这是当代经济发展的

现实命题和客观规律。

甘肃支柱产业专利战略问题研究，力求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方

法，构建新的知识产权理念，传播知识产权知识，扩散知识产权的

影响，力求为企业决策层提供比较客观的专利方法论和决策依据。

通过支柱产业的专利战略问题研究，推动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做好知

识产权的统筹安排、搞好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布局、以知识产权化

化解或降低我省支柱产业的生产、经营、销售风险，提高企业市场



竞争力，推动我省支柱产业“走出去”战略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策

略。

甘肃支柱产业的专利战略问题研究，正是为了适应上述形势需

要而展开的专题研究。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计划

项目（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调查研究———甘肃省支柱产业的专利战

略问题研究） 的支持，课题组的成员耗时四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

甘肃省内的 100 余家骨干企业，发放调查问卷 3000 余份，进行专

题调研 60余次，召开了 30余次座谈会，收集有关意见建议，力求

各项研究数据的准确无误。希望这本书为拓展我省的支柱产业的发

展空间提供了良好的知识产权建议，也对广大知识产权爱好者吸收

新知识有较大的帮助。

学海无涯，本书的有些观点还有待实践检验，有些观点还有待

进一步探讨。希望作者继续努力，有更多的成果展现，有更多的佳

作问世。我祝愿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越走越远，在知识产权战略上

提出更多的新的观点。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2OO9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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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知识产权的起源与发展

正确理解知识产权问题，不应单从法律问题、权利概念等入

手，首先必须提高新的认识，即新时代下通过将军事向生产技术转

化而增强国力基础的这一普遍现象，其次，加强理解全球化的推定

对经济、企业活动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什么是知识产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知识

产权这个词语对我们来说已经并不陌生了。比如美国和中国政府就

知识产权问题的高层磋商问题、著名厂家就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等

等这样一般性的问题，都还记忆犹新。可是，知识产权以及与其相

关的问题，其实质到底是什么？现实当中对此正确深入理解的人却

并不多。

为什么媒体广泛触及知识产权，而真正认识理解其实质的人并

不多？这是因为理解知识产权问题，必须还要充分把握各种各样的

其它要素。比如生产技术、经济、贸易等问题，还要了解先进国家

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各自的经济战略问题。

理 论 篇①

2



P

将知识产权作为认知对象之一来认真认识的话，就可以理解认

识以生产技术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趋势，从而把握以经济发展为国力

核心的现代国家的大致轮廓。除此之外，还要体会分配世界性生产

据点、有效利用生产资源的跨国公司企业的特性。因此，在探寻这

些知识产权的现代意义之前，必须先要理解知识产权到底是什么这

一极其基础而又共通的界定。

知识产权也称知识所有权。所有权是一个纯粹的法律用语，它

规定着一种权利。而考察知识这一词语时又须从极为广泛的范围来

进行。知识产权是由 Intelectual Properties 翻译而来，在亚洲有些国

家的实务中，知识所有权这一语言比知识产权使用的更为广泛。以

前，无体财产权 （Intangible Properties） 这一词语也经常被使用，

但无论是无体财产权还是知识所有权，可以认为与我们现在使用的

知识产权具有相同的内容和性质。

知识这一词语与人类的知识生产物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它不

是物，它的事由与智慧相关。就像我们考察知识产权的另一种表现

方式———无体财产权一样，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也

就是说，知识产权是与人类的知识生产权相关的一种权利的总称。

现代经济并非单纯是物的生产，而是将重点转移到与物的生产相关

的设计、信息，即智慧或者知识的部分，并且其重要度也越来越明

显增大。

可以说，经济的服务化、软性化、信息化与知识产权的重要度

的增大完全是成正比关系的。不但如此，从近代工业文明的角度来

看，生产技术的基本思维方式，即将基础专利权利化后带来的利益

源泉，从近代的许多因基础专利而引起的诉讼案件等都可以一目了

然。

005003

3



理 论 篇①

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设立条约

的第二条作了如下的界定：

“文艺、美术以及学术的著作物，表演家的表演、音像及放送，

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里关于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商标、服

务标识以及商号和其他商业上的表示、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产业、

学术、文艺及美术领域中知识活动产生的其他所有权利。”

在这个定义中，有相关任何“知识性创作物”被广泛认可的财

产权，也有相关“营业标识”而被广泛认可的财产权。有关“知识

性创作物”的权利，包括保护发明的专利权；保护小发明的实用新

型权；保护物品设计的外观设计权；植物新品种相关的权利；保护

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利用权；保护商业秘密

的权利；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卡通等的商品化权。有关“营

业标识”的权利，包括保护商业标识和服务标识的商标权；保护商

号的商号权；保护著名商品表示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权利；以

及保护卡通等的商品化权。

这里的知识产权大致上可以分为工业所有权和著作权两大部

分。这里的工业所有权的词语，来自于规制专利权等的国际保护的

条约的名称，即关于工业所有权保护的巴黎条约。该条约的第一条

第二款规定：“工业所有权保护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商标、服务标识、商号、原产地表示或者原产地名称以及防止不正

当竞争等相关的权利。”另外，巴黎条约的第一条第三款中规定：

“工业所有权的语言，对其广义地解释，不仅用于工业和商业，还

用于农业和采矿业的领域中所制造的或者天然的所欲产品 （比如，

葡萄酒、谷物、烟叶、果实、家畜、矿物、矿水、啤酒、花、谷

粉）”。而一般情况下，工业所有权还是限定于专利权、实用新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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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理论

1.从特权走向知识产权

人类保护知识创作法制度的发展，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

术，都经历了一定的过渡历程。即：从其独占的经济价值受到注目

的特权 （privilege） 制度开始，过渡到依照十七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并受到精神所有权理论的支撑，然后作为经济自由权的知识产权被

认可的过程。换句话说，是恩惠主义演变为权利主义的过程。

这种法制度从恩惠主义到权利主义的演变，既顺应了对人类物

质精神生活提高做出贡献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也使以促进产业

文化进步为目的的保护制度发生了变革。近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出现

与商品交换市场社会的一般化和普遍化，为这种保护制度的变革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使欧洲中世纪时的职能团体，比如说英

国的行会﹙guild﹚相继解体。继而，从师傅到徒弟所代代继承的技

艺﹙技术﹚不得不随职能团体﹙如行会﹚的解体而消灭。而这一过

程当中的近代技术，与曾经作为秘术的炼金术所转变而成的合理科

学———“近代科学”相结合，其艺术也从以教会和宫廷为舞台变化

为以市场为舞台。这样，它们同时从过去的传统技艺转变为在近代

资本主义市场具有价值的东西，将个人的知识精神活动所产生的财

产作为权利保护的对象从正面被重视而发展起来。因此，近代资本

主义出现之前和之后，对于知识性创造的保护的法律制度虽说看似

相似，但它的意义与法律地位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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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篇①

正确理解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将引导我们正确理解知识产权的

本质和保护制度。知识产权法可以被认为就像林肯所说的那样：

“给天才的创造力火焰添加了利益的柴薪”，是象征着产业制度的思

想。特别是在近些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知识产权法

是保障投入资本顺利回收的制度。确实，在近代资本制之下，知识

产权在市场中是资本运作的手段，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来

体现这一现实是不可否定的。但是，由于资本在精神活动中并不存

在，在与拥有知识精神活动的自然人的分工之中，必然产生出知识

财产创造与拥有资本的第一权利人来进行比例分割的法律制度。从

这个意义上看，在近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赋予知识创造从事者当

然的权利———知识产权这一朴素的思维，依然存在其某一方面的正

确性。这样的知识财产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其权利的内

容被作为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福址相适应的法律而制定和实施。

虽说知识产权在主权领域范围内进行保护﹙属地主义﹚的原则

在现在还被认为是妥当的，但由于其是无体物，可以容易地跨越国

境，这就必须要求具有国际性的保护制度，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也应

该顺应这样的国际保护制度的方向而发展。

2.各主要国家专利法发展状况

给科学技术赋予特权的制度，曾经在公元 10 世纪就出现过。

古代希腊的雅典就曾出现过政府给烹调的设计人———厨师授予特权

的制度。但它与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专利法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1474年，自由都市威尼斯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利法，将新颖

性、创造性和实施可能性（实用性） 作为专利的要件，并认可其专

利权的保护期限为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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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在英国，1561 年国王曾作为恩惠授予过独占专利证

（monopoly patent），议会为了对抗国王滥发专利证的行为，1624 年

制定了被称之为专利法雏形 （magna carta） 的 《独占条例》 （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诞生了专利赋予“真正的并且是最初的发明

者”和“先发明主义”的专利制度，并发展至形成产业革命的基

础。《独占条例》废除了英王已经授予的所有独占权，重新规定了

专利权的属地效力、14年的存续期间等，但仍然维持了恩惠主义。

之后，英国于 1852 年制定了拥有明细书制度和注册公告制度的

《专利法》，1902年又对其增加采用了审查主义（制度），其后。经

过 1949 年和 1977 年的两次修改，于 1988 年就 《著作权、外观设

计及专利法》进行了修改。

美国 美国的 1787 年 《宪法》 第 1 条第 8 节第 8 款规定：

“给著作者或发明者，通过保证他们各自的著作或发明在一定的期

限内排他的权利，来促进学术的进步及实用艺术和技术的进步”这

一条权限得到了联邦议会的认可通过。根据这一条，1790年制定了

基于“先发明主义”的最早的《联邦专利法》。之后又经过 1870年

的修改，于 1952 年制定了现行的 《专利法》。1994 年，为了适应

《TRIPs条约》和包括《日美经济协议合意》的履行等，将专利权的

存续期间改为注册之日起 20年，1999年又作了引入早期公开制度

的修改。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实现从“先发明主义”向

“先注册主义”的转型。

法国 1789 年通过法国市民革命，国王特权被废除。之后的

1791年，通过制定《专利法》，保护了发明者的财产权———依照自

然法思想的精神所有权或者天赋人权。该法赋予发明者“发明者

权”，并采用了“无审查主义”。 1968 年对 《专利法》 进行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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