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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考察的知识点有：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权利类型和

保护对象，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法律制定和修改情

况，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及其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一

、知识产权的概念和范围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债权

、知识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是四大民事权利之一，知识

产权是和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相区别而存在的。（一）

知识产权的概念及特征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智力创造成果和

工商业标记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及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

标志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法律所确认的知识产

品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具有以下特点：1.权利客体

是一种无体财产。知识产权的客体不是有形物，而是知识、

信息等抽象物。2.权利具有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指

，按照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发

生法律效力，而不具有域外效力。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取得

，对著作权而言，依赖于国际公约或者双边协定即可；专利

权、商标权则必须由他国行政主管机关的确认，方可产生法

律效力。3.权利具有时间性。知识产权有一定的有效期限，

无法永远存续。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内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超过法定期间，相关的智力成果就不再是受保护客体，而

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人们自由使用。（二）知识产权的

范围这里所要解决的一是知识产权包含哪些权利类型，受保



护的智力成果范围如何划定；二是确定保护范围的依据。广

义的知识产权从权利类型来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

权和其他知识产权；从保护对象上说则是作品、发明创造、

商标等商业标识、未公开信息、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等各

类知识产品、信息产品。狭义的知识产权是指由著作权（含

邻接权）、专利权、商标权三个部分组成的传统知识产权，

涉及的对象为作品、发明创造、商标。划定广义知识产权范

围的依据通常为国际公约，一个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一个是WTO《知识产权协议》，当前尤其应当注

意WTO《知识产权协议》，广义的知识产权与该协议保护的

知识产权完全一致。最后，以WTO《知识产权协议》为据图

示广义的知识产权范围：知识产权版权工业产权创造性成果

权著作权邻接权（相关权利）专利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识别性标记权 商标权地理标记权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智力成果

归属、利用和保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全面建设知识产权制度

，于1983年、1985年、1991年和1993年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商

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及这些法律的细则、条例等配套法规。为了入世的需要，

于2000年修订了《专利法》，2001年修订了《著作权法》和

《商标法》。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我国于1985年参加

了《巴黎公约》，1992年参加了《伯尔尼公约》，还先后参

加了一些著作权、著作邻接权、专利、商标等专门公约。我

国的知识产权法法律体系由以下法律制度组成：(1)著作权法

律制度。以保护作者和传播者的专有权利为宗旨，客体范围



除文学、艺术、科学作品外，还有计算机软件。(2)专利权法

律制度。以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为宗旨，保护客体为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商标权法律制度。保护客体为工商

业活动中的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保护注册商标所有人对标

记的独占性权利。(4)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已制定了《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地理标记、商业秘密的保护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合

同法》等法律。我国加入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是我国内

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就法律适用而言，国际公约的规定

并不是由我国的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直接适用，而是根据国

际公约的要求修改或者制定国内法，然后由法院和行政执法

机关加以适用。只有在保护外国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若我国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与国际公约冲突时，才可直接适用国

际公约的规定。在我国加入的多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有

两个应予注意，一个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一个是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和《伯尔

尼公约》的条款都涉及保护范围、基本原则、最低保护标准

等方面的内容，而其中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构成公约最基

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1.国民待遇原则。这一原则是两

个国际公约共同的基本原则，它的含义是：在知识产权的保

护上，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以本国国

民所享有的同样待遇。按照公约的规定，可享有国民待遇的

外国人，首先是成员国的国民，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其

次，非成员国的国民满足一定条件的也可享有国民待遇。就

著作权而言，只要其作品在该国首先发表；就专利权、商标

权而言，只要在该国有经常居所或者有实际从事工商业活动



的营业所，也应当享有同该成员国国民相同的待遇。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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