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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6_B3_95_E5_c39_645362.htm id="EWM"> 知识产

权法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它是国际上通行的确认、保护和利用著作

权、工业产权以及其他智力成果专有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自17、18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

果，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产生了一个保障智力成果私有的

法律问题。资产阶级要求法律确认对智力成果的私人占有权

，使智力成果同一般客体物一样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他们

寻求不同于以往财产法的新的法律制度，以作为获取财产权

利的新方式：在与商品生产直接有关的科学技术发明领域出

现了专利权，在商品交换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商品标记范

畴出现了商标权，在文学艺术作品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的过

程中出现了著作权。这些法律形式最后又扩大为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的时间不长，自英国于1624年制定第

一部专利法（《垄断法规》）、1907年制定第一部著作权法

（《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

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法》即《安娜法令》）、法国

于1857年制定第一部商标法（《关于以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

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算起，知识产权法的

兴起至今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但它对于推动现代科学技术

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凡是科学技

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的国家，都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们



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智力成果的创造

者及所有者以专有权，确认智力成果为知识形态的无形商品

，促使其进入交换和流通。知识产权法已经成为各国法律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始于清朝末年，

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也颁布过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但这

些法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知识产权法制建设被长期搁置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先后颁布了

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迅速建立了知识产权的法律体

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82年8

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商标法》（1993年修

订）；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专利法

》（1992年修订）；1990年4且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了《著作权法》；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

《民法通则》还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此外，我国还加入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80年）、《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1985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89

年）、《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1990年）、《保护

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92年）、《世界版权公约》

（1992年）、《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唱片被擅自复制日内瓦

公约》（1993年）、《专利合作条约》（1994年）等。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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