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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几点建议

周  林
*

在进入 21世纪前后,欧、美、日等国纷纷制定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强化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受此

影响,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分别撰文,提出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本人认为,在修订

了一系列法律,实现中国 /入世0这个政治目标之后, 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知识产权战略恰逢其时;比较日

本 /以知识产权立国 0的战略目标,面对一些外国组织、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持续不断的抱怨和投诉,制定

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应当重点考虑以下三点:

第一,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中,对中国作者、发明人、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当首先被考虑,保护中国

人的利益应当成为这样一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应当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中国企业、公司、个人的发展

有怎样的好处进行实证调查,以建立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制度可能带来的利益的信心;第三,应当加强对于传统知识

和有关信息法律的研究,在国际层面表达中国人的观点,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一、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出发点

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中,对中国作者、发明人、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当首先被考虑, 保护中国人的

利益应当成为这样一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发展的。 1979年起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决策

者所下的决心就是尽快结束封闭,走向世界。而要走向世界, 就要参加到有关国际组织当中, 而要参加有关国际组

织,就必须制定和 /或修订国内法,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接轨。 20世纪 90年代我国要求恢复在关贸总协定

缔约国的地位,就遭遇到修订有关法律,以满足 /入关 0条件的问题。后来 /入关 0没有成功, 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法

律保护水平没有达到 /入关 0的最低标准。进入 21世纪,当 /入世 0被设定为一个政治目标后, 国内几乎所有掣肘法

律修订的因素不复存在,在 2001年,所有知识产权法律都完成了又一轮修订,许多条款保护标准明显超高,但那是不

得已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

为了 /入世0,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我们的目标也如期实现。这里,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褒贬。回顾我国从改

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目的是想提醒: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时候,要看到, 我们现有的知识产权

法律离不开 /入世 0那个大背景;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没有了 /入世 0前的那种压力;我

们可以更加从容地、认真地、从如何有利于保护中国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是一个讲信用、负责任的发展中大

国,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理所应当地履行她的各项承诺,但履行承诺, 没有必要再超出国际公约标准给

予外国权利人以特殊优惠的保护;履行承诺,在涉及到具体的与中国人利益有关的案件中,不排斥合理合法地在国际

公约规则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二、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事实依据

应当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中国企业、公司、个人的发展有怎样的好处进行实证调查,以建立中国人对于这样

一个制度可能带来的利益的信心。

虽然有许多人撰文论述知识产权的概念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产生了, 但不容否认的是, 作为承认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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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鼓励创造、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手段而产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国却是近代才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由于

外敌入侵、战乱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不正常的政治运动, 不可能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

围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十分薄弱。可以说 ,正式的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始自实行改革开放的 1979

年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在中国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历史。在这二十几年间, 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就

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国情所限的, 多局限在仓促的立法和应付外部和内部对侵权盗版抱怨的形式主义的宣传

方面,理论准备并不充分 ,事实依据更显苍白。

如果有人问,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只 /癞蛤蟆 0,有人可能不同意,但他却没有任

何事实依据可以反驳,说它是 /白天鹅 0。恐怕现在没有几个人能说清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去做调查

研究,看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一个个人,对一个企业可能起到的鼓励创作的积极作用。我们总是拿外国企业运用

知识产权取得发展的例子来反观中国企业,向企业宣传知识产权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有用。依靠知识产权法律

保护,美国苹果电脑公司三个小伙子在一间破马厩里起家,发展成全球知名的大型电脑公司;美国好莱坞的一家电影

公司的一部电影就可以创造几十亿美元产值,创造几千人的就业机会。这样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在中国有吗? 肯定

有,只是还没有找出来,报道出去。在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问题上,有许多关于要进一步加强立法、执法的议论,但

这些议论多缺少事实依据。在此议论基础上搞出来的所谓知识产权战略,没有多大价值。所以我建议,在制定中国

知识产权战略时,需要花一些时间,花一些资金,做一些实地调研,找出一批依靠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取得个人、企业成

功发展的典型事例。经由宣传,让个人和企业看到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所起的重要作用,增加个人、企业对中国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的信心。有关调研结果,应当成为我们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依据。

三、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内容

应当加强对于传统知识和有关信息法律的研究,在国际层面表达中国人的观点,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新一轮探讨的议题 ,主要涉及到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生物多样化等问题。提出

这些议题的原因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占有量和法律保护方面的不平衡。一些发展中国家希

望借助新议题的探讨,进而把有关内容纳入到获得国际普遍承认的法律体系内, 将可能消除在传统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的不平衡。中国在知识产权、特别是 /自主知识产权 0的拥有及利用方面, 总体上看不占优势。而在

地理标志、生物多样化和传统知识保护方面, 中国具有重大利益, 可以考虑首先把它们纳入国内法的保护范

围。在这个方面, 我们仍然需要强调实证调查的必要。对于保存、保护传统知识的重点地区、重点个人 ,他们

究竟是如何看待有关利益的 ,有怎样的实际需求, 传统知识包括那些范围, 等等, 我们在制定有关政策和知识

产权战略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些问题。

知识产权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从历史上看, 每一次信息技术变革都会引发知识产权的变

革。例如, 20世纪 90年代出现的网络传播技术,它使得作品的复制和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技术变革势必带来

法律的变革。在有些问题上,传统的或者说我们熟悉的知识产权理论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对于处于 /公有领域
的 0、/无主的 0、/年代久远的 0传统知识, 用以往我们熟悉的知识产权理论去解释, 将永远不会有一个积极的答案。

应当看到,知识产权的许多内容,不论是版权、专利、商标还是商业秘密,它们都与信息保护有关,因此,已经有一些学

者把知识产权放在 /信息法 0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应当在全面了解知识产权基本理论和有

关法律、国际公约发展的基础上,跳出传统理论的束缚,站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积极吸收 /信息法 0研究的成果,

开展超前研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方案,在国际层面表达中国人的观点,最大限

度地维护中国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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