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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法》第二版

近日，由李明德研究员、闫文军教授、黄晖博士合著的《欧盟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正式出版。

本书第一版问世于2010年。自那时以来，欧盟在知识产权方面颁布、修改了一系列指令和条
例，涉及了版权、专利、外观设计、商标和商业秘密的保护。同时，欧盟法院也针对知识产权

指令、条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判决。第二版充分反映了欧

盟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系统研究和介绍了欧盟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与实践，

包括总论、版权、专利、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和商标。本书的突出特点是结合欧

盟法院、欧盟一般法院和欧盟知识产权局的大量典型案例，具体阐释和说明了欧盟知识产权保

护的法律规则。

阅读本书，有助于全面和系统地了解欧盟层面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其对于成员国知识产权保

护规则的影响，进而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借鉴。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欧洲联盟与欧共体

　第一节　欧盟的起源与发展

　　一、欧盟的起源

　　二、欧盟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节　欧盟的机构与法律

　　一、欧盟的机构

　　二、欧盟的法律

　第三节　经济共同体与《欧盟运行条约》

　　一、经济共同体与单一市场

　　二、《欧共体条约》与《欧盟运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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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欧盟法律体系

　　四、欧洲经济区域与《欧洲经济区域协议》

第二章　《欧盟运行条约》与知识产权

　第一节　共同市场与知识产权

　　一、共同市场与关税联盟

　　二、共同市场与商品流通

　　三、商品自由流动与知识产权

　　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商品自由流动

　第二节　权利的存在与权利的行使

　　一、权利的获得

　　二、权利的获得与非歧视性

　　三、权利的行使

　　四、权利存在与权利行使命题的意义

第三章　共同市场与权利用尽

　第一节　单一市场与权利用尽

　　一、权利用尽概述

　　二、欧盟范围内的权利用尽

　第二节　同意与权利用尽

　　一、商标权用尽中的同意

　　二、专利权用尽中的同意

　第三节　欧盟用尽与国际用尽

　　一、恪守欧盟范围内的权利用尽

　　二、否定知识产权的国际用尽

第四章　知识产权的协调与一体化

　第一节　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和一体化

　　一、协调和一体化的背景

　　二、协调和一体化的进程

　　三、指令、条例和提升合作机制

　第二节　知识产权实施措施的协调

　　一、《知识产权实施指令》



　　二、信息获得

　　三、禁令

　　四、损害赔偿和法律费用

　第三节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一体化

　　一、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二、知识产权与侵权产品

　　三、海关保护的申请与海关保护措施

　　四、转运与转口贸易

第二编　欧盟版权法

第五章　欧盟版权法概述

　第一节　版权与著作权

　　一、版权与作者权

　　二、作品与独创性

　　三、作者自己的智力创造

　第二节　欧盟版权立法

　　一、欧盟版权立法的背景

　　二、协调成员国版权制度差异的立法

　　三、应对互联网络挑战的立法

第六章　计算机程序与数据库保护

　第一节　计算机程序

　　一、《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概述

　　二、程序作品的权利归属

　　三、程序作品与独创性

　　四、权利的内容

　　五、权利的限制

　第二节　数据库

　　一、《数据库保护指令》概述

　　二、数据库与版权

　　三、数据库与特别权利

　　四、数据库指令的作用



第七章　出租权与卫星广播

　第一节　出租权、出借权和相关权

　　一、《出租权指令》概述

　　二、出租权和出借权

　　三、相关权

　第二节　卫星广播和有线转播

　　一、卫星广播和有线转播概述

　　二、卫星广播

　　三、有线转播

　　四、专有权利与集体授权

第八章　版权保护期与追续权

　第一节　版权与相关权保护期

　　一、《保护期指令》概述

　　二、版权保护期

　　三、相关权保护期

　　四、国际互惠与过渡期

　第二节　追续权

　　一、《追续权指令》概述

　　二、追续权的客体与权利内容

　　三、权利金与过渡期

第九章　信息社会与版权保护

　第一节　《版权指令》的制定

　　一、网络传播与版权保护

　　二、网络传播与《版权指令》

　第二节　复制权与发行权

　　一、复制权

　　二、发行权

　第三节　向公众传播权和向公众提供权

　　一、向公众传播权和向公众提供权的由来

　　二、向公众传播权的含义



　　三、向公众传播权与现场表演

　第四节　网络服务商的责任

　　一、网络服务商责任概述

　　二、接入服务和传输服务

　　三、搜索服务和链接服务

　　四、软件产品和相关服务

　第五节　权利的限制与例外

　　一、限制与例外概述

　　二、关于复制权的限制与例外

　　三、关于复制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共同适用的限制与例外

　第六节　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

　　一、技术措施的保护

　　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第十章　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指令与条例

　第一节　孤儿作品

　　一、《孤儿作品指令》的制定

　　二、《孤儿作品指令》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视力障碍者指令和条例

　　一、指令和条例的制定

　　二、指令和条例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跨境集体管理

　　一、《版权和相关权集体管理指令》的制定

　　二、集体管理的一般规则

　　三、集体管理组织的结构和运行

　　四、音乐作品在线集体管理

　第四节　广播电视在线传播

　　一、《广播电视在线传播指令》的制定

　　二、《广播电视在线传播指令》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　《数字单一市场版权和相关权指令》

　　一、《数字单一市场版权和相关权指令》的制定



　　二、权利的限制与例外

　　三、集体管理与新闻出版

第三编　专利、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和商业秘密

第十一章　《欧洲专利公约》

　第一节　《欧洲专利公约》和欧洲专利局的基本情况

　　一、《欧洲专利公约》

　　二、欧洲专利局

　　三、《欧洲专利公约》与欧盟专利制度的关系

　第二节　欧洲专利授权的实质条件

　　一、专利保护的客体

　　二、新颖性

　　三、创造性

　　四、实用性

　　五、生物发明的专利性

　　六、方法界定产品的权利要求

　第三节　欧洲专利的程序问题

　　一、专利申请的有关问题

　　二、第一医疗用途和第二医疗用途发明的专利性

　　三、欧洲专利申请和审查的一般程序

　第四节　欧洲专利在成员国法院的保护

　　一、欧洲专利的保护范围

　　二、交叉管辖：国内法院与欧洲专利局异议部的交迭

　　三、授予欧洲专利后在国内法院的修改程序

　　四、《欧洲专利诉讼协议》和欧洲统一专利法院

第十二章　欧盟关于专利的立法和立法建议

　第一节　欧盟《生物技术专利指令》

　　一、简介

　　二、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的客体

　　三、生物技术发明和动植物品种

　　四、生物技术发明与公共秩序、社会公德



　　五、生物专利的保护范围

　　六、强制交叉许可

　第二节　对医药专利的“补充保护证书”

　　一、简介

　　二、“补充保护证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三、“补充保护证书”的保护范围

　　四、“补充保护证书”的保护期限

　　五、“补充保护证书”的取得程序

　　六、条例的生效以及与《欧洲专利公约》的关系

　　七、制造和存储豁免

　　八、植物保护产品的“补充保护证书”保护

　第三节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一、简介

　　二、强制许可适用的范围

　　三、强制许可的程序

　　四、强制许可的条件

　　五、强制许可生产的产品的再进口

　　六、强制许可的终止

　第四节　实用新型保护建议

第十三章　外观设计保护

　第一节　简介

　　一、外观设计指令和条例的制定

　　二、制定外观设计指令和条例的目的

　　三、负责共同体外观设计的机构

　　四、其他法律对外观设计的保护

　第二节　《外观设计指令》和《外观设计条例》的不同规定

　　一、《外观设计指令》

　　二、《外观设计条例》

　第三节　《外观设计指令》和《外观设计条例》中的共同规定

　　一、注册/有效的条件



　　二、《外观设计指令》和《外观设计条例》中所说的“设计”

　　三、新颖性

　　四、独特性

　　五、在先设计

　　六、技术功能的排除

　　七、“接口”排除

　　八、申请注册的权利人

　　九、驳回或无效的其他理由

　　十、权利人的权利范围

　　十一、配件的外观设计

第十四章　植物新品种保护

　第一节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简介

　　一、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二、《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规定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

　　四、《共同体植物品种权条例》

　第二节　共同体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

　　一、《共同体植物品种权条例》适用的对象

　　二、植物品种受保护的条件

　　三、共同体植物品种权的权利人

　　四、共同体植物品种权的申请程序

　第三节　共同体植物品种权的效力和保护

　　一、共同体植物品种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

　　二、共同体植物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三、保护期限

　　四、权利限制

　　五、强制许可

　　六、民事争议和侵权救济

第十五章　商业秘密保护

　第一节　欧盟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简介



　　一、《商业秘密指令》制定前欧盟的商业秘密保护

　　二、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制定背景及制定过程

　第二节　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主要内容

　　一、《商业秘密指令》中采用的定义

　　二、商业秘密的合法和非法获取

　　三、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权利及例外

　　四、措施、程序和补救措施的一般规定

　　五、诉讼救济过程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六、临时和预防措施

　　七、案件裁决的救济与赔偿

　　八、合作机制与信息分享

　第三节　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实施及意义

　　一、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实施

　　二、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意义

第四编　欧盟商标法

第十六章　欧盟商标法概论和注册条件

　第一节　欧盟商标法概述

　　一、欧盟早期商标判例

　　二、欧盟商标立法

　　三、欧盟商标主管机构

　第二节　欧盟商标的要素

　　一、人——具有适格的主体

　　二、物——具有明确的商品或服务的范围

　　三、志——可以作为商标的标志

　第三节　欧盟商标注册的条件

　　一、合法性

　　二、非功能性

　　三、显著性

　　四、在先性

第十七章　欧盟商标注册的得丧变更



　第一节　欧盟商标注册的取得、续展和变更

　　一、欧盟商标申请

　　二、欧盟商标形式审查及检索报告

　　三、欧盟商标实质审查及第三人意见

　　四、欧盟商标异议

　　五、欧盟商标注册

　　六、欧盟商标续展

　　七、欧盟商标变更、变动及分割

　　八、欧盟商标资深权

　第二节　欧盟商标注册的终止

　　一、欧盟商标的放弃

　　二、欧盟商标的撤销

　　三、欧盟商标的无效

　　四、欧盟商标的转化

　第三节　作为财产的欧盟商标

　　一、欧盟商标转让

　　二、欧盟商标许可

　　三、欧盟商标质押、强制执行和破产清算

　　四、欧盟商标变动登记的效力

第十八章　欧盟商标权及其救济

　第一节　欧盟商标权

　　一、欧盟商标权概论

　　二、混淆的定义

　　三、商标使用的定义

　　四、相关公众

　　五、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

　　六、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七、在先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八、混淆的综合认定

　　九、商标侵权的具体形式



　第二节　欧盟商标权的限制

　　一、因在先商标的懈怠导致的抗辩——容忍失权

　　二、因在先商标的缺陷导致的抗辩——中间权利

　　三、他人对名称的使用

　　四、他人对叙述词汇的使用

　　五、他人对商标的指示性使用

　　六、他人对商标的比较性使用

　　七、他人在平行进口中对商标的使用

　第三节　欧盟商标侵权救济

　　一、行政救济

　　二、民事救济

　　三、刑事救济

第十九章　欧盟商标的特别制度

　第一节　欧盟驰名商标和声誉商标

　　一、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

　　二、对已注册声誉商标的保护

　第二节　欧盟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

　　一、欧盟集体商标

　　二、欧盟证明商标

　第三节　欧盟商标与国际注册

　　一、以欧盟为原属成员的国际注册

　　二、以欧盟为指定成员的国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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