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



•对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是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利益平衡。

•通过对专有权的适当的限制，保障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必要 

接近、合理分享

•对知识产权合法垄断的限制则更多体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兼顾。

•知识产权法不是立足于知识产品保护的静态归属，而是在确认 

知识产品创造者对知识产品占有与支配的同时，保障知识财富 

的最佳地动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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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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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许可其他限制

合理使用

在先使用权利用尽



第 一 节 知识产权权利限 制概 述



•一、概念

•知识产权限制是指对知识产权行使的限制，包括知识产权内 

部的限制与外部的竞争法限制，也就是说有了权利之后的限 

制，而不是获取权利过程中的限制。。

•知识产权的限制与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两个概念是有差异的， 

前者的范畴大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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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不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权利构成因素的限制。

•知识产权的权利构成因素的限制是指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权利 

构成因素给与了限制。就知识产权而言，表现为权能的限制、 

时间的限制、主体的限制、对象的限制等方面。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也受到其他法律的约束，比 

如物权法对于物上知识产权处理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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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原 
则

A

促进知识创新

B

促进知识传播

C

保障言论自由

D

保障贸易自由

以利益平衡 
为基石，追 
求和实现公 
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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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限制的原则

知识产权限 
制不应与权 
利人的正常 
利用相冲突

知识产权限制 
不应不公平地 
损害权利人的 
正当权益

顾及第三人合 
法利益前提下



第二 节 知识 产权内部的权利限 制



通过知识产权法自身有关的规范来实现，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限制 
就是合理使用与非自愿许可。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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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知识传播 
非自愿许可

……

非商业性利用 
合理使用

公平
在先使用

善意行为 
无知侵权；  

不赔偿

商品自由流通 
权利用尽



•一、基于公共利益的限制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专利推广应用 

就是典型表现。

•著作权法定许可、强制许可规定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非自愿许可制度、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 

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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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合理使用的限制

•（一）合理使用的概念及特点

•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无须取得许可，也 

无须支付报酬的使用他人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创造成果或商业标 

识。

商标

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

专利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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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

•无需取得同意

•无需支付报酬

•出于非盈利目的。一般在于学习与研究、教育、科学实验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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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知识产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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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控制不应当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

¡ 公平主义哲学观
□ 借鉴与回馈

□ 保护成本

¡ 效率价值观
□ 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以顺利实现
□ 有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



（三）合理使用的表现范围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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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传播与创新基于特别待遇

基于非生产经营目

基于言论自由

基于指示性

基于表达有限或通用



• 1、基于知识传播与创新所谓合理使用

•反向工程与独立创作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第二十三条下列行为可以不经布 

图设计权利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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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为个人目的或者单纯为评价、分析、研究、教学等目的 

而复制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

(二)在依据前项评价、分析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基础上，创 

作出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的；

(三)对自己独立创作的与他人相同的布图设计进行复制或者 

将其投入商业利用的。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第二十九条 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  

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的，不 

构成对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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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商业流通需要的限制

•国家综合竞争力主要是生产力、流通力和文化竞争力的乘数， 

一个国家只有生产力没有流通力或流通力不强，不仅影响商品 

价值的实现，也会失去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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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权利用尽

2
2、临时过境

3
3、无知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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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用尽

•（1）概述

•权利用尽（权利穷竭、首次销售 ），是指享有某种知识产 
权保护的产品，由知识产权人或其许可人首次销售或者通 
过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以后，知识产权人即无权干涉该产 
品的使用和流通。

•其制度宗旨是在保护专利权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维护正 
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特点

穷竭权项的特定性

穷竭范围的特定性

共性

穷竭对象的特定性



•（1） 穷竭权项的特定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穷竭”是指特定权项的穷 

竭，而不是指所有权项的穷竭。

•首先被穷竭的不是人身权，而是财产权；

•其次穷竭的不是著作财产权、专利权或商标权本 

身，而是其子项，即权利群中的某项具体的与产 

品的销售或使用有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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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穷竭对象的特定性

•权利的穷竭是针对每一件合法投入市场的具体产品而言的， 

而不是适用于同一类的所有产品或同一系列的所有产品，  

它不会导致该项知识产权本身效力的中止。

•权利人对其尚未投放市场或被非法投入市场的产品仍然具 

有排他性的绝对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仍然不得进行知识 

产品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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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穷竭范围的特定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穷竭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一般说来，权利 

人在一国投放其知识产权产品并不会导致其产品在其它国 

家的权利穷竭。因此权利人仍然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进 

口其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的行为。

•奥地利版权法规定：“如果作者只同意过在某一特定领域 

销售其作品，则他对于进一步销售的专有权仅在该领域内 

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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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穷竭的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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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体现在著作权领域

•（2）电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等新型作品出现，催生了出 

租权制度——著作权没有穷竭。

•（3）有观点认为，有形载体的存在是著作权穷竭制度得 

以创立、变化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作品载体变成无形 

的电子脉冲时，著作权穷竭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 

础。

•（4）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是著作权穷竭制度的天敌。



权利用尽视角下的平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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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S）一般是指 

未经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授权的进口商，将由 

权利人自己或经其同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投放 

市场的产品，向知识产权人或独占被许可人所 

在国或地区的进口。



•相似概念比较——灰色市场商品

• 根据美国判例法，“灰色市场商品”的含义为：未经美国知 

识产权所有人同意而进口至美国的在美国境外制造，并包含了 

有效的美国知识产权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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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行进口”与“灰色市场”这两个概念在语义上的区 

别，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作了如下阐述：“平行进口”一 

语准确地描述了所涉及的商品，与“灰色市场”相比，这一 

概念因其没有否定性的含义而成为较好的术语。

•尽管如此，该法院考虑到 “灰色市场”概念已被普遍地用于 

指代所涉及的产品，因此，这一用语也同时被采用。其它一 

些判例和著述也将上述两个概念视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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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平行进口的原因：

•（1） 由于市场营销策略（如扩大市场份额和 

占有率）的需要，商标权人出售给国外经销商或 

者国外被许可使用商标的生产企业生产的商品的 

价格都比较低，这些产品平行进口后，通常都会 

对商标权人的国内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2）进口人搭便车，利用进口国经销商的商业信 

誉、广告宣传和营销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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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进口的特点

•（1）被进口的产品在进口国（地区）涉及知识产权，在出 

口国则在所不问；

•（2）被进口的产品是由权利人或经其同意之人投放于出口 

国或地区的市场，因此这类商品又被称为“真品”；

•（3）被平行进口产品以低价与进口国（地区）市场上原有 

的同一知识产权产品展开竞争；

•（4）未经进口国（地区）知识产权人（只包括专有权人、 

独占许可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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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C国（有无 

知识产权均可）

乙 B国 真品
有无知识产权均可

甲（权利人） A国

4、平行进口的表现形式



• 1、平行进口与权利用尽

•在目前的理论与实践中，绝大部分是利用知识产 

权的权利用尽理论，来讨论平行进口的合法与否。

•并衍生出两个权利用尽的理论分支

•权利国际用尽理论 → 平行进口合法

•权利国内用尽理论 → 平行进口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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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进口的理论困境



• 法律概念的形成， 
乃基于利益衡量和 
价值判断，赋予不 
同的法律效果，以 
满足社会生活的需 
要。 ——王泽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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