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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汤锡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
,

北京 1 0 0 0 8 3)

知识产权是指由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成果所有权
。

它是依照各国法律赋予符合条件

的著作者
、

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独占权利
。

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科学技

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
,

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
。

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诞

生到现在
,

已经历了 20 0 多年
,

到现在 已发展成为一个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

普遍为各国所重视
,

并 已成为国际合作中的一个热点
。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大课题
。

从 1 9 9 3 年 5 月到

19 9 4 年 9 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际合作局和北京大学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就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
问题进行了软课题研究

,

取得了初步结果
。

本文试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和在国际合作与

交流中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运用两方面对该项课题取得的结果作一介绍
。

l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1
.

1 国际合作研究中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原则

在国际上
,

对于国际合作研究中知识产权归属 问题并无统一的法律规定
,

但在长期的合作

中
,

按照国际惯例及有关国际条约 已形成了人们公认的一般原则
,

这就是平等协商互利的原

则
、

遵守信誉的原则
、

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
、

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等
。

在做法上
,

应由合作研究

的双方事先签定协议
,

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
,

规定双方完成成果的归属间题
。

一般讲
,

合作研究

的成果应当归合作双方共有
。

但对具体的权利归属尚需依照各国的法律而确定
。

对于科技研究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
,

一般都由各国的国内法决定
。

世界各国由于其发展历

史和社会制度不同
,

对科技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 间题都有不同的规定
。

如
,

西班牙 1 9 8 6 年

专利法第 20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
:

大学教授在其教学和科研范围之内所作的发明应归大学所

有
;
德国

、

丹麦
、

挪威
、

瑞典则规定
:

如果与有关合同没有抵触的话
,

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做出的符

合专利条件的发明属于他们自己
;
其他欧共体国家认为

, “

任何或职务发明的发明人
,

即大学教

授等
,

如果没有对其更有利的合同规定
,

他既不能对发明主张所有权
,

也不得要求得到额外报

酬
, ” ;
美国康奈尔大学规定

,

大学教职工在进行学校 的研究项 目的过程中
,

所作的具有专利性

的发明应归大学所有
,

由政府部门
、

工业界或其他校外财团支持所作的发明亦包括在内
。

以上

这些国家对知识产权归属的有关规定
,

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

1
.

2 中国知识产权归属的有关规定

近 10 年来
,

中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 日趋完善
,

相应 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与实

施
,

1 9 8 3年 3 月 l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颁布施行
,

1 9 8 5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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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 》施行
,

1 9 9 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施行
,

1 9 9 1年 6 月 4 日
,

国务院颁布

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
,

1 9 9 4 年 1 月 1 日施行 《反不正 当竞争法 》
,

这些法律规定都为对外

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知识产权归属提供了法律依据
。

中国专利法第六条 明确规定
,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

成的职务发明创造
,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
;
非职务发 明创造

,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
。

申请被批准后
,

全民所有制单位申请的
,

专利权归该单位持有
;
集体所有制单位

或者个人申请的
,

专利权归该单位或者个人所有
。

在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的工作人员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
,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企业
;
非职务发明创造

,

申请专利的

权利属于发 明人或者设计人
。

申请被批准后
,

专利权归申请的企业或者个人所有
。

中国专利局
、

外交部和国家科委联合制定的《关于我国学者在国外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

利的规定 》中指出
,

中外科技合作项 目中
,

中方人员在国外做出的发 明创造
,

除另有协议外
,

申

请专利的权利属于中方人员的国内派出单位
;
并可根据情况

,

报使馆科技处
,

准其直接在国外

申请专利或先在国内申请专利
。

中国著作权法规定
,

中国公民
、

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
,

不论是否发表
,

依照本法享有

著作权
。

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
,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发表的

作品
,

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定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
,

受本法保护
。

在中国著作权法中
,

对于权利的归属还有相关的法条规定
:

著作权属于作者
,

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

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
,

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
,

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

位承担责任的作品
,

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
。

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
,

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

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

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独享有的以外
,

著作权 由作者享有
,

但法人或者非法人单

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

中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
,

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
,

由两个以上的单位
、

公 民合

作开发的软件
,

除另有协议外
,

其软件著作权由各合作开发者共同享有
,

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

件
,

其著作权的归属 由委托者与受委托者签订书面协议约定
,

如无书面协议或者在协议中未作

明确约定
,

其著作权属于受委托者
。

由上级单位或者政府下达任务开发的软件
,

著作权的归属

由项 目任务书或者合同规定
,

如项 目任务书或者合同中未作明确规定
,

软件著作权属于接受任

务的单位
。

2 在国际合作交流中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运用

( l) 采取
“

合同在先
”

的策略

所谓
“

合同在先
” ,

就是在进行国际合作研究时
,

首先要与对方签订书面形式的合同 (或协

议书 )
,

这份合同要经过周全的考虑及所在单位严格的审查
,

其中必备的条款就是有关知识产

权保护的约定条款
,

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以及利益的分配
。

对于我方 (包括国家
、

单位和个人 )

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利益要寸土必争
,

对于对方应该得到的利益
,

也要充分的依法尊重
。

同时
,

要

约定对合作研究的成果及产生的相关信息
,

如论文
、

数据
、

资料及计算机软件等等
,

应按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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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的法律予以保护
。

这种书面的合同 (或协议书 )要经过公证
,

具有法律效力
。

任何一方

若有违约行为
,

均应依法处理
。

这种作法
,

既坚持了平等互利的原则
,

又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惯

例
。

( 2) 遵循
“

充分利用
”

的原则

首先要充分利用专利文献
。

这是因为专利文献记载着世界上 90 %一 95 %的最新技术
,

是

人类最完备的知识宝库
,

要利用和借鉴文献来校正和确定合作研究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
,

同

时明确怎样做既能加快研究进度
,

又不会造成侵权
; 二是充分利用他人的专利技术

。

我国专利

法规定
,

为科学研究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不视为侵权
,

属于合理使用
。

因此
,

在进行合作研究

中
,

应尽量运用国外最新的专利技术
,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以节省资金
、

人力和时间
;
三是利

用他人论文中描述的技术内容
。

我国著作权法规
,

著作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
,

而不保护作

品的内容
。

( 3) 采取
“

抢先发表
”

的策略

基础性自然科学研究
,

目的在于探索自然规律
。

自然规律一旦被认识
,

就不再需要第二次

认识
,

而仅仅需要传播
、

教育和应用
。

所以
,

人们常说
:

基础研究
,

只有第一
、

没有第二
。

对于基

础性研究的新发现
,

应争取时间不失时机地抢先发表
,

因为它不受专利法的保护
。

( 4) 执行
“

严格审查
”
的程序

在我科技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
,

对所带的技术资料和计算机软件应有严格的审查
。

对

技术资料要把握好交流的尺度
,

若有须披露技术内容的
,

应首先考虑专利申请的问题
,

以避免

关键技术被对方无偿地获得
。

同样
,

对出国带出的计算机软件
,

也应严格审查
,

明确版权归属
,

防止对他人侵权
,

以造成重金赔偿的损失
。

( 5) 遵守
“

合理使用
”

的原则

不是为了营利目的的使用
,

比如为了教学或科研而使用他人的专利成果或具有版权的科

技资料属合理使用
。

但必须遵守合理使用的原则
,

一方面要通过合理使用发挥这些科技成果与

技术资料的作用
,

另一方面也不得违反合理使用的原则
。

例如
,

欲翻译或出版某些著作
,

必须获

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

如欲为营利目的使用某项专利技术
,

必须经过专利权人的许可
,

并支付

使用费
。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人类创造的文 明成果
,

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
,

它用法律的

形式保护人类智力创造的劳动成果
。

因此
,

我们要在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依法增强 自身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
,

用法律保护 自己创造的智力成果
,

防止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同时

,

尊重他人的

智力劳动成果
,

防止可能造成的侵权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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