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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垄断与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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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产权垄断是指知识产权人凭借其知识产权的优势地位限制竞争 、损害社会利益的行

为。反垄断法应当规制知识产权垄断 ,而制裁的方法则用解除知识产权垄断。由于知识产权垄断 ,

产生了信息的垄断 ,进而形成和发展了市场垄断。它的无形性和“合法性”使传统反垄断法无法规

制。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应当制定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垄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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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necessity of its leg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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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nopoly o 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at the monopolist on the st reng th of upper

ascendance to inte rdict compe tition and do harm to social benefi t s.The law of antimonopoly

should come to w o rk to release the monopo ly .Because of these , monopoly of marketing is on the

heels of the monopoly of info rmation.As intel lectual property is intangible but legal , it is more

diff icult to be regulated than co rpo real proper ty.No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 rces China to

e stablish the antimonopo ly law to regulate the monopo l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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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同时

还存在一定的弊端。在国际上以及中国理论界也展

开了对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讨论 。知识产权制度

是否为一种正当性的制度 ?如何认识知识产权在当

代社会中的作用 ?本文就此问题作以下分析 。

一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制度对科学技术和人类文化事业的激

励 、推动作用日益彰显 ,它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 ,激

励技术创新 ,保障权利人利益的实现。市场经济在

一定意义上是法治经济 ,是制度经济。知识经济必

须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才能使知识产品的生

产 、利益 、分配诸环节有序进行;只有制定与其相适

应的规则和制度作保障 ,才能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

经济中的作用。这种制度应当是一种有效的 、激励

创新的制度 ,保障和促进知识成果的创新和运用。

而知识产权制度就具有这样的激励作用 ,它是知识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市场经济法制化

的必然选择 。

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保障机制 。它能够

保障创新者合法权益的实现 ,维护权利人的权利不

被他人非法侵犯 ,对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予以制裁 ,

从而促进智力成果的创新与发展 。知识产权权利的

实现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或国际公约来提供制度保

障 。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公约》及《人权宣言》中 ,将

知识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加以规定。从西



方国家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至今 ,现在已经发展

成为全球统一的财产权制度 ,世界上有 18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该项制度 ,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工业经济

时代立法的价值目标 ,主要在于建立与维护物质财

富创造和流转的秩序 ,财产法的重心是物权法 ,那么

知识经济时代立法的价值目标主要是创造与维护促

进科技发展的环境 ,财产法的重心转向知识产权法

和其他科技成果法
[ 1]
。

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利益调节的功能 。知识产权

制度的核心是建立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

衡 ,通过利益调节机制激励知识的创新 ,在创造者和

权利主体以外的公众之间进行利益分配 ,在保护智

力成果创造者专有权与发展科技文化两方面寻求利

益平衡点 ,既要发挥其激励的作用 ,又要促进社会进

步。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调节功能体现了法律的效

率原则和公平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多种利益平衡的基础上 ,

以保护智力成果创造者利益为出发点 ,并兼顾公众

利益 ,防止权利滥用 ,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全社会科技

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知识产权制度的最终价值目标是鼓励知识产品

的生产与创新 ,追求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机制 ,既要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发挥该制度的

激励作用 ,又要维护公众利益不受损害。知识产权

制度的目标要符合公平理念与价值原则 ,但是法律

上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 ,而没有绝对公平。

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国际合作与竞争 。开展

知识产品国际贸易 ,能够促进对外经济 、技术 、文化

的交流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文化产品 ,对于提

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知识产权制度

为国家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使先进科

技和优秀文化成果得以广泛传播。

二 、知识产权垄断与其规制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把双刃剑 ,具有激励与保障

智力成果创造的作用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和消极作用。在现代社会 ,知识产权的国际地位日

益受到重视 ,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 ,由于知

识产权权利的不正当行使及权利滥用 ,形成知识霸

权和技术垄断 ,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美国近年已

开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消极后果进行反思 ,一些大

公司的技术发明人对中小企业实行技术封锁和垄断

而获得巨大利益 ,该做法限制了自由竞争 ,阻碍了技

术创新和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 2]
。2002年 9月 ,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近年来

美国部分民众反对过度保护知识产权 ,甚至认为专

利制度已经不是一种激励制度 ,要求国会通过立法

严格专利审查标准[ 3] 。中国企业遭遇跨国公司的

DVD专利收费事件 ,也存在这些公司对知识产权的

滥用。

知识产权制度赋予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拥有专

有性 、独占性 、排他性的权利 ,以实现在法律允许范

围内的市场垄断[ 4] 。知识产权虽然是合法垄断权 ,

但毕竟在一定范围限制了竞争 ,各国法律之所以建

立知识产权制度 ,允许对竞争的限制 ,是从权衡其利

弊后选择的结果 ,适度地垄断有利于智利成果的产

出和利用 ,有利于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但若不

适当地行使这种权利 ,滥用知识产权就可能成为非

法垄断 。知识产权制度以不妨碍科技进步 、不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 ,若保护过度 ,将使合法的垄断

变为非法的垄断 ,将妨碍公平竞争 ,损害公众利益。

任何创造活动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 ,任何人都不可

能生而知之 ,都是在不断的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

的基础有所创新 ,即所创造的成果具有社会性特征。

因此 ,应该把自己创造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也不应阻

止他人学习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

中的合理使用 、强制许可等的社会根源。“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必须在鼓励多创造知识和快速而广泛的传

播知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进行平衡” 。
[ 5]
若

对知识产权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 ,会导致公众学习

知识的成本过高 ,无疑为社会文明与进步设置障碍。

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往往所起的作用一样 ,会窒息

阻碍借鉴与创新 ,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相悖。

知识产权滥用主要表现为行使知识产权中不正

当地限制竞争的行为。知识产权本身是权利人对智

力成果的垄断性使用 ,是专有性 、独占性权利 ,是合

法的垄断权 、法定的垄断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知

识产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 ,由于知识产权利

益的驱使 ,存在不正当的行使或扩张 ,也存在滥用的

问题 ,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 ,违背知识产权的立法

宗旨[ 6] 。知识产权权利滥用 ,是相对于知识产权正

当行使而言 ,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

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 ,导

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 ,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情形。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 ,而知

识产权滥用是一种非法的垄断 ,这种垄断是限制竞

争的行为 ,反垄断法调整非法垄断行为 ,其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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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竞争不足 ,因此需要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建

立反垄断法予以规制 。

反垄断法以反对垄断 ,维护自愿公平竞争为目

的
[ 7]
。该法属于公法领域 ,对限制竞争的行为主要

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进行控制 ,显然不同于民法的

方法 。知识产权制度赋予权利人享有在一定时间和

一定范围的独占性权利 ,这种权利会在市场形成垄

断地位 ,如果这种垄断性权利被用来实施非法的限

制竞争的行为 ,或者对这种合法垄断权的不正当行

使 ,就属于知识产权的滥用 ,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

法则 ,也违反了反垄断法 ,因此 ,需要专门的反垄断

法以及其他法律制度加以控制和约束 ,以弥补知识

产权在行使中的负面影响。权利人不正当行使权

利 ,滥用权利 ,则必然会限制竞争 ,损害市场竞争;影

响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广泛传播;不利于技术开

发和技术改进 ,形成知识霸权和绝对垄断 ,这也是知

识产权制度的消极作用。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要受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限

制 ,在权利人行使其垄断性权利的同时 ,如果不正当

行使 ,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就是对权利的滥用 ,

就会形成非法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产生知识产

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 ,本质上表现为权利人个体利

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 ,即垄断与反垄断的冲突 。

根据民法的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 ,从社

会本位出发 ,首先要维护公共利益 ,个体利益让位于

社会整体利益 ,对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行为加以限制 。

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均具有促进经济发展 、

促进竞争的作用 ,说明二者的目标一致 。所以 ,中国

在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同时应当建

立反垄断体系 ,反垄断法也是防范知识产权制度弊

端的体系 。

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能够有效防范知识产

权制度弊端的体系:一是防止权利滥用 ,建立权利限

制制度;二是建立反垄断体系;三是运用“正当竞争”

原则 。中国目前反垄断法还在制定中 ,对垄断行为

规制的法律文件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 ,知识产

权中的垄断行为也适用其规定。如中国合同法 、反

不正当竞争法等的规定。但是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

在克服知识产权制度弊端的策略上 ,中国对垄断行

为的法律制度缺乏完整性 ,需要在防止权利滥用制

度上不断完善 ,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作法。一方面

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对权利滥用行为加以限制 ,

也称内部限制 。如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权利用尽制

度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等。除自

身限制外 ,还受到民法的基本原则的限制 。通过知

识产权本身的限制 ,实现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

益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其他法律制度的规制 ,即外

部限制 ,制定专门的反垄断法 ,规制知识产权权利滥

用行为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谢尔法》 ;欧盟的

《竞争法》 、《公平交易法》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有相关

法律规范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
[ 8 , 9]

。中国需要在

将来的反垄断法中 ,对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加以控制 ,对损害竞争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三 、结　语

“知识产权制度绝非无弊端 。只要其利大于弊 ,

或通过趋利避害其最终结果利大于弊 ,就不应否定

它 。”
[ 10]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 ,知识产权制度建

立至今 ,它确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有利于解放生产

力 ,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传播 ,并且世界人

多数国家均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

一种进步的 、利大于弊的制度 ,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 ,其弊端的存在说明还存在消极后果 ,只不过这种

消极后果在法律所容忍的范围之内。在法律制度上

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克服消极后果 ,禁止权利滥用及

对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的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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