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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第一章 创意产业及其发展 

本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创意产业的定义与内容。创意产业意指那些源自个人的创造性、技能及

智慧，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在中国，一般认为

创意产业涵盖了包括媒体业、艺术业、工业设计业、时尚产业、建筑设计业、网络信息业、

软件业、咨询服务业、广告会展业、休闲娱乐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可以说，创意产业是突

破传统产业分类方法的一种新型产业，从创意、智慧等产业投入的角度界定，是对传统产业

的一次再定义，是文化与科技的完美融合。第二部分涉及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创意

产业萌芽于 2002 年，之后便迅速发展起来。如今，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之下，中国创意产业

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整体规模扩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支柱，同时更加关注内在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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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等各项配套制度的完善也使创意产业在中国逐步趋向规范、有序。以上海为例，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和稳步发展，2013 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约

2500 亿元，同比增长 10.1%，占全市 GDP 比重约 11.5%。以具有代表性的软件产业与网络

游戏产业，这些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增长空间较大，在未来势必对创意产业的繁荣起到更

加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创意产业相关若干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将文化创意成果进行知识产权权利化有利于保护

拥有者的权利，给权利拥有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又会鼓励更多创意工作者积极

投入到创意产业之中。当前中国法律对创意成果的保护主要从版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及商

业秘密方面着手。但是应当注意到当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法律保护工作进行的并不完美，

创意产业产品侵权现象严重，加之企业对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足，中国当下的立法又

不能全面准确的保护权利者的权利。因此，为了中国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对创意产业的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应当成为下一步立法应当考虑的重点。 

 

第三章 创意产业中的外观设计 

创意产业最先从外观设计开始，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产品和工业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具体罗列了与创意产业有关的外观设计产业，并具体讨论了与创意产业相关的外观设计

的法律制度。本章还比较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外观设计制度。简要介绍了欧盟、德国、英国、

美国、日本等国的外观设计制度，并且比较这些制度和中国的异同。此外，根据现有的公开

数据调研、归纳、总结了对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授予、有效等各类数据的。我国的外

观设计专利无论从申请，授权还是专利有效量上都呈现出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最后一部分，

分析了外观设计的多重保护，在某些情况下，权利人除可以获得专利权的保护以外，可以根

据法律的规定寻求著作权、商标权、知名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保护。而造成

这种多种保护的原因是知识产权本身的无形性和法定性。本章对不同的知识产权优缺点进行

总结比较，以便权利人设计出在保护时间，成本费用，保护强度方面最适合的知识产权保护

模式。而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多重保全将会产生高昂的垄断成本，公众本可以享受的权

利受到剥夺，为避免多重保护，可考虑制定专门立法和适用权利有限相容的规则。 

 

第四章 电子产品（含用户界面）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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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图形用户界面，长期在中国以著作权来保护。这种方式和 GUI 特点不符，因此造成

在实践中出现了对 GUI 保护不力的情况。然而这一切在 2014 年 5 月 1 日发生了改变。中国

知识产权局通过修改《审查指南》，允许了 GUI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这对于业界是盼望已久

的事情，可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有关领导的反映，在短短一个月就有五千多 GUI 的外观设计

申请，但截至到 2014 年 12 月 10 日的公告信息，我们发现通过 GUI 外观设计的只有 257 件，

这说明，大家对 GUI 的申请条件并不是太清楚。在本章中，我们将具体分析这些问题。 

关键词 GUI 图形用户界面 著作权 外观设计专利  

 

第五章 动漫产业衍生品外观设计 

动漫产业的衍生品环节是整个产业中盈利的关键环节。由于衍生品种类众多，生产厂商对不

同衍生品应当采取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动漫产业正在飞速发展，衍生品

市场的侵权也愈演愈烈。本章总结了 2012 年以来有关衍生品外观设计的司法判决，分析其

中共同存在的法律问题。衍生品在中国不仅能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也能获得商标权、

著作权的保护。最后，本章介绍了美国的动漫产业知识产权保护。 

 

第六章 创意产业中的软件专利 

软件产业在创意产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软件专利的起步时间虽然比较晚，但

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专利审查制度在不断发展进步。本章从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可专

利性问题出发，首先讨论我国软件程序的专利审查客体与具体实践审查，以及在审查实践中

出现的问题，其次讨论国外的专利审查，主要是美国与欧盟的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情况，结

合一些近年来的案例分析，对比双方在审查时的标准演变情况。最后，在软件程序的知识产

权保护的多种模式中，选取版权保护和专利保护两种最重要的保护方式，分析对比两者的优

势和劣势，来探讨两种制度形式之间的差异以及交叉保护问题。 

 

第七章 软件专利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软件产业得到蓬勃发展，软件专利申请和授权的的数量在近

年来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软件专利的侵权纠纷也日益增多，学界和实务界对有关软件专利

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讨论也愈发激烈。本章开篇即对功能性权利要求进行技术分析，从软

件及其关联概念入手，重点剖析软件专利中的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特点；其次是梳理我国

专利立法制度中对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规定，分别从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允许条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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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明书的关系、以及解释规则来分析相关法条；然后文章从司法实践角度分析目前软件专

利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困境，即保护范围如何确定等问题；最后文章在进行中美立法和司

法对比的基础下，重点阐述美国的专利法制度中有关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规定，并且简要

介绍欧洲、德国和日本的功能性限定权利要求的相关制度。 

 

第八章 软件专利相关技术标准 

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能够平衡专利权利与标准应用，规定于国际组织 ISO、IEC、ITU

以及 ETSI 的文本中，并在各国专利法律法规、反垄断法中得到体现。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

性已经得到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各国法律的广泛认可。2013 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

决的华为诉交互数字集团一案，是一起涉及软件专利技术标准的反垄断案件，对我国高新科

技创意产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