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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我国现行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制和相关法学理论为依托，借鉴经济学、行政学以及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综合运用历史
研究、比较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新态势展开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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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配合　　著作权的行政执法的目的是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
利、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净化市场环境。
因此，要真正打击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对所查处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著作行为并非只要进行了
行政处罚就了事，对于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应当说这也是
行政机关的职责。
在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与著作权人、侵权人接触多，能够及时获得犯罪线索，这是公安
机关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重要情报和案件来源。
行政机关及时移送案件，使得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受到惩处，会起到比行政处罚更具有威慑力的效果
，对于遏制侵犯著作权行为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五）进一步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　　作品登记制度和质押登记机构，在实践中已经获得比较一
致的内容。
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版权抵押、作品登
记和转让合同备案等制度，拓展版权利用方式，降低版权交易成本和风险”的任务。
关于作品登记，国家版权局早在1994年就通过了《作品自愿登记办法》。
作品根据自愿的原则登记，但是出现纠纷以后，登记内容是一个初始的证据是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26条明确了作品的登记制度，有利于提高著作权保护意识、减少纠纷发生。
但是因著作权登记无法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还应当规定预防虚假的登记的措施。
同时，在《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中应当明确对登记机构规定，包括登记机构的性质、职责以及登记
簿的建立和登记程序等内容。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版权局负责本辖区的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登记工作；中国版权
保护中心受国家版权局委托，负责外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的作者或其他著作权
人的作品登记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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