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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术杰

副教授

山东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

2007年12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

2001年4-6月 欧盟委员会商务部WTO争端解决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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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

2015年2月图卢兹大学访问学者

2012年9月米兰大学访问学者

2011年2月巴黎第一大学客座研究员；

2009年-2013受邀巴黎中央理工大学讲课；

2006年- 欧洲国际法学会会员。

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

讲授课程

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英文），中国知识产权法（英文），知识产权法。

一、中文论文

1. 《论地理标志的法律性质、功能与侵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8期。

2.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中的几个问题》，《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8期。

3. 《取消著名商标评选，深化商标制度改革》，《中国消费者报》，2017年7月31日。

4. 《商标撤销制度中的“商标使用”认定》，《中华商标》，2017年第2期。

5. 《论商标固有显著性的认定》，《知识产权》，2016年第8期。

6.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7. 《商标获得显著性的认定》，《工商行政管理》，2016年第15期。

8. 《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研究》，《中华商标》，2016年第7期。

9. 《也谈商标的功能》，《知产力》，2016年6月30日。

10. 《认定“具有合法来源”需满足三个条件——评江苏南通××纺织科技公司虚假宣传案、杨某商标侵权案》，《中国工商报》，2006年

2月17日。

11.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商标侵权责任认定----兼论< 侵权责任法>第36条及其适用》，《知识产权》，2015年第5期。

12. 《新< 商标法>及其适用中的几个问题》，《工商行政管理》，2015年第9期。

13. 《我国离商标使用取得制度有多远？》，《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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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王老吉与加多宝“红罐之争”一审判决的点评》，《知产力》，2014年12月21日。

15. 《从“微信”之争看商标法“公序良俗条款”的解释》，《知产力》，2015年3月18日。

16. 《论立体商标的显著性认定》，《法学》2014年第6期。

17. 《欧盟的知识产权冲突法规则及其启示》，《知识产权》2014年第3期。

18. 《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与保护模式》，《法学》，2013年第7期。

19. 《论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知识产权》，2013年第5期。

20. 《试论专利代理机构的设立条件—评《专利代理条例（修订送审稿）有关条款》，《中国发明与专利》，2013年第5期。

21. 《试论汇编作品的保护范围与侵权认定——对教学辅导材料相关判决的分析，《知识产权》，2012年第7期。

22. 《试论专利法上构成“使用公开”的销售》，《知识产权》，2012年第2期，

23. 《依据网络证据认定网络公开问题探析－以一则专利无效案件为例》，《知识产权》，2011年第5期。

24. 《寻找表演中的作品－对“表演”和“表达”的概念反思》，《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

25. 《法国专利无效制度解析》，《电子知识产权》，2010年，第230期。

26. 《法国专利申请中的特殊制度》，《电子知识产权》，2010年，第227期。

27. 《从发明的技术性特征看电子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科技与法律》，2010年第1期。

28. TRIPs协议框架内中欧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比较研究》，赵秀文主编《国际贸易法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9. 《通过国际网络实施的商标侵权行为的管辖与认定----法国的判例及其启示》，《法学》，2008年第12期。

30. 《欧盟地理标志法律制度述评》，《国际法与比较法论坛》，2008年4月，第2－3辑。

31. 《TRIPs协议框架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中法比较》，《欧洲经济与法律评论》，2007年第7-8辑。

32.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TRIPs协议国内实施领域的效力局限性》，《环球法律评论》，2006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

转载，国际法学2006年第9期）。

33. 《比利时盗版香水在法国遭遇司法诉讼》，《中国知识产权报》，2006年。

34. 《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法学杂志》，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民商法学2005年第6期）。

35.《论知识产权冲突规则的拟定——保护国法主义与分割论的结合适用》，《法学》，2005年第3期。

二、英文论文

1.Should Alibaba be liable for the counterfeiting activities of onlinestores? 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7, No.2

2017.

2.The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pa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France,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IPS agreement (co-authors: Shu Xin, Zhang Ningning), inChina’s In�uence on Non-Trade Concern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outledge, 2016.

3. Why the De�ciency in Fighting Trademark Piracy in China,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2014.2, No.2.

4. How Are Unregistered Trademarks Protected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IIC）,

2013, No.7

三、法文论文



1. 《 évolution du Droit Chinois des Brevets : 1984-2015 》, Revue Francophon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n° 2, Avril 2016.

2.《 La brevetabilité des programmes d’ordinateur et des méthodes commerciales mises en ouvre par ordinateur en droit chinois

》,Propriétés intellectuelles, 2015, No. 57.

3.《 Les conditions de protection des marques tridimensionnelles en Chine 》,Propriétés Intellectuelles, 2013, No . 49.

4.《 La nouveauté comme condition de brevetabilité en droit chinois 》,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2013, No.7.

5. 《 La protection des inventions biotechnologiques en droit chinois au regard de l’Accord ADPIC et le droit communautaire 》,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2007, No.3.

6.《 La protection des inventions biotechnologiques pa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 Etude comparée entre les droits

communautaire, francais et chinois 》, Journal international de bioéthique, n°1, 2007.

7.《 La brevetabilité des programmes d’ordinateur----études comparatives des droits chinois, européen et francais des brevets 》,

Revue européen du droit et de l’économie, n°1, 2006.

8.《 La mise en ouvre des décisions de l’ORD en matière de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dans les pays en développement 》，ESIL

Forum 2005.

四、专著&文集

1《商标注册条件若干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4月。

2《知识产权法：国际的视野与本土的适用》，法律出版社，2015年8月。

五．教材

1. 独著：《商标法原理与应用》，21世纪知识产权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2. 赵秀文主编，《国际私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2016年修订。负责撰写《国际知识产权关系

的法律适用》一章。

3. 秦成德主编，《电子商务法学》，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负责撰写《与网络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一章。

相关链接 : 清华大学 清华新闻网 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 清华校友总会 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理楼

电话：010-62781330

欢迎关注 
“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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