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家 冯晓青 先生/博士/教授 

 

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通讯地址： (100088)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

产权法研究所 

 

法律学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博士后研究，

获法学博士后证书（2003.9-2005.7）； 

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毕

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9-2003.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专业双学位班毕业，获法学第二学士学

位（1988.9-1990.7,第一学位为经济学学士学位）。 

 

专业特长：  

与知识产权法有关的领域，如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域名争议、

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网络法。 

 

专业工作经历： 

1990.10-1999.8，湘潭大学法学院任教，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

工作，其中 1994 年和 1998 年分别破格晋升法学副教授和法学教授； 

1999.9-2000.1，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高级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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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9-2002.9，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院访问学者； 

2003.9-2005.7，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知识产权法研

究工作； 

2003.10，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2005.10—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工

作，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仲裁与调解经验：  

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多年（1994-1999，湖南莲城律师事务所；2006 年

至今，分别在北京市君泰博华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

所工作），主要从事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网络域名、不正当竞

争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实务工作，其中包括对有关案件的调解。另外，

已申请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尚在批准之中）。 

 

域名与知识产权经验： 

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研究与实务工作已满 18 年。在域名方面，除

进行理论研究外，通过律师途径和个人学术网站（冯晓青知识产权网）

进行了一些免费咨询服务，并应邀多次参加了有关域名和相关知识产

权的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知识产权法重点学科学术带

头人；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 

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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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顾问； 

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顾问； 

深圳市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中心专家等。 

 

主要出版物：  

著作 

个人独立著述的知识产权领域专著： 

（1）《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第 3 版； 

      *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知识产权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2 年版； 

（5）《知识产权法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6）《现代知识产权法》，湖南出版社 1997 年版；      

（7）《知识产权诉讼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8）《工业产权法通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9）《著作权法通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另外，主编《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研

究》、《知识产权法学》（中国政法大学精品教材）等著作与教材 8

部。 

论文 

英文论文（12 篇）： 

（1）Awakening of A Sleeping Dragon: The Evolution of Copyright 

Concep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No.4, 2004，at 924-953(SSCI,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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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Restoration of Private Rights: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New Chinese Trademark Law,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4, 2004, at 251-283 (瑞士); 

  （3）Comments on Cyber Copyright Disputes in the P. R. C., 

Marquett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2003, Vol. 7, 

at 149-203 (美国)； 

  （4）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 El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pyright Law,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No.2, 2002，at 917-947 (SSCI，美国)； 

  （ 5 ）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in Network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aw, No.2, 2002, at 

161-163 (英国)； 

  （6）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pyright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the 

Copyright Law,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5, 2002, at 

743-763 (瑞士)； 

（7）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 of Pat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5, 2001, 

at 827-869 (瑞士)；  

（8）The Reform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a,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o.3, 2001, at 215-230 (澳大利亚)； 

（9）Copyright Dama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4, 2000, at 607-626 (瑞士)； 

（ 10 ）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pyright 

Legislation of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4,1999, at 583-592 (瑞士)； 

  （11）Wanghai Phenomenon and Legal Protection for Consumers in 

China, Consumer Law Journal, No.5, 1998, at 320-330（比利时）； 

 （12）Preliminary Analysis of How to Set Compensation Amou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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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es in Litigation Against Patent Infringem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No.4, 1997, at 23-28（CCPIT）． 

另外， The Protection of Domain Name in China, 即将由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Journal 以英文发表（2009 年第 1 期）。 

中文论文（其中知识产权方面的 100 篇以上，以下仅为部分示例） 

（1）《中国网络域名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年刊》（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术

刊物）2007 年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0-271 页； 

（2）《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构造：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中国法学》2007 年第 1 期； 

（3）《域名与商标权利冲突及其解决探讨》，《天津市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 

（4）《知识产权权利重叠、权利冲突及其解决途径探讨》（其中部

分内容为域名与其他权利冲突的解决），《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5）《著作权扩张及其缘由透视》，《政法论坛》2006 年第 6 期（《新

华文摘》2007 年第 3 期）； 

（6）《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限制及其利益平衡》，《社会科

学》2006 年第 11 期； 

（7）《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中国法学》

2004 年第 1 期； 

（8）《互联网挑战著作权制度》《法律科学》2004 年第 6 期； 

（9）《互联网络上言论自由权与版权关系之述评》，《北大法律评

论》第 2 卷（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10）《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与法律解决》(上、下)，《电子知识产

权》2001 年第 8、9 期（《中国知识产权年鉴》（2001-2002）摘录，

内容包含域名争议问题）； 

（11）《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研究》，《民商法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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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公司 2001 年版； 

（12）《因特网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责任限制研究》，《河北法学》

2001 年第 6 期等。 

 

计算机与网络操作： 

能熟练地进行计算机和网络操作、运用。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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