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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生长过程 产生背景

与生长因素影响着制度的培育与生长方向 并逐渐渗

透到事物内部 固化为事物的本质与禀性。不了解事

物的历史则不了解其性质与属性 难以把握其现在与

未来。我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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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据库建设和服务网络远不能满足创新活动的需

要 公众缺乏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权威、高效、便捷的

手段。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在于低层次信息资源的稀

缺 解决之道就在于低层次信息资源的大力推进与免

费实施。唯如此 才能有效提高信息服务业的整体层

次与服务水平。

 知识产权历史信息的组织原则

面对我国知识产权历史信息资源的组织现状 在

现已开展的国家知识产权文献及信息资料库建设中有

必要坚持重点突出、组织科学、利用便利与服务现在的

总体指导方针搜索、拣选、整理与编排知识产权历史信

息为知识产权研究与实务提供有益的资源支持。

知识产权历史信息的组织应当以重大历史信息

为主线。我国百余年的知识产权发展中 虽然社会环

境、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 但是与知

识产权相关的信息资料仍然汗牛充栋。在这些信息资

料中 有些是知识产权发展的精神要素 有些则是特

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 相比之下 反映知识产权发

展路径与实质的知识产权信息更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这些内容反映在直接对法律的制定、实施、司法等

有重大影响或者对政治、经济、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

文献资料中。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以 ��世纪 ��年代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为分水岭 此前

的历史信息已经经过时间的检验 能够留存下来的一

般可以认为对现在的知识产权体系有一定影响 能够

作为重大历史信息处理7 此后的历史信息则是概念意

义上所谓任何当下都是历史的逻辑结果 其作为重大

历史信息的判断尚需要时间的沉淀。在知识产权的发

展上 制度变革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政治、外交、立

法、执法、司法、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会议活动的事件

的最终运动结果 因此 其判断的标准就需要围绕法

制变革 探究事件的来龙去脉 形成背景性、构成性、

影响性的历史信息群。我国的商标法制从 �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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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普通用户 在组织上应当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适当

开发信息资源并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增加系统层次性

与各类加工信息。一般而言信息价值越一般用户越需

要可接近性。在检索层面上应当按照最小省力原则设

计用户可接近性的数据系统 考虑物理环境、检索功能

与检索点、数据库、系统的开放性与关联性、远程通

信、用户辅助、检索系统结构体系等方面。

! 知识产权历史信息的组织方法

知识产权历史信息是一个复杂系统 包括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外交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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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探
索

信息检索系统控制的一类索引语言的总称有利于提高

查全率但影响查准率。因此应当结合两者的优势对

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选择受控语言对即将形成的概念

保持包容性。受控语言可以按照正式用语、习惯用语或

者语言使用频度等标准来确定以使受控语言符合大多

数人的需要。制作自然语言与受控语言的对应表方便

自然语言与受控语言的转换与查询。其最终目标一是

实现检索的全面性 比如以 �著作权�为检索词与以 �版
权� 为检索词均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 只是排列顺序
按照检索词的不同有优先顺序。二是实现检索的开放

性使得新出现的概念能够及时得到反映。

" 知识产权历史信息的组织形态

知识产权历史信息的最终组织形态是信息检索

资料库。资料库的建设需要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