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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产权学院 2023 博士
博士研究生
科研创新项

目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
流动法律规制研究

202311503 基础研究 L72 法学 0301

1.项目意义：本项目旨在针对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态势和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现状，明确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的
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完善数据跨境全流程的动态法律规制
体系，落实数据跨境流动风险等级管理与多元审查架构；同
时面向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多元化趋势，探寻数据跨
境流动全球规则的兼容性框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规则制
定，增强在全球数据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2.研究成果：《
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的规范重塑及合规治理》获2023年知识产
权南湖论坛“新叶奖”，并发表于《中国流通经济》2023年

第5期（CSSCI扩展版）

李凡 林妍池 孙雅琪 司马航

2 知识产权学院 2021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互联网平台下混剪短视
频的版权治理路径探究

202211513 基础研究 L72 法学 0301

项目意义：本项目旨在明确互联网平台下混剪短视频合法性
的认定标准，提出互联网平台对于混剪短视频版权治理的方
式，在本土制度积累和实践的基础上探求互联网平台下混剪

短视频版权治理新的应对路径。

研究成果：《算法时代下“通知-移除”规则中必要措施的

适用与完善——基于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视角》一文发表
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增刊）》。

程子洪 郭茜 赵子萱 程天阳

3 知识产权学院 2022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我国著作权侵权惩罚性
赔偿的司法完善路径研
究—基于 1189 件判决

书的实证分析

202311505 基础研究 L72 法学 0301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主客观要件认定
与具体数额计算并未形成共识与指引，立法者的高期待与司
法者的低适用形成较大落差，要促进我国著作权侵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的司法完善，须从适用条件认定与计算条件认定入
手，明确司法认定标准。在适用条件认定上，需要在梳理类
型化评价要素的基础上统一“故意”与“情节严重 ”的裁
判尺度，在计算条件认定上，需要降低基数认定中的高精度

期待，构建以层次分析为主导的倍数计算方法。

李隽姝 包丽平 王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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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产权学院 2023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知识
产权对外转让中安全审

查机制的研究
202311510 应用研究 L72 哲学 0301

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开始追求技术的自我革新。这一变化
在2015年《中国制造2025》发布以后尤为明显。从制造大国

转向制造强国，再到形成“中国智造”模式的过程是我国科技

更新换代的宏观表现。然而，在我国科技不断革新的过程
中，外部因素对我国科技发展阻挡的意图也从未停止。美国
追踪我国领先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台了一系列以打压、
封锁和孤立我国技术为目的的法案。在此背景下，我国应更
多地关注知识产权安全、完善知识产权域外保护，以对抗美
国为首的多面夹击，率先、优先和重点从完善立法、加强安
全审查相关法律法规协调适用、增强企业自身抵御风险能力
这三个方面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稳

中向好。

丁子微 程君 萧昌榕 汪星宇 马露露

5 知识产权学院 2023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著作权法视角下规避技
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规制
研究——以《刑法修正

案（十一）》相关规定
为切入点

202311508 基础研究 L72 法学 0301

厘清版权技术措施的本质属性和制度功能，为规避技术措施
行为构建更为合理的刑事规制路径，促进司法实践中规避技
术措施行为刑事规制模式的统一。本次《刑法修正案（十
一）》修改，在侵犯著作权罪中增设了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
规定，在刑事立法层面确立了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违法性。
对于第六项新增条款的适用，司法实践理解适用不一，部分
观点认为该规定是“规避技术措施＋营利”两要素侵权，而这

两要素即可导致侵犯权利人的复制发行权等著作权而构成犯
罪，因此对于该类案件难以抉择法条适用。部分观点认为行
为人单纯实施规避、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后续并未通过继
续实施复制、发行、出版、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相关作品的行
为，则无法按照修正案条款予以入刑惩治。对此，该项目从
规避技术措施的本质属性出发，结合该类行为民事侵权理论
与著作权法基本理论，探讨在刑事处理中的底层逻辑对于司
法实践法律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明确规避技术措施行为在刑
事纠纷适用中的解释路径和参酌要素，构建著作权法和刑法
对技术措施保护相互配合的严密体系，提升立法的科学性。
实践中技术措施维护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过度保护技术
措施则易引起知识产权滥用，且极易对合理使用、技术创新
等公共利益产生消极影响。法律制度需要对技术措施的保护
程度作出选择，加速产业发展和创新激励，促进社会福利最
大化。因此，探讨并揭示技术措施在刑法保护框架与著作权

柏依洋 徐乐童 张裕杰 张佩谛

第 2 页，共 4 页



1 知识产权学院 2023 博士
博士研究生
科研创新项

目

2 知识产权学院 2021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3 知识产权学院 2022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知识产权学院2023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平台结项明细表

序号 所属单位
立项
年份

项目负
责人类

型
项目类型

1年 会议论文

1.《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的规范重塑及合规

治理》获2023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新叶

奖”；2.《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的规范重塑

及合规治理》发表于《中国流通经济》
2023年第5期（CSSCI扩展版）

1.李凡

1.2023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新

叶奖”

2.《中国流通经济》2023年第5

期（CSSCI扩展版），第71-80

页

1.是

2.否
同意结项

2年 期刊论文

1.《算法时代下“通知-移除”规则中必

要措施的适用与完善——基于新型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视角》一文发表于《华东

政法大学学报（2022增刊）》

1.程子洪

1.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8-4622

2.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2005/D

3.增刊备案号：312005202201

4.期数及页码：2022期 P52-58

1.是 同意结项

1年 会议论文

1.我国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完善

路径研究-基于1386件判决书的实证分

析，2022年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征文

比赛三等奖

1.李隽姝
1.2022年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

征文比赛 否 同意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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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产权学院 2023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5 知识产权学院 2023
学历科
学硕士

硕士研究生
实践创新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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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调查报告
1.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知识产权对外转让
安全审查机制实施调查——基于中国领

跑技术的外溢问题

1.丁子微、邹志睿
、程君、萧昌榕

项目研究报告书获湖北省第十

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否 同意结项

1年 会议论文

1.版权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冲突协调的新

进路；“2023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新叶奖-

提名奖”、 “2022年湖北省知识产权征文

大赛优秀奖”

2.数据挖掘著作权例外制度的调整和完

善；“2022年湖北省知识产权征文大赛优

秀奖”

3.论商标立法目的之流变、转向与选择—

—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第一条；“万慧达杯”第三届中华商

标协会全国高校商标热点问题征文比赛
三等奖                      4.《著作

权法视角下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规
制研究》报告

5. 《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版权技术措施

制度研究》报告

1.柏依洋；

2.张裕杰；

3.柏依洋；

4.徐乐童；

5.柏依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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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法学会知
识产权法学研究会、湖北省知

识产权研究会

2.湖北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

究会、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

3.中华商标协会

否 同意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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