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著 作 權 法"#下 稱 !著 作 權 法" 頒 佈 於

!""# 年 " 月 $ 日$自 !""! 年 % 月 ! 日起實施$並分別於 &##!

年 !# 月和 &#!# 年 & 月進行過兩次修訂% &#!! 年 $ 月 !’ 日

召開的!著作權法"修訂啓動會議$揭開了該法第三次修訂的序

幕% !著作權法"調硏起草歷時 !# 年 !$歷經波折$可謂造法不

易&!著作權法"調整 複雜的法律關係$而技術發展打破了原有

的 利 益 平 衡$因 此$其 修 訂 也 將 是 一 項 艱 難 任 務 $可 謂 修 法 亦

艱% 在!著作權法"進行第三次修訂之際$筆者較爲關注以下幾

個問題%

一!"著作權法#的客觀評價

二十年來$!著作權法"在保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促進知

識與信息的傳播方面發揮了 無可替代的作用% 但不 可 否 認 的

是$現行!著 作權法"已經滯後於數字技術的發展$亟需 修訂與

完善% 在法律修訂之際$有人稱!著作權法"的許多規定與著作

權法原理相衝突$也有人稱!著作權法"已經成爲文化産業發展

的阻礙% 筆者認爲$上述評價有失公允% 筆者贊同中國著作權行

政主管部門負責人對!著作權法"的整體評價$即!著作權法"對

於開發’利用和保護知識 資源$促進經濟’文化’科技和社會發

展$提高 中國文化軟實力$提陞國家核心競爭力等 方面提供了

法律保證 &% 一位多年從事著作權審判的資深法官指出$ 現行

!著作權法"建立起了著作權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確立了基本

原則和基本制度$使著作權法律關係的調整有了基本的法律規

範和法律依據% ’ 上述評價較爲客觀公正% 法律人只有始終對法

律抱有敬畏之心$對前人先賢的立法工作 懷有崇敬之意$秉 承

科學’民主的立法精神$採用批判與繼承的立法方法$修訂後的

法律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

客觀評價現行!著作權法"$是此法成功修訂的基礎%

二!"著作權法#的修訂目標

解決社會經濟科技發展帶來的新問題$重新調整與劃分各

方利益爲法律修訂的目標% 具體到!著作權法"的修訂$我們所

面臨的主要是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所帶來新問題$ 例如$作

品使用與傳播方式的變化帶來的(侵權易而維權難)的問題% 不

過$數字技術帶來的新的著作權問題是此次著作權法修訂應解

決的問題$而不是著作權法修訂的基礎% 在數字技術環境下$著

作權制度的基石與基本框架仍未受到衝 擊% 立法 者 所 應 考 慮

的$仍是如何保護創作者’傳播者的利益$促進作品及信息的傳

播’知識的普及$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福祉%

在立法技術方面$鑒於!著作權法"對很多方面的問題僅僅

規定了基本規則$尙缺乏具體規定$導致適用法律時無所適從$

在!著作權法"修訂時應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 ( 法律可操作性

的增強$將提高法律的可預期性$更爲有效地化解糾紛$維護社

會關係穩定% 這是從法律的實施角度而言$!著作權法"修改應

該實現的目標% 然而$許多人對!著作權法"修訂的期望甚高% 例

如$有人稱!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有望解決網絡侵權問題 )% 此

種願望或將落空% 可以預見的是$!著作權法"的修訂將爲處理

網絡侵權糾紛提供更爲 明確’詳細的法律指引$但網絡侵 權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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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身是無法僅通過立法解決的! 也有人 將某些 産 業 的 不 景

氣"如唱片業的萎縮歸 咎於現行#著作權法$"認爲其未 賦 予 音

像製造者以充分的權利"並希望#著作權法$的修訂可以扭轉乾

坤% 此種願望或許也將落空! 某些産業的萎縮通常是有許多因

素所造成的!法律的滯後僅爲其中的一個因素"技術因素&法律

執行因素同樣重要!

’著作權法$的修訂目標"將遵從法律修訂的指引與導向!

三!"著作權法#修訂應解決的幾個關係

爲 了 實 現’著 作 權 法$的 上 述 修 訂 目 的"在 法 律 修 訂 過 程

中"應充分論證並解決好以下幾個關係(

一是"著作權法#與相關國際公約的關係%中國已經加入了

’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 公約$ 等 國 際 公

約"全面履行了保護公約締 約方國民著作權的國際義務"符 合

了國際公約的基本要求% 在’著作權法$修訂時"立法者應重新

審視國際公約的規定" 包括國際 公約強制性規範 及 選 擇 性 規

範"審視’著作權法$中的相關術語的表述或內涵是否存在與國

際公約不一致之處"進一步完善’著作權法$%

二是"著作權法#與民事基本法的關係%著作權屬於民事權

利!權利行使的原則&侵權構成要件及權利救濟的內容等"須以

民事基本法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

侵權責任法$等爲指引% 因此"在’著作權法$修訂過程中"關於

著作權侵權應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著作權損害賠償一律適用

懲罰性賠 償的建議"因背離了中國民事基本法的原 則"難以 被

立法機關採納% 然而"著作權具有與其他類型的民事權利不同

的特點" 甚至同爲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也由於其類型的不同"

而呈現不同的特性"例如計算機軟件% 一般而言"由於計算機軟

件開發成本比較高昂"而被侵權比較容易"計算機軟件應 被 賦

予更爲特殊的保護"這 也是中國政府制定並頒佈了’計算 機 軟

件保護條例$的緣由% 在此情况下"可以考慮計算機軟件的特殊

性"對於某種類型的侵權行爲如商業化&規 模化的侵權行 爲 採

取懲罰性賠償原則"以 遏制侵權行爲的氾濫"並爲其他類 型 作

品給予充分救濟積累經驗%

三是"著作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係

知識産權的行使與壟斷之間的關係"爲’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反壟斷法$)下稱’反壟斷法$*所明確% 該法第 "" 條規定(+經營

者依照有關知識産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産權的行

爲"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産權"排除&限制競爭的

行爲"適用本法% -對於濫用知識産權"從而構成壟斷的行爲後

果" 或者説作爲壟斷行爲受 害者的經營者可以 獲 得 的 救 濟 措

施"’反壟斷法$未作規定%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下

稱’專利法$*已涉及此問題% 該法第 #$ 條規定"專利權人行使

專利權的行爲被依法認定爲壟斷行爲"爲消除或者減少該行爲

對競爭産生的不利影響"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具備實施條

件的單位或個人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

專利的強制許可% 著作權人不當行使著作權的行爲"排除&限制

競爭的"同樣可構成壟斷行爲% 爲了恢復此種行爲對市場競爭

所造成的損害"有必要對涉及的作品給予強制許可% 歐盟制止

與著作權相關的壟斷行爲"採取的也是這種做法% % 考慮到中國

’專利法$的相關規定以及歐盟的實踐"中國’著作權法$應在修

訂時"爲制止與著作權濫 用的壟斷行爲"平復市場競爭 秩 序 預

留空間% 因此"建議增加對濫用著作權從而構成壟斷的著作權

強制許可的規定 &"以協調’著 作權法$與’反壟斷法$之間的關

係%

四是修訂"著作權法#的民主與解決實際問題的關係

修訂法律的民主"即在法律修訂過程中充分發揮社會各界

的作用"是確保法律修訂質量的重要途徑% 從’著作權法$的第

三次修訂的情况來看"相關主管部門十分重視法律修訂中的民

主問題"並已採取了積極的措施% 國家版權局已向 ’(( 多家單

位發放調查問卷"並委託 ) 個專家小組於今年年底前起草著作

權法修正草案% $ 修訂法律時的民主"一方面可以發現現行法律

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爲問題的解決提供思路及方

案% 然而"法律修訂時的民主並不能完全保證令人滿意的法律

修訂結果...因爲各種因素的限制"一些修訂中大家最關注或

者認爲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可能在修訂後依然懸而未

決% 如在中國’專利法$第三次修訂時"解決專利確權案件中的

+循環訴訟-問題 * 是社會各界共同的呼聲"各界也提出了以民

事訴訟模式替代現行的行政訴訟的模式% 然而遺憾的是"’專利

法$第三次修訂最終依然未能解決+循環訴訟-問題% 因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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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時的民主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途 徑!修訂法律時的"集

中#$$$立法者決策時! 能否眞正聽取各界意見! 顯得更爲關

鍵%

五是加大著作權保護水平與中國國情的關係%保護著作權

人的合法權益!是&著作權法’重要的立法宗旨之一% 然而!保護

水平的高低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應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具體國

情爲評價標準% 損害賠償數額!通常爲評價保護水平的要素之

一% 以法定賠償爲例!中國現行&著作權法’雖對法定賠償的上

限作出了規定!但並未對下限作出明確規定% 因此!有作家建議

對於賠償數額要設立一個起點(即下限)!並建議將下限定在 !

萬元至 " 萬元之間的數額% #$ 考慮到中國國民年平均收入尙低 ##!

以及其他國家法律中有關法定賠償幅度的規定 #!! 筆者認爲在

中國對於文字作品或美術作品! 若權利人選擇適用法定賠償!

賠償的下限以 ! 千元爲宜% 此數額旣可補償權利人訴訟的相關

支出!又不至於誘導個別權利人以訴訟爲業% 對於中國&著作權

法’所規定的上限!即 "$ 萬元!筆者認爲無需提高至 #$$ 萬(即

中國&專利法’所規定的上限)% 如果權利人主張侵權行爲給其

造成了重大損失或侵權人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則其不應主張法

定賠償!而應要求以其他方式計算損害賠償數額%

&著作權法’修訂如何解決好上述幾個關係!將是此次法律

修訂的重點%

&著作權法’的修訂涉及到作者*作品使用者及傳播者的利

益!關係到中國文化産業的發展以及文化 軟實力的提陞!因 此

受到廣泛關注% 立足於中國國情!解決好&著作權法’修訂時涉

及的多種關係!法律修訂的目標方能實現% !

欄目主持人!

張廣良"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

副庭長#代庭長#硏究室主任$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敎授%北京大學

國際知識産權硏究中心客座硏究員#國家知識産權局發展硏究中心

客座硏究員#美國約翰"馬歇爾法學院兼職敎授等職&

!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法律委員會主任王漢斌在審議著

作權法草案時曾經説過!’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所有法律草案

中"著作權是最複雜的一個法"調整的關係最廣"審議時間最長& (

" ’)著作權法*修訂要面向時代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光明日報 "#!!

年 $ 月 "% 日& 此文爲柳斌杰 "#!! 年 $ 月 !& 日在)著作權法*第三

次修訂啓動會議上的講話&

& 陳錦川!’著作權法修改的幾點意見和建議("中國新聞出版網"’(()*

++,,,-.’/012,.3-.45+"#!!!#6+!!+.40(70(8""9:$%-’(5"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年 ; 月 ! 日&

: 同註&&

% 張敏!’著作權法三修訂網絡侵權有望解決(")網絡導報*"#!! 年 6

月 !9 日 "’(()*++,,,-.’/01<1/=>-.45-.0+5/.?4!?71</0@+(7.’+"#!!!#6 !

!9+.40(70(8&%!"6&%-’(5="最後瀏覽日期 "#!! 年 ; 月 ! 日&

9 見 A1@/== 案"B4/07< .1C7C D!":!+;!E 10< D!":"+;!E FGHI 10< JGE K

D455/CC/40 L!;;%M HDF J!$:&-

$ 我國對是否建立強制許可制度曾經有過激烈爭論&!;6; 年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審議稿*中有強制許可制度條款"後因該條款

規定的適用範圍和作品使用方式過寬"限制條件太少而沒有通過人

大審議& 參見葛蓉#葉楚璇!’我國設置著作權強制許可制度的必要

性(")圖書館理論與實踐*""##%+:,& 筆者認爲"著作權強制許可問

題應爲)著作權法*此次修訂的議題之一&

6’(()*++,,,-C/)4-@4K-.0+5(NN+"#!!+"#!!#6+("#!!#6!689!9%6;-’(5=&

;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 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I$%; 元人民幣I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I%6$ 元&

!# 參見’張抗抗提案建議儘快修訂)著作權法*(")信息時報*"#!! 年

& 月 & 日&

!! 同註$&

!" 例如")美國版權法*第 %:# 條O.P規定"就一部作品而言"無論侵權

人係個人承擔侵權責任還是兩人或以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法定賠

償金數額爲不低於 $%# 美元或者不超過 &#I###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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