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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这块长期以来著作权意识淡薄的土地上，坚持不懈地宣传著作权法，普及著作权法律知识
，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创造守法、执法的良好氛围，是著作权法得以贯彻实施的重要前提。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权实用手册》，是天津新华职工大学刘岸华副教授为宣传、普及著作权
法而编写的。
作者多年来从事无形资产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
《无形资产管理全书》（2003年1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和《无形资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正在审稿）两部巨著的著作权法部分，主要由作者编写。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前两书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根据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进一步充实、完善而成的
。
本书以宣传、普及和方便读者学习为出发点，有其独到之处。
（1）内容方面。
在全面系统地阐述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知识时，以整章、整节的篇幅突出了著作权管理、著作权贸易
、网络著作权等新问题；（2）在结构和体例上有所创新。
从各章的命名及排列顺序来看，既注意到通俗易懂，又注意到顺理成章，特别是在每章末尾附有若干
与本章有关的名词用语及思考题，最后一章，又集中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权纠纷案例》，所有这
一切，为读者学习释疑、抓住重点复习、理论联系实际创造了有利条件。
《著作权实用手册》一书的出版，为读者学习著作权法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愿本书在宣传、普及
著作权法中发挥很好的作用。
　　于玉林　　200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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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作权实用手册》汇集了1949年至1994年以来，各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著作权法规文件，清楚
地勾画出我国著作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件，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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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著作权的概念    著作权亦称“版权”，是法律赋予创作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或其他
著作权人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的总称。
它是一个法律概念，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
这一概念概括了著作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
    著作权主体是著作权人，而著作权的原始所有人是作者。
作者是指通过自己创造性劳动，并以一定的客观表现形式直接创作作品的人。
作者是当然的著作权人，其他著作权人是依法能够推定为著作权主体的除作者以外的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以及国家。
任何作品的著作权都来源于公民的创作行为，其他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均来自作者。
    著作权的客体是指由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
    著作权的内容是指著作权人因创作了作品而依法享有的各种专有权利，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
权两部分。
    二、著作权的性质    自世界上第一部保护著作权益的法律——英国的《安娜法令》(亦称《安娜女王
法令》)于1709年问世以来，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各种不同的著作权理论学说，均从不同的角度解
释了著作权的性质。
这些学说对当时的著作权立法和司法实践，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些学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1．“天赋人权”说。
大陆法系的国家认为，著作权是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
这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在著作权理论上的反映。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声称，出版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
这种理论强调著作权的人身属性，强调重视作者的个人权利。
1793年法国公布的第一部著作权法提出：著作权所保护的不仅是作者的经济权利，更重要的是作者的
精神权利。
同时，它从理论上把作者的精神权利放在首位。
这部名为“作者权法”的法律，后来成为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的样板。
    2．个人财产权说。
英美法系国家认为，著作权是一种个人财产权利，强调它的商业目的。
这种理论认为，著作权的实质就是为商业目的而复制作品的权利，它强调著作权的财产权属性，怎视
甚至否认作者的人身权利。
1709年英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法令》，它不是从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
角度，仅仅是从利用作品、取得经济收入的角度来保护著作权。
这一理论导致英美法系的国家在初期著作权立法中，一般均不规定作者的精神权利。
    3．智力成果说。
前苏联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认为，著作权是因作者创作了智力成果而得到的一种专有权
利。
它既包含着著作人身权，又包含着著作财产权，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著作财产权允许转让，而著作人身权则不可转让，在理论上两项权利又是可以分开的。
我们认为这种理论认识是比较正确的。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也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制定的。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它是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和独占性的无
形财产权。
但是，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相比，又有下列不同之处。
这些不同之处，构成了著作权的法律特征。
    1．著作权产生的自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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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就像人出生即有了民事权利一样，著作权的获得，我国和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不须经过任何部门审批，作品一经完成就自动产生著作权。
这是著作权不同于专利权和商标权之处。
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取得，必须经过申请、审查、批准或注册、登记等程序，经主管部门授权后才能享
有权利。
    2．著作权权项的多样性。
著作权的内容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
财产权是指著作权人享有以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摄制、改
编、翻译、汇编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
以及许可或转让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由此可见，著作权是由多项权利综合而成的，其他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和专利权没有这样复杂。
    3．著作权的可分性。
著作权是由多项权利综合而成的，已如上述。
对于这些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行使它，也可以不行使它；可以单独行使其中的一项权利，也可以同时
行使几项权利。
这就是说，著作权是可分的，而其他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和专利权是不可分的。
   4．突出人身权的保护。
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没有保护期限，永远归作者享有。
这些人身权既不能随作品进入公有领域而丧失，也不能被继承，其中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也不
能被转让。
在其他知识产权中，除专利法中有发明人表明身份的权利外，几乎都未谈到人身权。
    商标是以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用来区别商品的标记，只有经过法定程序获准注册的商标，才享有
商标专用权。
商标权保护的是商品的标记。
著作权与商标权在保护对象上有时可能出现重合交叉的情形。
当商标设计的图案作为商标注册后，可受商标法的保护，商标权归注册人享有。
但是，商标设计图案亦可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归设计者享有。
尽管如此，著作权和商标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权利产生的程序不同。
著作权一般(我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取自动产生，除电子计算机软件外，作品一经完成即享有
著作权，无须办理申请、注册、登记等手续。
商标权须由申请人申请，经商标局核准为注册商标，才享有商标专用权。
否则，不受商标法保护。
    2．创作要求不同。
著作权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
只要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不是抄袭他人之物，则享有著作权。
商标是以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用来区别商品的标记，因此，它要求具有识别性(显著特征)，能够用
来区别商品，至于这些文字、图形是商标权人自己创作的还是请他人代作的，无关紧要。
    3．受保护的期限不同。
著作权的发表权以及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
译、汇编等财产权的保护期，公民的作品为公民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为50
年。
商标权的保护期限为10年，但期满可以续展，续展期也为10年，且不受续层次数的限制，只要商标权
人继续续展，则其保护期是无限的。
    4. 权利的终止、消失不同。
作者所享有的著作权，谁也无权剥夺、撤销；著作权的终止、消失，只能以超过法定期限而进入公有
领域，人人均可使用；但是终止、消失的只限于著作财产权，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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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权永久归作者享有。
商标权与此不同。
商标权的终止、消失，除了超过法定有效期限没有续展而消失外，还可能因商标权人犯有某种违法行
为(如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商标局撤销其商标。
    在著作权与商标权的关系上还应注意一个问题：当企业需要将他人的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作为商标
图案时，应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被用作商标后，附在商标上的图案，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而是按其商标适用商标法。
    四、著作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形财产)的区别    财产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著作权的使用可以取得一定的财产收益，称为著作财产权。
它们的不同之处是：    1．权利实现的方法不同。
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其特点是：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著作权人对财产权一
般不能直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中间媒介”，如复制、表演、展览、发行、出租、摄制、广播等方
式才能实现。
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有形财产权，它是依赖于对一定实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存在的。
如对房屋、汽车、粮食、钢材等实物所享有的财产权。
财产所有人一般可以直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2．权利转移的性质不同。
作为无形财产的作品原件的转移，不视为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著作权的转移，受让人只取得该作品原
件的所有权，著作权人仍然享有著作权。
有形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后，其所有人对该物不再享有财产权。
    3．保护的深度、广度不同。
著作权只能在法定的保护期内有效，一般只在本国领域内有效，且受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
的限制。
而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是绝对权，有极强的排他性，没有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限制；在时间
上不受期限届满的约束；在地域上也不受国界限制；只要所有物不转移或灭失，其所有权永久有效。
    4．衡量价值的标准不同。
有形财产的价值是通过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著作权的财产权，只能通过作品被社会利用
的广度和频率来衡量，在事先无法测定，只能在事后估算。
    5．财产控制的方法不同。
有形财产所有人能直接控制财产，表现为直接占有或间接占有某物而享有所有权；而作品一经进入社
会，著作权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控制其传播，必须借助国家法律行使相应的权利。
    6．侵权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
对有形财产的侵权，往往表现为毁损或强占；而对著作权的侵权则表现为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及第四
十七条所列的各种违法行为。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著作权实用手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在中国这块长期以来著作权意识淡薄的土地上，坚持不懈地宣传著作权法，普及著作权法律知识，
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创造守法、执法的良好氛围，是著作权法得以贯彻实施的重要前提。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权实用手册》，是天津新华职工大学刘岸华副教授为宣传、普及著作权
法而编写的。
作者多年来从事无形资产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
《无形资产管理全书》(2003年1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和《无形资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正
在审稿)两部巨著的著作权法部分，主要由作者编写。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前两书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根据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进一步充实、完善而成的
。
本书以宣传、普及和方便读者学习为出发点，有其独到之处。
(1)内容方面。
在全面系统地阐述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知识时，以整章、整节的篇幅突出了著作权管理、著作权贸易
、网络著作权等新问题；(2)在结构和体例上有所创新。
从各章的命名及排列顺序来看，既注意到通俗易懂，又注意到顺理成章，特别是在每章末尾附有若干
与本章有关的名词用语及思考题，最后一章，又集中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权纠纷案例》，所有这
一切，为读者学习释疑、抓住重点复习、理论联系实际创造了有利条件。
《著作权实用手册》一书的出版，为读者学习著作权法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愿本书在宣传、普及
著作权法中发挥很好的作用。
                                                                    于玉林                                                                 200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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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汇集了1949年至1994年以来，各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著作权法规文件，清楚地勾画出我国著作权
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件，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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