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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国版权年鉴》由国家版权局组织编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
地编辑出版，是我国唯一全面系统反映中国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基本概貌的大型专业性工具
书。
本年鉴于2009年创刊，每年编纂、出版一卷，2010年卷为第二卷。

二、全书主要汇辑2009年全国版权保护与版权相关产业发展的综合概况、动态信息、文献资料和统计
数据，并增添港澳台版权和国际版权的信息。

三、本卷年鉴采用分类编辑法。
根据2009年我国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采取类目、分目和条目的结构
，以文章、条目、条文和图表的形式表述。
全书在2009年卷框架的基础上作了调整，共设17个部类，分列40个分目或次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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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载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国家版权局关于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
专文
 版权价值的实现及其国际化一一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国际版权论坛上的致辞
 版权影响世界一一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国际版权论坛上的演讲
 我们有能力解决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
要闻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跨区域知识产权高级论坛在北京举办
 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付酬办法出台
 四部门要求加强图书馆著作权保护工作
 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课题结题
 2009年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
 文著协代表中国著作权人向谷歌数字图书馆维权
 第二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在京举行
 “番茄花园”网站案审结
 中国首次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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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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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9年版权社会服务组织工作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中国版权协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
 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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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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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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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件选编
规章文件
表彰评奖
学术论坛
国际版权信息
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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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宣传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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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版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在版权制度的框架下，版权被定义为作品创作的财产权——“智力成果权”。
作为财产权，作品版权具有可计量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版权可以被交易并充分参与经济活动。
如今，版权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物质生产要素和财富资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的传播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催生了以智力成果为资源，以知识创新为动
力，以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创新、生产、传播、使用和消费为基础的产业形态。
这一全新的产业形态，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业，以及与现代科技紧
密相连的信息网络、计算机软件业、建筑、汽车、纺织、陶瓷等行业，并且发展迅猛。
其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传统制造业，不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群，还带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
，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调查，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版权产业所占份额大约平均在6％左右
，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以上。
版权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加快发展版权产业，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
由此可以看出，版权正是以其独特的智力和产业属性，在促进文化、科学繁荣和经济技术发展与推动
社会的全面文明和进步方面，都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中国版权制度的建设和实践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版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
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是建立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较为完整的版权法律体系。
1990年以来，中国先后颁布了版权“一法四条例”，执法、司法已经步人正轨。
从1992年起中国先后加入了《伯尔尼公约》、TRIPS、WCT和WPPT等重要的国际公约。
中国的版权保护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了国际通行标准，并积极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
二是确立了版权管理和保护体制，基本形成了版权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框架体系。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由版权协会、版权保护中心，以及音乐、音像、文字和摄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等构成的中国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日益完善的服务机构，充分发挥着服务社会、服务产业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社团
自我维权、企业依法经营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是在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导下，深入持续地开展版权宣传教育工作，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有了
明显提高。
中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开展版权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与教育活动，以“4·26”世界知
识产权日和重大版权事件为契机，以新闻媒体为主要渠道，通过公益广告、研讨会、演讲、征文、影
视竞赛等多种形式全面展开版权保护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使得版权知识逐步走入百姓生活，成为
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四是促进版权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作为第三世界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作用。
中国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广泛、深入的版权多双边关系，并一直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大力支持和无
私帮助，自2006年起连续3年共同举办“国际版权论坛”，并于2008年开展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
权创意金奖（中国）”评奖及颁奖活动。
目前双方正在联合开展“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项目调研和“中国南通WIP版权产业优秀案
例示范点”调研活动。
五是版权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过程中，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信息网络等产业为重点的版权产业
迅速发展，有的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根据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项目的统计数据所进
行的初步核算，2006年，中国核心版权产业的总产值约占当年GDP的3.3 ％，全部版权产业约占当
年GDP的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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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中国版权年鉴》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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