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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著作权激励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尝试解决“信息为何产权化”与“信息如何产权化”这
两个著作权法上的核心命题。
激励机制是以产权化的方式通过权利配置实现客体的最大效用。
激励机制逐步成为解释著作权的主流学说，反映的是著作权产业投资者的利益需求。
在著作权激励机制的实现过程中，权利的初始分配与再分配同等重要，著作权法唯有在两个阶段的权
利配置中保证权利人与使用者的意思自治，才能发挥权利客体的最大效益。
首先，在权利初始分配领域，应肯定著作财产权的排他性，排除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等责任规则对权
利人意思的干涉。
排他性使权利人得以利用市场中分散的交易信息，并激励权利人创制交易成本最小的交易模式其次，
在权利再分配领域，应通过发挥集体管理组织与许可制度的优势。
肯定私立规则对法定权利的弥补与超越，使交易主体根据具体条件下的交易成本调整初始分配中的权
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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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首先，“成本收益取舍”模型旨在解决如何通过设定权利的范畴来影响个人的选择行
为，以使资源的运用更具效率。
激励机制将著作权法定位为排除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制度工具。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作者和投资者都被视为经济上的“理性人”，趋利避害是理性人的本质属性。
通过理性人的假设，我们可以预测个人在特定法律规范的约束下会选择何种行为方式，进而构建起可
以增加社会整体效益的法律制度。
根据“成本一收益取舍”模型，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才会实现。
通过赋予信息生产者或投资者以排他性的专有权，明晰权利人的权利范畴，尽力使私人承担信息生产
与传播的成本与收益，能够激励权利人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对相关资源的利用。
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会随技术条件的进步有所不同，其直接导致信息
利用的成本与收益比例发生变化，并释放出新的外部性。
因此，权利范畴的设定应根据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加以修正，以不断吸收新的外部性。
其次，“激励接触取舍”模型旨在对比激励产生的效益与社会大众接触信息的成本，解决如何通过权
利配置来影响个人的选择行为。
排他性的专有权会以“强制性稀缺”的方式.在降低私人成本（保障私人收益）的基础上增加社会成本
（加重使用者获取信息的费用）。
由于任何形式的创作都离不开对既有信息的利用，这就需要立法者在确定专有权的权利范畴时，不得
阻碍公众或后来创作者对既有信息的正常借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激励一接触取舍”模型要求：第一，如果著作权的扩张与必要的信息接触行为
相冲突，必须对权利加以限制；第二，在不存在上述冲突的情况下，权利的扩张会带来额外的激励，
有助于促进信息生产与传播。
因此，激励机制的建构须考虑在保证足够激励的前提下对社会成本的控制和对社会效益的考量，以实
现权利配置之后激励与接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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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激励机制的法律构造》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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