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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版权法与音乐产业》研究了美国版权法与音乐产业之间的关系。
对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评价；从历史视角考察了美国流行音乐产业发展进程中版权的
作用和影响；借鉴美国音乐版权制度，提出了中国音乐产业发展中版权的可完善和可作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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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虚峰，女，1968年生，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从事美国社会文化的历史研究，现逐渐转向文化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2007年出版论著《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1877—192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近年来，发表有关著作权法和文化产业之间关系的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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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版权与音乐产业 第一节基于音乐作品特殊性的版权 一、音乐作品的特殊性 二、音乐作品
的特殊性决定了版权法律制度关于音乐作品的特殊规定性 第二节音乐产业中的版权 一、保护音乐产
业创作环节 二、不断扩大版税受益群体，建立版权制度基础上的现代音乐产业 三、在音乐产业和新
技术的交锋中，版权发挥斡旋者的作用 第三节音乐版权使用中的限制——过度保护的避免之道 一、
版权保护下的音乐产业阴暗面 二、音乐版权使用中的限制 第二章美国音乐版权制度研究 第一节从美
国版权法案的历史看美国音乐版权的演变 一、宪法的版权条款 二、《1790年版权法》 三、《1831年版
权法》 四、《1909年版权法》 五、《1976年版权法》 六、美国版权的国际化 第二节美国音乐版权客
体 一、从音乐作品延伸至录音制品 二、相关说明与评价 第三节音乐复制权的演变 一、从手工复制到
机械复制 二、法定机械许可制度 三、录音制品的复制问题 四、数字网络环境下的音乐复制问题 五、
音乐复制权解释的扩张及其应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回顾与预测 第四节音乐公开表演权的演变 一、公开
表演权的设立 二、随着录音制品确立以来的公开表演权部分 第五节音乐演绎权与演绎作品的保护 一
、演绎作品的定义、认定要件和类别 二、演绎权的使用和演绎作品的保护 第六节音乐发行权的演变 
一、发行权与盗版 二、发行权的限制 第七节音乐展览权概况 一、音乐展览权的设立 二、音乐展览权
的使用 第三章基于版权的美国流行音乐产业发展 第一节版权、技术与美国流行音乐产业 一、乐谱时
期——版权、技术与叮砰巷 二、唱片时期——版权、技术与唱片业巨头 三、数码文件时期——版权
、技术与音乐产业的未来 第二节公开表演权的确立与ASCAP和BMI之争 一、公开表演权的确立与表演
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 二、ASCAP和BMI之争与美国南方音乐的崛起 三、表演权集体管理组织对美国
音乐产业的贡献 第三节采样法则与说唱音乐产业 一、关于采样与音乐创作 二、采样法则与说唱音乐
产业 三、版权法对采样的探讨 第四节美国南方乡村音乐产业发展中的版权——以纳什维尔为视点的
考察 一、纳什维尔：以版权为生的表现 二、纳什维尔：版权成就记 第四章对中国音乐版权制度建设
的启示 第一节创造反盗版环境 一、打击盗版，加重赔偿力度 二、宣传版权知识，提高国民版权意识 
第二节完善立法环节 一、增设版权转让终止权 二、赋予录音制品著作权人从广播中获得合理报酬的
权利以及有限的表演权 三、完善合理使用制度 第三节完善版权实现机制 一、当前中国音乐产业版税
落实状况 二、中国音乐产业版权实现机制建设举要 第四节对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启示 一
、引入竞争机制，重构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 二、参考国外先进的组织内部工作方式，提高办事效
率 三、确立纠纷处理程序，健全组织内部争议解决机制 四、作品使用的收费标准确定在与作品使用
人协商的基础上 五、注重与作品使用者的真诚沟通，与其建立伙伴关系 第五节在中国在线音乐运营
模式的探索中发挥版权的作用 一、以唱片公司为核心，考察数字音乐时代中国音乐产业的变与不变 
二、正版数字音乐的在线运营模式探索 三、中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的作为探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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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虽然，为实现《白皮书》的立法工作后来遭到阻止，但以上复制行为的出现，再一次考验
版权法的复制概念。
因为与传统的物理复制不同，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后，数字文件不仅高度保真，而且可以在瞬间传输给
无数的用户。
当一个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发生，这包括作品的所有人将数字化的作品
上载到网络系统中的复制，也包括为使该作品能够被人访问而由一系列网络服务器所作出的自动复制
，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电脑内存上所发生的临时复制。
尤其对于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传统的复制权概念无法将之涵盖。
1995年，上述美国白皮书认为，“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该文件被复制至用户的计算机内存时，该
文件的影像才会出现在用户屏幕上。
而美国法律早就清楚地表明，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置于计算机内存中构成复制，因为内存中的作品可
以利用机器或设施被感知、复制或传播”。
1998年美国通过《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明确将计算机内存中形成的临时复制件也纳入复制权的范围
之内。
 将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纳人复制权的调整，是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国家为代表的一方与澳大利亚和广
大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一方在复制权概念上的不同所在。
“争议的实质是为了解决‘浏览’行为的定性和法律控制的问题，争议的原因，除了单纯的对法律理
解不同之处，还有深刻的经济背景”⋯⋯那就是通过控制网上的“浏览”行为，垄断在网上获得作品
的全部途径，从而保障这些国家网上版权资源的最大获利。
 经济背景说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版权体系的视角解释了美国版权法应对互联网条件下数字复制的立
场选择。
 其实，从美国复制权解释的扩张历史也能够看到美国版权法律持有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并不奇怪。
 因为对美国的版权法来说，回答“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是否是复制”和当初回答“用打有一系列不为
人懂的细孔从而驱动自动演奏钢琴的纸卷来还原音乐算不算复制？
”面临相似的解释背景，那就是当版权遭遇新技术的时候，法律究竟是应当对《版权法》作出对作者
不利的严格解释，让作者去寻求立法行动的支持，抑或应当成为版权解释扩张派，对该法律作出扩张
解释，从而将新技术用途这一现实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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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版权法与音乐产业》是华东政法大学校庆六十周年纪念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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