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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作权司法裁判标准与尺度》是关注著作权司法实践的结果。
笔者骆电，胡梦云以相关案例为引，在介绍案例的基础上，对法院裁判活动中的标准与尺度进行了归
纳分析，并且立足于著作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依循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原则，同时借鉴其
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对目前著作权司法的标准和尺度进行了评述。
笔者力图通过对法院裁判文书的梳理和介绍，能够将著作权司法裁判的基本立场呈献给人们，而破除
许多公众所持的法院的裁判随心所欲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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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导师，曾从事公安刑侦、银行金融工作。
胡梦云，女，民商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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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果作者运用独特的技术实现了作品表达形式的改变，仍应当认定该表达形式变化的创新
性。
在“北京C公司诉深圳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导航电子地图系反映相关地理
现象，含有空间地理坐标，能够与导航应用系统结合使用的终端地图数据产品⋯⋯导航电子地图作为
导航电子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图学为基本原理，用数字形式把地图各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有机组织、存储于计算机内的电子数据库文件之中；其主要以集成文本、图片、图表、声音、动
画、视频等多媒体手段来展示城市、乡村、旅游景点等对象的综合信息；既包含地理信息数据库，又
以空间的点、线、几何图形、注记等地图符号来对数据库进行立体或平面的展示。
对于地图作品而言，其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把具体地物、地貌、信息点等测量到地图上的过程中，根据
地图使用目的、地图比例尺及相关测量规范等要求对地物、地貌、信息点等进行取舍。
这种取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图者创作的过程；同时，即使对于一个大家都会选择的地物、地貌进
行测量时，也存在不同的测量方法的选择，因此，电子导航地图与其他地图一样，属于具有独创性的
作品，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可以作为地图作品予以保护。
在该案中，法院实质上为电子地图的判断提供了一个依据：地图作品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把具体地物
、地貌、信息点等测量到地图上的过程中，根据地图使用目的、地图比例尺及相关测量规范等要求对
地物、地貌、信息点等进行取舍；而电子地图是以地图学为基本原理，用数字形式把地图各要素以及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机组织、存储于计算机内的电子数据库文件之中。
 （4）创新性是指表达的新颖性，而不考虑表达的美学价值 在关于创新性的判断中，我们需要考虑的
是表达本身的新颖性，而不需要考虑表达相对于现有的表达而言是否更具有美学价值，亦即，作品本
身的质量和品质并不影响作品著作权的取得。
无论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合法，也不论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否妥当，只要思想的表达具有新颖性，且
这种新颖性是基于作者的智力劳动取得，则该作品符合我们所说的创新性的条件，是一个具有独创性
的作品。
 作品内容的合法性虽然不影响作品著作权的取得，但可能影响著作权的行使。
作品合法性的判断是基于是否有违社会公共道德。
权利的行使不得违背公共道德或者说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著作权的行使中理当遵循这
一原则。
因此，基于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维护，违背公共道德的作品可以被要求禁止或者限制传播，其著作权行
使因此而受到限制，这是具有正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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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作权司法裁判标准与尺度》以相关案例为引，在介绍案例的基础上，对法院裁判活动中的标准与
尺度进行了归纳分析，并且立足于著作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依循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原则
，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对目前著作权司法的标准和尺度进行了评述。
笔者力图通过对法院裁判文书的梳理和介绍，能够将著作权司法裁判的基本立场呈献给人们，而破除
许多公众所持的法院的裁判随心所欲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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