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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作权限制制度的概述，著作权限制的类型、尺度和本质，著作权权利限制的类型，著作权限制
合理尺度的判定标准，著作权限制的本质辨析，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利益平衡原理，依利益平衡建构著
作权限制制度必然性，著作权限制制度着重平衡的利益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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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遵循合理使用规则，将重创著作权人的利益。
如果严格依照授权原则提供有限的电子作品复本数，那样将难以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信息服务上的优
势，也不利于缓解我国信息资源供求紧张的激烈矛盾和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电子借阅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提高作品和资金的利用效率，减少获取信息的成本，促使知识产品更
快地增殖；同时也不能过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完善著作权数字化集体管理制度，以法定许可为主要限制原则展开网络公共借阅
服务，此时可采用不限制电子作品复本数的模式提供作品。
数字图书馆的搜索技术会使得作品的利用率上升，著作权人可能因作品使用总人数的增加而获得较多
的财产收益。
还应该为非赢利教育机构图书馆留出足够的合理使用的空间，在合理使用作品时应严格控制电子作品
的复本数。
　　在适用法定许可原则时，不限制电子作品复本数提供作品的同时，应当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持作品
借阅服务和购买信息产品二者的异质性，防止借阅服务过度冲击销售市场，注意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
利益。
如设法保持借阅服务中获取作品的短期性和临时性。
可以视不同的作品类型，将作品的借阅期和借阅间隔期分别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使短期借阅和永
久下载的用户群体得以区分开来。
譬如期刊和音像制品借阅期限可设定为三天或一周，书籍的借阅期限可设定为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在作品归还后须等待一定的期限，才可以再次借阅相同的作品。
期刊和音像制品的借阅间隔期可以规定为半个月，书籍的借阅间隔期可以规定为一个月。
通过这样的做法，防止读者频繁地连续借阅，实际上等于变相地持有了作品的长期使用权。
使得公共借阅机构变成了作品发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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