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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三大对象之一。
我国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并从80年代起相继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等一系列知识产权的重要国际公约以及世界贸易组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制的完善，随着我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知识产权问题将日显突出，对
知识产权知识的掌握也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组织翻译了产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指南”,就各国际公约而言，基本上是管理它的国际
组织惟一认可的解说。
因此，它们对读者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些法律文件无疑具有权威的参考价值。
    此外，我们还将选择翻译出版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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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0bis．1  这一款对于文字的和语言的新闻媒体都十分重要。
斯德哥尔摩修订会议(1967年)对它作了若干改动。
前一文本曾经规定，有关当前经济、政治或者宗教问题的文章，在没有明确保留权利的情况下，可以
根据公约自由转载；自从这一修订会议之后，关于是否准许转载的问题就由成员国自行做出规定。
    这一改动增强了对作者的保护，因为一度普遍适用的限制现在仅具有可选择性；而且即使成员国确
实采用这种限制，它们也必须尊重作者做出的任何保留(见“在未就报刊转载、播放或公开有线传播明
确保留权利的情况下”这一行文)。
    10bis．2  此外，考虑到现代传播手段，这一款的范围不仅涉及报刊上登载的新闻文章，而且涉及那
些被播放的文章。
作为必然的结果，不仅报刊社可以使用这种作品，广播组织也可以使用这种作品。
同第10条第(2)款的情况一样，修订会议一致同意这一款涉及被播放的作品的再度使用，例如，利用扬
声器或者电视屏幕进行的公开传播。
由于这种使用的合理性在于持续向公众提供信息，因而，如果这种使用自由仅限于播放行为本身，而
不包括使公众有可能听到或者看到这一广播电视节目，则不免是自相矛盾的。
    10bis．3  很多国家的法律(和突尼斯示范法)沿用了这一款规定，准许在公约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报刊
转载和公开传播，就是说，被使用的文章必须是当前的文章(它们必须涉及当前受到关注的问题)；它
们涉及的必须是经济、政治或宗教问题；它们必须是已经登载在报刊上或者被播放过的；它们必须是
作者没有禁止使用的。
    10bis．4  最后，同引用和教学的情况(第10条第(3)款)一样，这一款也要求必须指明出处，这无疑也
是为了保护同一种精神权利。
公约将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留交国内法自行作出规定。
    第(2)款  时事报道    (2)本联盟成员国的立法可以规定在哪些条件下。
准许为时事报道并在提供信息目的所证明的合理限度内，以摄影、摄制电影、播放或公开有线传播的
方式复制和向公众提供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看到或听到的文学或艺术作品。
    10bis.5  这一款准许在合理限度内报道新闻。
在通过电影或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时事报道的过程中，看到或听到受保护的作品是常有的事情。
它们的出现对于报道本身是偶然的和附带的。
例如，在进行国事访问或体育比赛时，演奏军乐或其他乐曲；话筒不可能不录到这些乐曲，即使是仅
录制部分仪式或赛事。
事先获得作曲者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lObis．6然而，必须防止对这一自由的滥用。
作品必须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看到或听到的；不准许事后将音乐补充到电影或广播电视节目中。
但如果在一位著名作曲家的塑像揭幕式上，演奏了他的作品的若干片断，这些片断可以纳入电影或广
播电视节目中报道，而不征询他的继承人的意见。
只是这一事件并不能让音乐会演出主办人以纪念去世的音乐家为名，举办他的作品的音乐会，因为音
乐会同这一仪式没有联系。
揭幕的塑像或展览开幕式上陈列的绘画，是事件发生过程中看到的作品的例子；而在仪式上演奏的乐
曲，则是事件发生过程中听到的作品的例子。
    lObis．7公约对这一自由还规定了一种限制：将作品纳入时事报道的程度，必须能够被提供信息目的
证明是合理的。
对于口述作品(第2条之二第(2)款)，也适用这一相同的条件。
显然，这一规定还有争论的余地，但举几个例子可能有助于解释。
    时事报道的主要目的是给公众一种已参与其中的印象。
但这样做并不要求复制在仪式上演奏的全部乐曲或在展览上陈列的所有绘画。
不过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报道体育比赛，可以对在半场休息时间演奏的军队进行曲复制几个小节；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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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名人的家中对他进行的采访，可以附带播映一下他所拥有的美术作品。
    在报道时事的电视节目中，可以出现面对该事件发生的市政厅的镜头。
不这样做，报道几乎不可能进行。
但如果将整个音乐会都录制下来，或是在一部电影中出现某一展览上的所有艺术作品的镜头，问题就
不同了。
此外，时事的概念必然要排除仅仅涉及往事的电影或广播电视节目。
    lObis．8注意这一款还提到了摄影，这是为了照顾到对在期刊中频繁出现的新闻照片的使用。
    lObis．9在这两款中给予国内法的自由是以不同方式表述的：第(1)款规定它们可以“准许⋯⋯进行
转载⋯⋯”；第(2)款则提到“规定在哪些条件下，准许为时事报道并在提供信息目的所证明的合理限
度内⋯⋯复制⋯⋯作品”。
有关条件可以免除事先获得许可的必要，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免除支付合理报酬。
很多国家的法律(包括突尼斯示范法)也只是宽容到准许使用者不必获得同意的地步。
突尼斯示范法还规定了对永久位于公共场所的美术作品和建筑作品(纪念碑或建筑物目前是记录片的主
题)的使用，以及对仅作为背景或以其他方式仅作为被报道的主要事物的附带物而摄入电影或电视节目
的作品的使用(构成一部电视剧的部分背景而且没有另外给予特写镜头的绘画或小雕像)。
    10bis·10最后，注意对在时事发生过程中发表的言论，第2条之二第(2)款以相同的方式作了规定，
即提到因提供信息目的而被证明的合理性。
     第11条    公开表演权    11．1在规定了翻译权(第8条)和复制权(第9条)之后，公约在这一条中又规定
了作者的著作权中包含的第三种权利；这一权利通常称为公开表演权。
    第(1)款权利的范围    (1)戏剧、音乐剧和音乐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进行下列使用的专有权：    (i)公
开表演其作品，包括以任何手段或过程进行的公开表演；    (ii)以任何方式公开传播其作品的表演。
   28．6  一种文本的生效取决于被指定的国家是否受另一国际文件的约束，这在公约的历史上尚属首
次(其中三个有关国家在1971年是本联盟成员国)。
这两个条约之间的这一联系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说明：这两个条约1971年在巴黎同时进行了修订，以
提供一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著作权解决方案。
在初期的预备会议期间，成员国就一个全面解决办法达成了一致，即重新就1967年斯德哥尔摩议定书(
曾遭到强烈的反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对《世界版权公约》中的“保障条款”(1952年文本第17条及
所附声明)进行修改，使它不再适用于展中国家(保障条款的大意是：如果某一国家脱离了伯尔尼联盟
，它在伯尔尼联盟成员国就不能再以后者对它承担《世界版权公约》的义务为由而要求给予保护)。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是避免一种风险：一方面斯德哥尔摩议定书(其中包含有利于它们的特别
规定)被取消；而另一方面另一公约的修订又不被接受，尤其是不被其作品(不论原作还是译作)在前一
类国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些国家接受。
自从1969年10月的华盛顿建议书产生以来，成员国都同意：对两个公约的修订应该“同时”进行，这
意味着两个公约中的更动应该尽能同时生效。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在委托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所有国际条约中，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最负盛名的是《保护工业产
权巴黎公约》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说历史最悠久是因为它们分别缔结于上世纪即将结束之际——1883年和1886年，说最负盛名是因为它
们在世界范围支配着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关系。
    这两个知识产权公约在经历了一直伴随着它们的种种不断变化的形势后，已经显示出其他国际条约
几乎无可比拟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的确，它们经过若干次修订来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但它们的持续性始终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
既然负责确定国家之间关系的那些组织目前所关心的是建立一项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个公约就能够
证实知识产权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换问题，而且在国家之间通过智力创造所能对全人类进步做出贡
献的对话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至于著作权，它构成了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要素。
经验表明，一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它提供给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保护水平。
保护水平越高，就越能鼓励作者创作；一国的智力创作物越多，它的声望就越高；文学和艺术产品越
多，它们在图书、唱片和娱乐业内的副产品也就越多。
总之，鼓励智力创作确实是所有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提之一。
    197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议确认了关于通过智力作品的生产和传播来增强发展中国家国内潜
力的著作权合作活动的重要性，并因此决定在这一领域制订一项长期计划。
这一计划的目标主要是：促进对智力创作的鼓励，促进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传播，以及促进发展中国
家在著作权和邻接权领域制定法律和建立制度。
    与第三个目标相关，负责长期审察这一计划的常设委员会满意地指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活动包
括为发展中国家的主管当局编写一本伯尔尼公约指南。
    实际上，为实用起见，这一指南可以通过对这一涉及各种职业、迄今构成七十多个国家之间的著作
权关系基础的国际文件进行逐条评述的方式来编写。
    尽管如此，这一指南并不准备作为对该公约条款的正式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不属于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国际局的职权范围，它的作用是负责管理该公约。
这一指南的惟一目的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陈述伯尔尼公约的内容，并就它的性质、目标和范围提供一
些说明。
它是为有关国家的主管当局和有关各界人士形成自己的观点而编写的。
    希望这一指南将有助于国内立法者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伯尔尼公约，从而促进全世界的知识产权保
护。
    这一伯尔尼公约指南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著作权和公共信息司司长克洛穗·马苏耶先生撰
写的。
英文本是由英国贸易部工业产权和著作权局前助理局长威廉·华莱士先生根据法文原文翻译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                                                            阿帕德·鲍格胥
                                                         1978年3月于日内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