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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著作权。
著作权主要通过控制作品表达的复制和传播来实现作品的价值，该策略一方面为社会公众创造了一个
公共领域，另一方面预设了作品价值实现通常伴随着表达的再现。
由于作品价值的多元化，实现方式的多样化，著作权只保护表达的策略并不总是奏效。
思想与表达的分离，导致著作权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同时出现，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作品利用的多元化
，这一现象越来越严重。
著作权的失灵和异化在著作权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有着全方位的体现。
本书从著作权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问题等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展示著作权
保护与作品价值实现之间的)中突和解决之道，全面揭示著作权运行机制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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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辉猛，男，河南信阳人，200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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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两种立法例从某种意义上讲，激励论和人格论是劳动论朝不同方向发展的结果，在激励
论的影响下，诞生了版权立法例；在人格论的影响下，诞生了作者权立法例。
这是两种不同的著作权文化。
作者权立法例将作者置于立法的中心，其“保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倡导艺术或者科学的进步，而且在
于建立一个保护作为创造天才的人的法律框架”。
而版权法系则以激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文化积累为己任，作者身份是由作品确定的，置于立法
中心的实际上是作品，如何适当地分配作品利益以促进作品创作和传播是其考虑的核心问题，权利则
是根据传播者的需要设定的，没有围绕作者的需要设计权利，因此作者的某些特殊性被有意忽略。
正是基于上述不同思路，作者权法系和版权法系存在下列重大差别：第一，作品／作者观念不同。
作为著作权的规范对象，作品／作者是著作权制度设计的起点，但是由于两种立法例秉承的理念有别
，作品／作者的观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首先，二者的地位在两大法系中存在根本的不同，在作者权法系中，作者处于中心地位，作者和作品
具有精神性联系的假设影响着作者、作品和著作权的具体设计。
作为保护创作天才的法律框架，作者只限于自然人，排除了法人成为作者的可能性。
作品则需要体现作者的个性印记，这样对作品的要求就比较高，个人创作和独创性构成了两个重要的
衡量标准。
过于强调作者、强调作品的人格性特征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作品范围偏窄，作者之外的传播者得不到
应有的位置，只能另辟蹊径，在著作权之外构建邻接权制度作为必要的补充，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
满足不构成作品的“准作品”，比如音像制品、广播节目等的保护需要。
而版权法系以作品为中心，只要是社会需要鼓励创作和传播的作品，都可以纳入版权范围加以保护，
这样对作品的要求就比较低，不需要体现作者的个性，只要具备最低程度的独创性，甚至只要证明付
出了辛勤劳动就可以了，所以版权法系无须在作品之外发明“准作品”或者“邻接权客体”这类的概
念，对全部的作品或者准作品一体保护。
保护的重心也不以作者为中心，而是采取现实路线，保护作者和投资者并重，因为作者和投资者共同
促成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创作逐步让位于集体创作、公司化运营，投资者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为了更好
地分配权利，在自然人作者之外，出现了法人作者。
从版权法系的思想来源看，版权法系很好地继承了洛克的劳动论，所有的劳动者一视同仁，并没有因
为作者是精神产品制造者而高看一眼，所以在雇用劳动的情况下，产品、作品的归属采用了同样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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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作权基本原理》为知识产权专题研究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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