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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文化生活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文化生活，又往往与作品的阅读、欣赏和使用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人们免不了要复印文字作品
、拷贝电影音乐、刻录软件光盘，在互联网时代，“上传”、“下载”也已经成为不少民众日常生活
的组成部分。
以上种种行为，尽管表现形式各异，却都包含了复制他人作品这样一个共同的后果。
一般说来，只要这类复制在目的或性质上限于个人非营利的使用、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就可以归入版
权法上的私人复制之列。
在模拟技术条件下，私人复制对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会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在传统版权法的制
度框架下，版权人不必、实际上也无权阻止社会公众的私人复制行为，在一般民众的观念中，私人复
制几乎可以与“合理使用”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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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复制权的限制在版权之中，复制权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权利。
复制与作品的使用关系最为密切，决定了权利限制制度必然以复制权为中心。
在学理上，权利的限制亦称为“权利的限制和例外”。
严格地说，“限制”是指权利的行使受到公权力或者其他权利的约束，其情形比较原则；“例外”则
是指因执法技术和市场失灵等原因权利的效力所不及而允许某些行为合法化。
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权利的限制”和“合理使用”通常不作区分地做同义语使用。
虽然这两个术语在制度意义和著作权理论上是有区别的，但为叙述方便本章沿用这一习惯用法，在未
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合理使用即指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权利的限制”。
本章对版权限制的理由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权利限制制度进行分类，与此同时，研察权利限
制的不同立法模式及其运用，分析权利限制的立法发展趋势。
一、权利限制的理由从理论上分析权利限制的理由具有重要的意义。
权利限制的理由即正当性，决定着限制制度的目的性和类型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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