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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60法案是加拿大最新一轮版权改革，于2005年6月20日正式公布。
它比以往历次改革都更受公众关注，参与度也更高。
以前的修订主要是由一小部分版权相关人士进行讨论而确定，主要是版权行业协会如加拿大录音行业
协会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如AccessCopyr·ight或SOCAN力促更强的保护，大多数商业协会采取中立立
场，而教育界和图书馆群体代表了广大加拿大人的利益。
　　网络与新技术戏剧性地改变了版权相关人的组成。
原本的版权人群体仍然存在，而现在更广泛的群体要加入这一行列。
版权的公共利益——几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是计算机技术、网络和众多新软件程序共同发展的
显著成果，它们不仅使公众自己创作歌曲、电影、照片、艺术品和软件，而且帮助他们无须借助传统
的发行渠道即可快速地以电子形式发表其作品。
　　版权创造者和版权消费者的区别不再泾渭分明，加拿大人也越来越意识到版权改革给他们的日常
生活带来的影响。
过去的几年里版权改革已经开始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2001年，加拿大工业部和遗产部发起了有关版权改革的全国咨询会。
众多加拿大人参加会议以期自己的利益得到反映，那些不能亲自参加会议的，也向联邦政府递交了自
己的建议。
　　就连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投身于讨论之中，通过版权判例来重新定义版权法。
正如伊恩·宾尼(IanBinnie)大法官所言，要实现利益平衡，“不仅要确认创作者的权利，而且要适当
规定其范围”。
　　c.60法案雄心勃勃地要使加拿大执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络条约。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电子版权议题，如创设向公众传播权、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对网上侵权内容设
定“通知一通知”责任体系，对电子锁实施新的法律保护，即技术保护措施。
这些条款为表演者和摄影者创设了新的权利，也为教育界和图书馆群体设定了有限的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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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向公众传播权、技术保护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加拿大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数
字版权改革，着力促进加拿大版权法的现代化。
本书由加拿大版权领域的19名知名学者分章撰写完成。
学者们不同的研究旨趣使本书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
本书深入探讨最新一轮立法改革的国际国内因素，重点评析C-60法案的诸多具体条款，并对加拿大版
权法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本书为政府决策者、律师、法官、学者和关注版权的公众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和分析方法，是研究
加拿大数字版权改革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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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的网络与电子商务法专家，加拿大约克大学法学学士，英国剑桥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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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加拿大网络法》，主编《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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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版权对话：加拿大政策表达应采取的模式与潜在困难　　（一）概述　　1．加拿大版权
中修辞（rhetoric）的作用　　随着2001年两个报告《版权改革框架》和《数字版权问题的咨询报告》
的出台，加拿大新一轮的版权法改革意见咨询正式开始。
不过，这一改革进程也可追溯至l996年，因为该年加拿大政府签署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
制品条约》）。
加拿大众议院遗产委员会和遗产部三任部长都强烈要求尽快批准这两个条约，赋予权利持有人新的保
护和获酬手段，但是版权法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累了用于版权法改革讨论或者说冲突表达（discourse）所需的充足资料。
　　详细分析版权表达的词语和方式——人们谈论版权时所使用的词语——十分重要，因为在版权领
域以及其他法律领域，媒体宣传和公众讨论的法律就是大多数市民的法律。
他们获得版权法信息的途径不是通过律师，而是通过朋友。
而他们的朋友常常是通过网络媒体和网上聊天获知这些信息的。
因此版权表达（或更流行的说法，修辞）不仅是通过现行立法被人们所感知，而且还有更直接的方式
，即通过加拿大人的体验，这对于版权法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能直接从记者招待会和委员会听证会中获得立法所需的详细信息：某一位部长
所使用的词汇对立法本身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任何生效的法律会被议会成员、法官和普通民众所熟悉，他们是通过法律语言来感知法律的，
这些语言又会影响日常文化生活和未来立法改革的进程。
简言之，版权改革不仅是借助修辞手段进行的改革，而且还是一场关于修辞本身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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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由加拿大主要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撰稿，加拿大诸多著
名学者汇聚一堂，共同评估加拿大版权改革方案。
 《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的领域十分广泛。
超过半数的文章是对C-60法案具体条件的评析，其他文章提供了最新一轮立法改革的背景，并对加拿
大版权法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三篇关于C-60法案的立法背景的文
章。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加拿大版权改革进行了思考——政治角度的考量，国内版权利益平衡的变化和与
国际版权规则接轨的义务。
第二部分是十一篇专门针对C-60法案的文章，涵盖法案每一个实质性的条款。
第三部分对加拿大版权改革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主要探讨C-60法案没有涉及或忽略了的几个重要议题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了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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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