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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2006年中国图书馆界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制定的过程，使我知道了河南省图书馆
界有一位长期从事著作权法研究的秦珂先生。
记得当时需要组织若干研究论文，我通过网络检索发现了秦珂，尔后又通过邮件联系他撰文参与讨论
，秦珂欣然应允并很快完成了任务。
后来我发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以后，秦珂的研究仍在继续，发表了若干研究和解读
该《条例》的文章。
2005年10月，秦珂先生撰写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导论》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他此前有关数字图书
馆版权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成果，后来又获悉该书荣获“2005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
时隔三年，我又看到秦珂先生撰写的《期刊的著作权问题》问世。
研究期刊著作权问题的成果并不少见，但以一部书的容量专门研究期刊著作权问题，却并不多见，它
说明了秦珂先生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持续积累、不断拓展与日渐深化。
还听说，这本书是秦珂先生献给他供职的新乡学院成立一周年的礼物，也是他对自己从事文献管理工
作二十年的纪念。
学者以学报国、以言铭志的情怀令我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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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期刊著作权是著作权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领域。
本书对下列问题进行了介绍、分析和研究。
    第1章：期刊的创作过程及其独创性；国际法、部分国家法和我国法律对期刊的作品类型的界定；期
刊局部著作权与整体著作权的特点和关系；期刊整体著作权的取得及其限制；期刊社享有的著作权项
与期刊中特殊作品的权利归属。
    第2章：“一稿多投”的概念、类型、成因、争论、利弊；“一稿多投”的法律性质；对“一稿多投
”的防范和处理措施。
    第3章：作品的概念与作品的独创性；作品独创性的判断；合理使用和作品创作；作品独创性、合理
使用同抄袭、剽窃的关系；抄袭、剽窃的概念、原因与主要表现；抄袭、剽窃的鉴别方法及法律责任
。
    第4章：参考文献的由来和发展；参考文献的概念与主要功能及其不同观点；转引、漏引、虚引、自
引等行为和著作权保护的联系；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的表现；电子文献作为参考引文的障碍和对策；
参考文献的质量控制。
    第5章：期刊社使用和授权使用著作权的模式，包括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默示许可、谈
判授权、要约授权、交叉许可、著作权代理、开放浏览权、开放存取许可、免费许可、定制授权、综
合交易授权、国家采购、著作权集体管理等。
    第6章：数字著作权的产生及国际、国内立法概述；期刊原文传递的发展和著作权制约；模拟技术条
件下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文献传递权利（部分国家与我国法律的规定）；数字技术条件下图书馆
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文献传递权利及其构成（部分国家法律规定，部分国家的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实践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对公共文化机构文献传递权利的争论；解决公共文化
机构远程传递期刊原文的几种策略；自建期刊数据库、外包开发期刊数据库的著作权问题；期刊数据
库本身的著作权法保护与特殊权利保护及其他法律保护；电子期刊长期存取中的著作权问题；国际上
解决电子期刊长期存取著作权问题的有关研究计划；期刊长期存取和出版物呈缴；期刊呈缴和著作权
保护的关系；部分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呈缴的立法；电子出版物呈缴立法中的利益平衡；我国出版物呈
缴制度的沿革与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创新；期刊网站内容、网页、超链接的著作权问题。
    第7章：开放存取的背景和著作权理念；开放存取期刊的概念辨析和资源类型；期刊著作权政策调整
的动因与开放存取期刊著作权管理特点；“创作共用授权条款”和“简体中文版知识共享协议”的使
用；知识仓储的类型、功能；电子预印本、后印本与自存档的著作权问题；自存档电子印本的著作权
政策；发展开放存取期刊的若干对策。
    第8章：对期刊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或者是容易引发争议的著作权问题进行阐释。
    本书适合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期刊编辑出版部门、科研
管理机构、远程教育机构等从业者、期刊数据库制造商、数据库服务商、期刊著作权问题研究者和立
法者、科研人员与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者（比如主管图书馆、档案馆、期刊、图书编辑出版、科研工
作的大学校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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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珂，1963年8月生于河南省焦作市，祖籍重庆市忠县。
本科学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现任平原大学图书馆馆长。
1988年从事图书馆工作以来，发表论文250篇，出版学术著作12部。
1997年后致力于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学习和探讨，已发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及相关领域论文80篇
，独著出版有《图书馆文献信息技术与法律》（个人论文集第一部）、主编出版有《数字图书馆建设
中的版权和隐私权保护研究》等著作。
曾在199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网络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组织和服务》（批准号
：98BTQ001）、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馆藏评价与绩效分析》（批准号：04BTQ001）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研究》（批准号：2001 FZH004）
、2005年度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电子期刊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批准号：0513023800）等项
目中承担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研究任务。
主持完成河南省教育厅200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批准号：067—ZX
—870）、2004年度河南省社科联“特等奖”调研项目《图书馆知识管理中的版权管理机制研究》（批
准号：SKL—2004—505）等项目。
多次应邀在高等院校图书馆、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国家特大型企业图书馆、有关学术会议以及政府部
门主办的活动中做关于数字图书馆版权的专题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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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期刊著作权问题一直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甚至存在“期刊没有著作权
”的荒诞论调。
①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法规对期刊著作权问题的规定不仅不明确、不详细，而且存在弱化期刊著
作权或者容易引发争议的条款；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对期刊中作品的著作权人利益的维护，
有意、无意地打压期刊社的权益；第三还在于人们对期刊著作权的特性认识不清，对期刊著作权保护
的规律不能科学把握与正确运用，对保护期刊著作权问题重视不够。
不可否认，期刊这种作品建立在期刊中相互独立的作者创作的作品基础之上，期刊著作权同样以作者
著作权为存在的前提，但是期刊作品不等同于独立的作者作品，期刊著作权也不是其所登载作品的局
部的作者著作权的拼凑j组合。
无论是期刊著作权的产生，还是期刊著作权的归属、行使、管理、保护都有其特殊性。
1.1 期刊的创作及其作品类型讨论期刊著作权的前提是明确期刊是否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及其作品性质
，也就是期刊是否具备独创性和建立在这种独创性特点基础之上的作品类型。
研究该问题的意义不仅仅于此，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纠正人们头脑中对期刊著作权的偏颇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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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期刊的著作权问题》适合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期刊编辑
出版部门、科研管理机构、远程教育机构等从业者、期刊数据库制造商、数据库服务商、期刊著作权
问题研究者和立法者、科研人员与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者（比如主管图书馆、档案馆、期刊、图书编
辑出版、科研工作的大学校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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