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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先进文化
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完备、有效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对于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顺利开展国际经济与文化
交流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开始重视著作
权的刑法保护，并取得了巨大进步：在立法方面，通过1994年《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
和1997年刑法典，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保护著作权的刑法立法体系；在司法方面，通过颁布司法解释
，开展专项斗争等手段逐步加大了刑事司法保护的力度。
但是，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需要和世界各发达国家、有关国际公约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先进做法相
比，中国著作权聃法保护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创新科技的突飞猛进
，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中已有一些规定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营利为目的
”的主观要素的规定，使得司法机关无法适用刑法惩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侵权行为），急需立法
完善；又如中国民众著作权法律保护意识比较淡薄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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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采用实证研究、法理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现状、原因、对策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对侵犯著作权的具体犯罪的构成特征、司法认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对各
主要发达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公约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规定进行详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侵
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进行了全面检讨，并提出应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素、增加侵犯著作权
犯罪的行为方式、扩大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对象范围、完善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情节标准等多项颇具
合理性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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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专题研究　　侵犯著作权罪研究　　侵犯著作权罪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常见多发的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之一，不管是在司法认定还是在理论完善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疑难问题，有必要予以深
入的研究。
　　一、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意旨　　分析国家立法机关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意图，研究侵犯著
作权罪的立法精神，对于准确认定侵犯著作权罪、完善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规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
意义。
　　（一）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沿革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没有从立法上对著作
权给予完全的法律承认和全面的法律保护。
直至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才对著作权作出了规定。
该法第94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享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
该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4月2日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其中对著作权的保护问题也作出了简单的规定。
这些规定可以视为我国保护著作权的立法滥觞。
但是，这些规定尚未提出对侵犯著作权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
1990年9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著作权法》，以56个条文对著作权法律制度作
出了系统的规定。
随后，国家版权局经国务院批准于1991年5月30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但是，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仍然没有规定可以对侵犯著作权的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其实，对于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犯罪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7年11月27日联合
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就作出了规定，即对非法出版、印刷、发行、销售
非法出版物的行为，按照投机倒把罪处理。
这是对侵犯著作权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最早规定，但其保护对象仅限于出版物，而且是以司法解
释的形式作出的规定。
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
该决定共有6个条文，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
这是我国首次以刑事法律的形式对著作权提供法律保护。
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1979年刑法典作出了修订，在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第七
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中第217条、第218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
　　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对著作权法作出
了修订。
新的《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对构成犯罪的八种侵犯著作权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规定与1997年刑法典第217条的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差别。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政府已经加人《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等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条约，而且这些条约已经在我国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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