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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届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以“创新·发展·未来”为主题，参与活动的很多论文视野宽阔、
法理清晰、论证比较充分，具备了较高的专业水准，研究的问题贴近现实，涉及版权理论与实践中面
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前沿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校版权教学的成果。
征文活动很短暂，但对同学们知识产权观念的形成的影响将是长远的。
有的同学说，征文活动铸就了一生的版权情结。
期待更多的大学生关注版权，研究思考版权，投身到版权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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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究生
一等奖
　反思知识产权领域“利益平衡”
　对苹果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版权模式的反思——以版权法中的利益平衡为视角
　论著作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反垄断法应审慎适用于著作权拒绝许可行为
　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演化博弈分析
　版权法中独创性认定探析
　浅析违禁作品的内涵与保护
　试析作品财产权的权利体系之架构——完全作品财产权的角度
　版权扩张及版权正当性的反思
　论著作权法定许可声明制度的存与废
研究生
二等奖
　p2p网络技术与版权的摩擦及出路
　版权的未来：以“传播权”为中心的版权制度之构想
　我国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之选择
　trips-plus条款中的版权保护标准及其启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基于民间文学的一般著作权作品的保护——兼评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案 　
　合理使用的改造性使用研究——兼论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启发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司法管辖
　数字时代版权私力救济与公力控制之间的结构矛盾分析——以版权技术保护措施(tpms)为视角
　通知删除制度的滥用及完善
　复制权的扩张趋势——云计算的视角
　论著作权法上的“通知一删除”制度
　论录像制品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重新定位
　浅议p2p技术侵权之应对措施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补偿金制度的具体构建——以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
　地质资料著作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电视节目模板的版权法保护
　论我国著作权转让公示制度的建构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应解决的若干问题——以著作权法保护模式为视角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定位及监管——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本科生
一等奖
　浅析漫画语言的著作权保护——朱德庸《关于上班这件事》一案引发的思考
　电影作品的属性研究——以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修改为背景
　司法实践中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保护及限制
　浅议博客著作权及对其保护问题
　视频网站侵权判定的实证分析及完善探究——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研究对象
　从评论性角度切人阐述戏仿
　论版权法中技术措施的合理规避——兼评“苹果皮”侵权
　对p2p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例的实证分析
　论著作权法客体的完善——实用艺术作品以独立客体形式划归著作权法保护
　著作权保险管窥——浅谈著作权保险的特征、风险及其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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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二等奖
　知识产权架构下的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
　有保护才有发展——对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思考
　从“超女”到达人——对真人秀版权利益的保护与促进
　著作权法不宜保护你——作品标题
　初探作品出租权
　重庆市土家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期刊数字版权邀约的法律效力论析
　浅析合理使用与抄袭
　浅谈未来著作权的转让
　网页快照著作权问题探究——美国的司法实践及其借鉴
　网页快照的著作权侵权判定及对策
　网络版权损害赔偿问题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地法院判决为例
　中国会展版权保护问题研究
　剖析第三方插件的法律风险——以珊瑚虫版qq案为视角
　初探短信息著作权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主体的探讨
　“法人作品”若干问题研究
　“法人作品”的合理性辨析——以署名权对作者身份的标识作用为视角
　电视节目模板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中文期刊数字化后的引用图表版权问题探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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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民法方面尽管在体系归属上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但民法与知
识产权法历史形成的发展时序上的差别以及现实造就的研究格局的疏离，造成学者相对关注知识产权
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而非寻求知识产权的民法化。
但利益平衡机制实际上久为民法体系采纳，民法原则或制度无不遵循分配利益以博平衡的这样一种内
在机理。
尤其是，学者所谓利益平衡原则与民法的公平原则存在很大共性，只是传统上公平原则一般被用来处
理债权等民事法律关系，而与其他民法基本原则一样不甚为知识产权研究所重视。
公平原则含义有二，一是立法者和裁判者在立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应维持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二
是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
而利益平衡理念之含义与此相类。
二、“利益平衡”之称谓考察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平衡”应如何定位？
从既有表述看，利益平衡被广泛称作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
此外，又有“利益平衡理念”、“利益平衡理论”、“利益平衡方法”等不同表述。
笔者较接受“利益平衡理念”的说法。
解释如下：（一）“利益平衡原则”之质疑各部门法的立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无一不将法律原则作为重
点，即便难以统一立法的行政法，其理论层面的基本原则亦广受重视。
在素来讲究逻辑严谨、体系清晰、层次分明的民法领域，原则更是重中之重。
但在知识产权法学界，原则研究受到冷遇。
这既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程度不深的结果，亦是这一学科远未成熟的反映。
但冷遇的大环境下，“利益平衡原则”却受到追捧。
在有限的对知识产权法原则进行总结的论述中，大家几乎一致认可“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基本原
则。
此外，不论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整体，而单提“利益平衡原则”的观点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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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青春与版权同行: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获奖作品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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