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

13位ISBN编号：9787513005388

10位ISBN编号：7513005389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马海群

页数：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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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

内容概要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以解决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著作权
问题为目标，探讨并提出了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途径，包括：探讨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
作权适度保护；完善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权利限制制度；包容新的作品使用与传播方式（如
授权要约、开放存取、机构知识库、创作共用等）；改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确立数字图书馆的信
息网络传播者权；探索更有效率的著作权授权模式等。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可供管理类专业和政法类专业，如信息管理、图书情报、
科技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政策、法律、行政管理等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
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为国家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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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7.3.1.2数字时代邻接权制度的扩张邻接权的产生是传播技术进步的结果，每一种新的
作品传播技术的产生，一般都会给著作权邻接权保护带来进步与发展。
正如斯特尔所认为的：技术代表着一种行为的能力。
邻接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邻接权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邻接权，包括表演者权、音像制作者权和
广播电视组织者权；广义的邻接权又增加了包括出版者权在内，几乎一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
有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邻接权的提法，但著作权法的调整对象却包括了广义邻接权的基本内
容，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者权。
数字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网络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后的第四媒体，随着新的作品传播方式
的兴起，新的作品传播者的法律地位也应予以确认。
比较作者和传播者这两类著作权制度的受益主体，技术创新对传播者的影响更为深刻。
关注因特网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应该将重点放在传播者的权利上，即信息网络传播者的权利上。
我国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确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著作财产权的新权种之一，但在邻接权
部分，《著作权法》中则未就此作出回应。
对于信息网络传播者的权利却未提及，这不可不谓此次修订的一个缺陷。
虽然我们有这方面的司法解释及一些判例，但从法律体系的完善角度考虑，还是应当在邻接权领域为
信息网络传播者确立应有地位。
保护网络传播者也是保护著作网络传播权的需要。
著作权中网络传播权利是靠网络传播实现的，网络传播领域的混乱必然会损害网络传播权制度。
可以说，没有对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著作网络传播权制度是不完整的。
因此，广义的邻接权主体除了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外，还应包括网
络服务商、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等新型信息网络传播者，那么数字图书馆应享有的相应邻接权可称为：
“信息网络传播者权”。
7.3.2数字图书馆邻接权人的主体地位数字图书馆可否成为邻接权人？
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还存在争议，我们将从两方面解释如何确立数字图书馆邻接权人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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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为信息资源管理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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