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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主要讲述了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这些都是新世纪中国出版走向世
界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且要努力做好的工作。
版权贸易既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服务贸易中的一个内容，也是知识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我国的版权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新中国出版业而言，虽然我们的版权贸易历史还很短暂，但版权贸易的重要作用却已彰显，图书
、音像、电子出版物、软件等的版权贸易已成为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
本书主要阐述了什么是版权贸易、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近年来我国版权贸易交往过
程中的地位。
版权贸易对于出版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体现在引进与输出两个方面。
指出了我国在版权贸易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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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四、熟悉版权代理等版权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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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历了长久劫难与动荡的国家此时正百废待兴。
诸多法律的起草工作也相继开展，这其中就包括著作权法。
1951年4月，出版总署成立了以副署长周建人为首的《著作权出版权暂行条例》起草委员会，拟开展相
关工作。
但后来流产。
1954年4月21日，出版总署又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送审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
但也没有结果。
直到近30年后的1979年，著作权法起草工作才正式着手进行。
　　没有著作权法，就很难讲版权贸易，当然也无法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于是就更难讲涉外版权贸易
了。
　　在新中国的著作权法颁布前，惟一与图书版权贸易相关的规定就是一些稿酬支付办法。
1950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出了《关于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项决议的通知》。
该通　　知对向著作权人付酬做出了原则规定。
这是新中国的首个与图书版权贸易有关的政府规定。
　　这一时期，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出版社多数都订有自己的出版稿酬规定。
国营出版社的规定较单一，执行的是新华书店制订的相关办法。
1950年初，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制订了《书　　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刊登在其《内部通告》第16号
上。
这个办法是经出版总署批准的。
1950年底，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一分为三后，由此分出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将原新华书店制订的暂　　行
办法改名为《人民出版社书稿报酬暂行办法》，报出版总署批准后继续实施。
这一规定很快就推广到全国(参见王仿子《“1958年前我国实行版税制”辨证》，《中国当代出版史料
》第　　七卷第180页)。
此时的私营出版社则使用自制的稿酬办法。
这一时期的图书版权贸易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1957年前的图书版权贸易中，还依然有私营出版社的经章)等。
但这些活动都看不到与图书版权贸易有直接关系。
“文化大革命”前真正参加与图书版权贸易有关的书展大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64年，中国国际书
店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这也是中国首次参加该书展。
另一次是1966年5月15日(《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前一天)，中国出版界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第十届华沙
国际图书博览会。
但直到目前，没有看到这两次书展有关图书版权贸易的记录。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
出版业、图书版权贸易自然在劫难逃。
这期间，只是到了70年代以后，才有极个别的出版对外交流活动。
1973年9月，严文井、王仿子率中国出版印刷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这应是绝无仅有的事件了。
　　2．一些例外　　虽然没有直接的涉外图书版权贸易，但“文革”前的17年中，我国与前苏联及东
欧国家间相互使用作品的现象倒值得一提。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我国与上述国家间存在着大量相互使用彼此作品情况。
对此，是否也因我国没有著作权法及没有加入国际公约而对其作者一概不理?不是。
在1966年以前，我们对使用这些国家的作品还是有些说法的。
这些说法大致如下。
　　在报酬方面，凡使用了上述国家作品均应付酬。
但付酬方法又有很多讲究。
凡通过使馆、人民团体或双方报刊互供的稿件，均直接付给组织而不付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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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人来稿则应直接付给个　　人。
对来访者在华创作的文章报刊一旦采用，包括电台使用其音乐作品，应一律直接付酬。
付酬标准为千字30元，著名人士还应提高。
我出国人员在外创作作品可接受稿酬，但不得主动索　　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付酬标准，当时报刊付给中国作者的稿酬最多也才干字15元左右。
二是对音乐作品的付酬。
　　对于图书，我们的说法是，～般不签约也不付酬。
出版对方图书对方坚决要求签约的，则应由我国际书店与对方签约，同时应向对方付酬。
反之亦然。
但我国任何作者的著作被苏联　　翻译出版时，均不得主动向苏联索酬，但对方主动付酬的除外。
由这个说法可以推断，如果外方坚持，则图书版权贸易倒也可以进行一些。
这个说法是1955年由文化部定下的。
30多年　　后，另一位文化部长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被前苏联翻译出版，且一印就是10万册。
由于对方未主动付酬，所以，王蒙这里也就没什么版权贸易可言了。
(当然，此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既　　无著作权法，更没有加入国际著作权公约。
)　　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我们与朝鲜还有个另外约定，即两国互译出版对方书籍时，要事前征得
对方国家(不是作者)同意，书出版后要寄3本样书赠对方国家。
　　由上述诸多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不仅作者的版权难以得到维护，且连作品本身也几乎形同国
家财产，其权利动辄要由国家来行使。
　　如果说上述这些说法是我们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优惠的话，那么，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则享不到这一优惠了。
不过，这其中也有例外。
我们翻译出版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作家、知名人士的书籍，如作者提出，则可酌情付酬。
另外，使用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所办出版社和党员作家的书籍的，一般可付酬。
就是说，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兄弟党间还是有版权贸易可做的。
当然，这种贸易是单项的，因为如果兄弟党的出版社使用了我们的作品，我们是不许向对方索酬的。
　　1954年初，美国共产党主办的新世纪出版社致函我国际书店，对我群众与主流出版社翻译出版该
社的《杰瑞美明灯》～书表示欣幸，但同时希望我出版社能向作者付酬。
考虑到不　　　　十年动乱结束，中国重义获得希望。
随着整个国家上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版重新开始起步，我国的
版权贸易也才真正有了生机。
也是从此时廾始，我们的图书版权贸易才开始逐步涉外。
这里的涉外有两个含义，一是仅指外同，二是包括我国的台港澳地区。
　　1．内地与外国间的图书版权贸易　　自1978年开始，中国出版界开始与国际出版界进行广泛的接
触，并开始摸索各种合作方式进行多方面合作。
中国出版界先后派团访问了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国家，一些外国出版公司也开始纷纷来访。
同时，中国开始参加包括法兰克福、莱比锡、莫斯科、波隆亚、新加坡、印度、埃及等书展在内的国
际书展。
从1978年开始的十年里，海外出版界在中国举办的各种图书展览超过了100个，而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
公司自1986年开始主办的两年一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更为中国出版社开展涉外版权贸易提供了
最直接的场所。
　　1980年5月，中央有关负责人王任重在接见由11个国家的23家出版社组成的访华团时指出，要加强
合作出版。
1981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国家出版局制定的肋口强对外合作出版管理的暂行规定》。
这个规定虽在今天看来有一些可议之处，但它首次明确：对外合作出版应维护我国作者和出版者的权
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经济上有所收益；出版社拟同国外合作出版的书稿，应事先征得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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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原编辑单位的同意；每个合作项目都应签订有一定时限的合同，并按国内现行稿酬制度向作者付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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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加强版权贸易工作，　　推动华文出版业的发展　　石宗源　　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
都是新世纪中国出版走向世界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且要努力做好的工作。
　　版权贸易既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服务贸易中的一个内容，也是知识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在我国的版权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新中国出版业而言，虽然我们的版权　　贸易历史还很短暂，但版权贸易的重要作用却已彰显，
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软件等的版权贸易已成为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版权贸易对于出版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体现在引进与输。
出两个方面。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版权引进方面，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需要引进大量的国外优秀作品，特别是
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作品，如各种科技、学术、财经管理、信息类图书、各种计算机软件
等等。
这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是“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需要。
不仅要多引进，还要加快引进的速度，这样才能尽快掌握最新信息，使我国的相关行业发展与世界同
步。
而引进有益的生活、文艺类作品，则可以更好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做好版权输出工作。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又是一个大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　　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正越来越大。
宏扬中华文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与友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
项工作。
而版权输出正是达到这一目的　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在目前的版权贸易中存在着引进多、输出少，向我国港台地区输出多、向外国输出少的现象。
虽然目前版权输出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裹足不前，而是要克服困难，知难而进。
这是中国出版界的责任，也是中国版权界的责任。
虽路途艰难，但也无比光荣。
　　华文出版业的发展与壮大，是新世纪中国出版人必须认真思考的又一件大事。
从商务印书馆的诞生算起，中国现代出版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
从出版数量看，中国无疑是世界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不等于出版强国，中国出版与世界出版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要成为出版强国，我们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要跋涉、要奋进。
　　中国是华文出版业的根基，中国内地又是华文出版业最重要的基地。
只有中国内地出版业强大起来，整个华文出版才可能强大。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求中国内地出版界。
要全面了解整个华文出版业的现状与发展，全面了解世界出版业的现状与发展。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才能壮大自己。
这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课题。
　　各级新闻出版与版权行政部门都要重视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大力推动此方面工作的开展。
要制订具体的计划，将版权贸易作为推动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在财力、物力与人力方面给予切
实的支持，力争使版权贸易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要拓展视野，制订面向整个华文出版、面向世界出版的发展规划。
要积极调整出版结构，探索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之路，适应高科技时代的需要，提高出版的科技含量
。
要逐步确立适应出版国际化的发展机制，重视出版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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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使中国出版尽快强大起来，使整个华文出版业尽快强大起来。
　　辛广伟同志撰写了《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一书，据我所知，这还是此方面的第一本专业书籍。
我对它的问世表示祝贺，也希望它能对我们的版权贸易及华文出版工作都有所帮助。
出版研究是出版业发展的基础，是现代出版的有机组成部分。
希望我们的出版工作者都要加强包括版权贸易、华文出版在内的出版研究工作，认清出版研究对于中
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也希望我们的出版研究工作能更好地为出版产业服务，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服务。
　　是为序。
　　2000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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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是近几年才被我们所知的新名词，但版权贸易已经给我们生活和学习带来了
许多方便。
这本《版权贸易与华文出版》的出版，使您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什么是版权贸易和华文出版，在出版
中我们有那些权益，对于了解这一领域来说本书是本非常有价值的实用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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