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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安玲的《著作权权利体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为主线的理论探讨》分别从比较法学、法哲学
、法历史学和法经济学观察与思考视角，以原始性权利人为分析主线，对著作权正当性的追问、著作
权的权利体系构成的制度理念、构成原则及其权利体系的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元结构等著作权的权利体
系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著作权权利体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为主线的理论探
讨》希望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著作权上的不同立法理念以及对不同立法模式利弊的思考，阐述我国著
作权的权利体系构成上应当坚持的法学理念和理性，并针对我国著作权立法中权利体系存在的弊端与
权利缺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及其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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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安玲：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版权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罗马法。
独著或主编《民商法实务研究．著作权卷》、《著作权法教程》、《知识产权法教程》、《知识产权
案例教程》、《比较担保法》、《中国物权法教程》、《罗马继承法研究》等20余部著作，译有《意
大利民法典》、《罗马法原始文献选译》等。
先后用中外文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教育部、司法部和北京市优秀科研教学成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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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遗赠，系指自然人通过遗嘱方式将其死后遗留的财产无偿给予非法定继承人的行为。
　　放弃，系指权利人不再对义务人行使其权利或者请求的行为。
　　在著作权行使中，作者人格权与民法中的人格权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作者人格权同样不得转让、
继承、遗赠。
具体分析如下：　　（1）作者人格权不得被转让，完全是因为人格及其利益难以被转让给他人。
以修改权为例，就作者授权他人修改自己作品而言，这是委托性质而非转让性质。
这种作者委托他人修改自己的作品完全是建立在作者首先认可他人的修改可以反映自己的想法，没有
这个前提条件，委托修改行为难以发生。
同时，“转让”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一项权利由甲主体转移到乙主体，就甲主体而言，该权利不复存在
。
但是，修改权并非基于授权他人进行修改而“终端性”消灭。
相反，作者授权他人修改自己的作品多因为时间、健康、业务能力等原因导致作者本人修改不能或者
不宜进行修改，因此暂时性地委托他人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修改权被转让给他人。
　　作者人格权具有不可转让性质，是各国著作权立法中普遍认可的基本规则。
　　对于人格权不可转让的问题，黑格尔的阐述是十分有影响的，他把人格利益比喻为人的最基本的
财富和福利。
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
，或者更确切些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享受这种福利的权利也永远不会失效。
”　　法国学者也普遍赞同这样的思想，因此，在法国20世纪初起草的民法典草案第164条第二款就出
现了这样的内容：“人格权不能成为交易对象。
”虽然在正式的民法典中没有出现法学家希望的、如同我们在现代法中所见的具体人格权的规定，但
是，其草案中所确认的法理基础已经建立，它成为了司法实践中以判例解决人格权救济的坚实基础，
而法学院的法学教材中有关人格权的系统教学内容培养了具有优秀法学素养的法官，这也是法国司法
实践得以满足对人格权保护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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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
中国的知识产权研究，总体上讲，恰似少年。
正因为年轻.才蛰伏着无穷的潜力，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
　　希望《文库》，以及一切有益的成果.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理论建设的历史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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