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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而刑事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因此，以刑事法治为研究内容的刑法科学也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领域日益扩展，研究层次不断提高，呈现
出空前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一大好局面的取得，离不开几代刑法学人的奋斗，其中也包括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们的努力。
他们风华正茂、思想活跃、勤于探索、刻苦钻研，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一般来说选题合理、资料翔实、
思路开阔、论证充分、精品迭出，为刑法理论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武汉大学刑法学科从198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同时也使博士点本身得以不断发展与
壮大。
武汉大学刑法学的博士生们关注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学位论文的撰写，他们的论文大多具有真
知灼见，理论水平较高。
一部分论文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得到好评。
进入新的世纪，由于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大增，优秀博士论文的数量也相
应增多，以往每年出版两本毕业论文的规模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
如果优秀的博士论文因各种原因不能付梓，研究成果无法与读者见面，既不利于理论成果的社会共享
，也不利于年轻学者的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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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作权刑法所保护的不仅是单个著作权，更是以著作权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整个版权产业。
本书遵循“问题性思考”进路，从“价值——规范——事实”三个维度入手，将规范研究同时上升到
价值研究和下降到事实研究层面；并发现著作权刑法保护面临正当性挑战、国际义务挑战、技术挑战
和司法挑战；对此予以深度展开，以期为完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
研究方法上，本书对我国52个著作权刑事判决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第一手资料进行全方位、真
正意义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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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志军，1977年7月生于湖南娄底，法学博士。
现任湖南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和法律英语翻译。

    著有《多维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研究》(与莫洪宪合著)；参著《国际公约与我国刑法若
干问题研究》等多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刑事法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
获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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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充分授权”即其依授权协议有再许可权，这与许可类型有关：在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普通许可三
种常见的版权许可类型中，普通许可中的授权人就不能成为同意主体。
著作权中的许可也许有多重，如双重许可、三重许可等，涉及作品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等
不同权利的不同主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合理的著作权许可机制，既可以减少盗版等著作权侵权现象，又可防止著作权
滥用现象。
有些“未经同意隋形属于盗版排除事由。
例如，在各国著作权法中大致有三种：一是对作品的合理使用，这是著作权法对权利的限制制度，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支付报酬而使用；二是对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
当按规定支付报酬而使用；三是对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由著作权主管机关根据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
权公约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和国内法律，颁发强制许可证授权许可使用作品。
由于在这些情形下，是依照法律规定而复制的，显然要排除在构成盗版中“未经同意”的范围之外。
由于协定将“未经同意”作为“盗版”构成条件之一，结合前面对注释14中文译本中修改的论述（将
“及”宜改为“并且”等），就可以说协定已经排除了“平行进口”构成盗版的可能性，因为平行进
口中的复制在生产国并不是未授权的，只是在进口国构成对著作权或邻接权的侵犯而已。
因此，关于平行进口犯罪化的任何争议都不是协定义务意义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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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暑去寒来春复秋，又是一年樱花雪。
转瞬之间，我在武汉大学的三载攻博时光悠然而逝，求学生涯中又一个重要阶段正娓娓落幕。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人依大自然安排打理世间万物，期待金秋收获满满的果实。
览书闻知、求教勘误、笔墨相亲、晨昏欢笑，我就这样每天简简单单地求学生活，走到最后，心中也
不禁萌动丝丝期待和些许遗憾，终于迎来了论文的最后定稿和后记的撰写，让我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抒
写心情和感悟人生。
人生没有终极目标，走过去的是一程又一程的风景。
犹记得六岁之年，我跨进小学校门接受正式教育，自此外面精彩而广博的世界，通过书籍和老师引述
在我眼前徐徐展现。
从此一颗求知种子在心中悄然埋下，懵懂年少的我在心中无数次地呐喊：“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中国长期的二元经济和社会体制，农村区域经济的萧瑟凋敝，农家少年的我求学之路坎坎坷坷，曾经
的峰回路转，期间的落寞喜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幸运的是，我的前行路并不孤单，长辈和朋友们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成长路上的老师更是给予
我无私的关爱和期许，让我的懦弱和懒惰无法遁形，一个男人的执著和坚毅渐生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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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刑法博士文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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