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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版权制度是在作品上设定权利并对作品加以保护的制度。
然而，版权制度的产生，却不以作品的产生而产生。
早在原始人用肢体和声音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时候，或者在洞穴的墙壁上涂抹或刻画的时候，就有了
作品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有了上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与此不同，保护作品的版权制度，如果从英国1709年的《安娜法》算起，也只有短短的300年的历史。
二者相比，在作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版权制度不过是一个瞬间。
　　版权制度虽然不以作品的产生而产生，却与作品的传播技术密切相关。
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在司马迁和班固的时代，作品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讲诵和传抄的方式，因而不存
在版权保护的必要。
只有在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之后，当作品的大量而廉价的复制成为可能的时候，当作品可以通过复
制的方式广为传播的时候，才有了版权保护的必要性。
与此相应，最早的版权制度也就是赋予作者权利，使其可以控制作品的复制和发行。
英文中的版权一词（copyright），其直观的含义就是复制（copy）和由此而产生的权利（right）。
延续至今的版权概念，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通过印刷复制的方式而传播作品的印迹。
　　版权制度基于造纸术和印刷术而产生。
但是，作品传播技术并没有停留在“印刷复制”的阶段上。
版权制度产生以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更新。
无线电广播技术、有线广播技术、录音技术、摄影技术、电影技术、电视技术、卫星广播技术、电缆
广播技术，以及静电复制技术、电磁复制技术、数字复制技术等，都使得作品的传播方式不再局限于
“印刷复制”。
同时，作品传播方式的更新和多样化，也使得作品可以传播给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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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数字技术对版权制度所带来的挑战为出发点，通过对有关国际条约的研究，对包括我国、美国
和欧盟在内的一些主要国家或者组织的立法研究，以及对一些相关判例的研究来讨论应对这些挑战的
措施和思路。
    本书适合法学教学与研究者、律师、版权贸易工作者和法学院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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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追赶技术进步的版权法制度　　你所知道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每件事情都是错误的。
　　——巴隆（John Barlow）　　第一节　模拟技术时代版权制度的发展　　一、版权制度的基本目
标与理念　　为什么有版权制度出现，我们为什么需要版权制度？
或者说版权制度的基本目标与理念是什么？
这本来并不是本书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将要讨论的数字技术对版权制度产生了如此
深刻的影响和挑战，以至于我们常常在面对这一挑战时不得不经常回想过去，希望能为我们面临的问
题提供一些支撑，哪怕是能够给我们一些暗示也好。
而且版权制度的这些基本理念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也在动摇之中，本身也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另
一方面，数字技术加剧了版权法制度的全球化进程，这使得各个国家之问的版权制度相互影响和作用
越来越强烈，由于不同国家版权制度所采取的价值观和目的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区别，也使得在全球
框架下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复杂；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些基本理念。
　　版权制度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一部分与同样是财产权的物权法律制度似乎有很大的区别，例如物
权法制度已经是十分古老的制度，我们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以远以至于甚至都不需要问为什么需要
这样的法律制度，就如同我们的语言一样，它们已经存在了，而且一直存在着，对物的占有欲望似乎
是根植于人的基因之中，基于这种占有而产生的交换制度也似乎贯穿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正如哈耶克
所说的“贸易比国家还古老”，而贸易的前提显然是对有体物的占有。
但是版权制度直到18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而且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法律制度，并且是带着某些政治目的
来的，“版权法的出现似乎应该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只有当媒体技术和市场条件成熟到盗版可以产生
利润时，版权才有可能出现。
但是当这一条件成熟时，出现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而是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的垄断与内容审
查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禁止盗版只是其中一个功能。
”这种法律制度现在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我们一手制造出来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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