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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版权争论与国际图联立场
摘　要　在版权立法方面 ,国际图联所代表的反映图书馆及其用户利益的观点 ,其核心是要求

继续保持图书馆为大众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应缩小信息贫困者和信息富裕者之

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而且认为要求过多的经济回报将会带来相反效果。参

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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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版权争论的基本概况分析
近年来 ,围绕着信息交流中 ,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的版

权问题和版权法的修改问题 ,国际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

论 ,并形成了代表两大群体利益的两大派别。以出版者协

会为代表的一派以获得极大的经济回报为目的 ,要求法律

对数字作品给予不同对待 ,并对图书馆和其他信息管理组

织长期以来开展的服务工作提出不同意见 ,其中包括在图

书馆内的公共借阅和复印等多项活动。他们的意见直接影

响到图书馆的工作水平、社会职能和发展方向。

以国际图联为代表的世界许多图书馆和信息组织 ,反映

和代表着用户、图书馆、信息工作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他们认

为上述要求是对版权的“过度保护”,应该在保护版权的同时 ,

也考虑读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并认为过度地强调版权的经济

利益 ,将会对版权人利益的保护带来相反的效果。

2 　国际图书馆界重要版权组织及其作用

211 　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

国际图联最初是聘请了欧美几个版权顾问来承担国际

图联撰写文件、出席国际会议、大会发表声明、辩论、对外交

流和宣传等工作。他们代表国际图联参加了自 1996 年以来

的多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开的有关知识产权和版权的会

议。1997 年始 ,国际图联决定由国际图联执委会组织成立

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1 ]。

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的任务是 ,为了

给全世界范围的图书馆和与图书馆相关的事业中所面临的

具有国际意义的版权和知识产权问题提供指导、咨询、建议

和帮助 ,并且代表国际图联和其所属的组织机构 ,参与有关

国际版权事务的讨论和立法过程 ,处理相关的版权及其他

法律事务。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积极参加

了相关的国际会议 ,在会上表达了国际图联的观点 ,并联合

其他相关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它也积极地监控国际上其他

与版权有关的活动 ,例如与图书馆、信息组织和文献协会欧

洲局密切合作 ,积极参与并干预了《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

令》的讨论、修改和制定全过程 ,并正在密切关注着新的《欧

12 　图书与网络牵手. available from : http :/ / www. 3 stone2

book. com/ wlsi/ wlsi18. html[ Accessed 3rd J uly 2001 ]

13 　杨晓东. 网络电子图书———出版界的新热点. 中国出

版 ,2000 (3)

14 　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书刊印制

常用标准及规范.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7

15 　[美 ]布鲁斯·金格马著 ;马费成 ,袁红译. 信息经济学.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128

16 　匡文波. 网络媒体概论.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3

17 　李春田. 标准化概论 (修订本)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87 :22～26

18 　http :/ / training. dialog. com/ sem2info/ ontap2pw. html.

[ Accessed 12th November 2000 ]

陈光祚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

师。通讯地址 :湖北武汉。邮编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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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图书馆立法和政策的指导方针》中的问题。在一年一度

的国际图联大会上 ,该委员会的代表举办各种讲座和公开

论坛 ,向会议代表介绍各方面的版权与相关权利的焦点问

题 ,通告新近发展动向 ,讨论与图书馆有关的热点问题 [2 ]。

经过该委员会成员近年来的努力 ,产生了 3 个国际图联声

明 :《国际图联在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的立场》(修改稿) 、

《国际图联关于许可证的原则》和《国际图联关于 WTO 的立

场》。这 3 个声明已被国际图联执委会批准。

212 　图书馆、信息和文献协会欧洲局

这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非商业的 ,包括欧洲各国

家图书馆、信息、文献和档案协会及其机构的伞状联合组

织。这个组织的第一中心工作就是版权问题。它几次成功

组织了大型的版权运动 ,包括大型欧洲项目“欧洲提高版权

问题意识运动”和“欧洲版权合理使用运动”。欧洲版权合

理使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使一些代表欧洲的消费者、图书

馆、档案馆和文献中心、残障人、教育和消费电子产业的利

益的领头协会加强对版权问题的关心和对当时正在讨论的

《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给予密切的关注。这个运动受到

欧洲消费者协会、欧洲消费电子产业商协会、欧洲盲人联合

会、欧洲盲人论坛、欧洲消费者电子产品协会、国际弱智协

会联盟—欧洲协会等组织的响应和支持。该运动的宗旨是

促使欧盟版权法在版权人和用户与技术产业间建立平衡。

他们完全支持打击商业性盗版行为 ,认为用户对版权作品

的合理使用不应属于商业盗版行为 ,以教育、研究、私人学

习等为目的的非商业的数字复制行为应属于合理使用范

围。从 1999 年至今 ,该运动一直通过访问、写信、大会发言

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和反映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愿望和利

益 [3 ]。

213 　英国图书馆协会版权联盟

它的前身是英国图书馆协会的版权分委员会和联合咨

询委员会共同组成的版权工作组。它授权调查的范围是持

续地观察和审查在版权法、案例法和合同中与图书馆收藏、

传播、使用知识有关的法律规定的含意 ,并对其组织成员给

以推荐、介绍和咨询。它的目标是 ,作为一个专家群体 ,给

其组织成员和相关组织群体提供建议和指导 ,监控可能将

影响到图书馆和信息组织工作的版权法的修改和变化 ,鼓

励和游说英国和欧盟政府制定出公平和平衡的版权法 ,与

英国和国际上其他版权用户群体密切合作 ,鼓励在图书馆、

信息和档案业内对版权的理解和尊重。目前 ,英国图书馆

协会版权联盟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艺术图书馆协会、

英国信息管理协会、英国和爱尔兰法律图书馆长协会、英国

教育版权用户论坛、音乐图书馆档案和文献中心国际协会

英国协会、盲人皇家国家研究所、英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常

委会、英国档案协会、英格兰和威尔士主要图书馆长协会、

英国图书馆协会及其协会下属的健康图书馆协会、多媒体

和信息技术协会、公共图书馆协会等[4 ]。

3 　关于国际版权立法中矛盾的焦点
在国际版权立法中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笔者在

此概括了与中国图书馆相关的最主要的焦点问题。

(1)有关法律对图书馆所作的版权例外的规定。一种

观点认为 ,原有的几乎所有的有关图书馆公益服务的法律

例外规定都应被修改。而图书馆员则认为法律应仍然对图

书馆保留甚至扩展较宽松的例外规定。

(2)关于法律补偿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对图书

馆给予版权的例外规定的话 ,那么 ,法律应伴随有“补偿”条

款。这就意味着图书馆要向版权人支付经济补偿费。而图

书馆员则认为 ,由于许多的版权“例外”规定并未损害版权

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法律也不需要制定出相应的“补偿”规

定。

(3)关于数字作品。一种观点认为 ,数字作品不同于印

刷作品 ,应该对数字作品实行强保护。包括私人拷贝数字

作品 ,也应在版权控制范围内。这意味着在私人学习时 ,不

能随意地免费地拷贝数字作品 ,需经过授权。而图书馆员

认为 ,数字作品与它的对等物作品 ,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数

字作品不是一种不同的“产品”,而只是使用了一种不同的

“过程”和“语言”。法律应准许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以同等地

适用于不论是电子形式还是印刷形式的信息。

(4)关于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争论的关键是怎么协

调技术措施的保护与在版权例外规定下的合理使用的关系

问题。图书馆和广大用户十分希望找到一种简化手续的方

式 ,使得用户在合理使用时 ,不必每次都要去寻找版权人并

获得授权。

4 　关于我国图书馆员知识产权研究和策略

的思考
与西方图书馆员所处环境比较 ,我国具有自身的特点

和条件。首先表现在版权立法的指导思想方面。国际图联

所代表的反映图书馆和其用户利益的观点 ,其核心是要求

继续保持图书馆为大众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法

律应缩小信息贫困者和信息富裕者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而且认为要求过多的经济回报将会带

来恰恰相反的效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资金有限。如

果在版权国际立法中对使用版权作品作出过度的经济回报

和过于严格的规定 ,将使世界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受到限制 ,

并对我国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由于我们不可能承担昂贵

的版权费用 ,这将大大地影响我国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

能力和范围 ,从而直接影响到我国科研、教育、文化事业的

发展。代表图书馆和用户利益的国际图联和其他国际图书

馆和信息组织的观点是与我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的 ,这些

观点在我国版权立法的指导思想方面可用作参考。

其次 ,我国的版权立法环境与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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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立法过程中 ,立法机构内和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不

同意见和尖锐的争论。西方图书馆员不得不进行艰难的

“游说”运动。而我国版权立法机构在考虑版权法的修改

时 ,对涉及到图书馆的问题 ,是积极主动地与图书馆和有关

各界商讨、合作。2001 年有关部门还派出代表团去美国考

察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立法问题。而且我国目前还没有明显

地存在着各社会群体之间的争论问题。应看到我国在立法

环境上有其有利的一面。

考虑到我国的国情 ,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图书馆员面对

版权问题的挑战 ,可开展以下工作 :

(1)西方国家制定版权法已有很长历史 ,公民尊重版权

的意识普遍较强。即使如此 ,西方图书馆员在进行版权平

衡的争论的同时 ,仍然重视开展普及版权知识的运动。而

我国制定版权法的历史较短 ,国民的尊重与保护版权的意

识还很不如人意。我国图书馆员可借鉴国外图书馆员的做

法 ,配合我国“入世”,开展普及版权知识的活动 ,加强版权

法知识的教育和训练 ,以提高图书馆员在图书馆中和在图

书馆的用户中尊重版权、保护版权、反对侵权的风气。

(2)加强与我国版权立法机构在新法制订和版权法修

订过程中的密切合作 ,以制定出能促进我国科技、教育、文

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既保护版权人利益又平衡图书馆用

户和公共利益的 ,既反映国际先进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

国内版权法。

(3)加强我国图书馆中版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需要

加强我国图书馆在实践中以及在网络时代所遇到的知识产

权问题的研究 ,注重调查研究 ,获取第一手资料 ,以使这样

的研究具有可行性、真实性和代表性。新修改并通过的《国

际图联在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的立场》[5 ]是国际图联关

于版权问题的基本政策文件 ,全面地阐述了国际图联对当

前与图书馆有关的版权问题的基本观点 ,代表了世界图书

馆员的声音 ,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

附 :国际图联关于在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的立场

　　国际图联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从事、支持和

协调世界范围图书馆和信息工作中的研究和学习 ,传播所属

领域的信息 ,并组织会议和训练。在国际版权问题的争论中 ,

国际图联代表了世界图书馆及其用户的利益。版权法强烈影

响着大多数图书馆的工作 ,影响着图书馆可能提供给用户的

服务水平和接触版权资料的条件 ,影响着图书馆可能作为领

航代理人而且从事有效的资料存档和保存活动的方式。正因

为如此 ,国际图联参与了国际版权的争论。

版权的平衡是为了每一个人

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认识到而且承诺满足他们的资助

人接触版权材料和信息 ,以及其中包括的思想的需求。他

们也尊重作者和版权人为了他们的知识产权获得公平经济

回报的需要。有效地接触作品是取得版权权益目标的必不

可少的条件。国际图联支持能平衡双方利益的版权法。这

样的版权法为了鼓励创造性、创新、研究、教育和学习 ,既对

版权人的利益提供强而有效的保护 ,又使得公民能够合理

地接触信息 ,以激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进步。

国际图联支持版权的有效实施 ,而且认识到在控制和

帮助不断增长的本地和远程电子信息资源的有效接触方

面 ,图书馆起着关键的作用。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激励对

版权的尊重 ,而且积极地保护版权作品 ,反对不论在印刷还

是数字环境中的盗版、非合理和非授权的使用。图书馆长

期被公认他们在通知和教育用户认识版权法的重要性 ,并

鼓励用户遵守版权法上所起的作用。

然而 ,国际图联始终认为 ,如果非合理地限制对信息和

知识的接触 ,这种版权的过度保护可能威胁到民主的传统 ,

而且影响到社会公正原则。如果版权保护过强 ,竞争和创

新就会被限制 ,创造性也会被制约。

在数字环境里

数字形式的信息正在不断增长。新的交流技术为改进

接触信息的能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机遇 ,而且技术也有这

个潜力改进在距离和经济方面处于不利条件下人们的交流

和接触信息状态。然而 ,我们现在知道 ,技术也有潜力进一

步加深信息的富裕者和信息的贫穷者之间的社会等级差

异。如果在数字环境下合理地接触版权作品不被维持 ,下

一个障碍将会出现 ,即那些承担不起费用的人们将不可能

接触信息。

图书馆将继续发挥关键的作用 ,以保证在信息社会中

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到信息。在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中 ,国家

和国际网络的适当功能的发挥对于有效地接触信息是非常

重要的。在传统的服务中 ,图书馆可能向用户提供图书馆

买来作为馆藏的版权作品的复本。然而 ,如果将来所有数

字形式的信息的接触和使用都要支付报酬的话 ,图书馆向

用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将受到严格限制。为了保持版权人和

用户之间利益的平衡 ,国际图联已经发出了下述原则声明。

数字的不是不同的

在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发生冲突 ,并没有不合理地损

害作者的法定利益的某些特定情况下 ,伯尔尼公约允许其

成员国给予一些例外的规定。

1996 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采用了两个新公约 ,

以更新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法。在确认现存的版权例外和限制

规定是否可能在数字环境下被继续沿用和扩展的过程中 ,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拒绝了“数字的是不同的”的要求。合

同的当事人被允许在数字环境下继续沿用和扩展版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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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而且允许在合适的地方创造新的例外规定。

国际图联坚持如下观点 ,除非被给予这样的例外 :允许

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诸如教育和研究等合理利用情况

下 ,图书馆和公民可以无偿地接触和使用信息 ;否则 ,将存

在这样的危险 ,仅仅只有那些可能承担得起费用的人能够

利用信息社会的好处。这将导致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困者

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大。进一步地 ,在版权法中 ,不应该有对

在视觉、听觉和学习知识上有残障的人的歧视。这些残障

人为了接触信息而转换格式 ,不应该被认为是侵犯了版权 ,

而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接触。

———在各国国内版权立法时 ,如果必要 ,被伯尔尼公约

准许的 ,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认可的版权和其相关权

利的例外规定应该被修改 ,以保证被准许的合理使用可以

同等地运用于不论是电子形式还是印刷形式的信息。

———为了被准许的复制 ,应该有简单的管理支付系统。

———为了使用版权材料所附带的临时的或者技术性复

制 ,不应属于复制权的范畴。

———对于数字形式的作品 ,应没有额外的收费 ,而且期

望允许所有图书馆的用户应该能够 :公开地浏览可利用的

版权材料 ;通过网站或远程登陆方式 ,个人可以公开地读、

听和观看已进入市场的版权材料。

———为了个人、教育或研究的目的而拷贝 ,或图书馆和

信息工作者为用户拷贝合理比例的享有版权的数字作品。

信息资源共享

在教育、民主、经济增长、健康福利和个人的发展中 ,资

源共享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源共享促进广泛范围的信息

接触 ,否则用户、图书馆以及有需求的国家将不可接触这些

信息。资源共享并不是一种减少花费的计策 ,而是为了扩

展信息资源的可利用性 ,以帮助由于经济、技术或社会原因

不可能直接接触信息的人们。

———为用户的诸如学习和研究等合法目的而提供接触

数字版权作品应为版权法所允许的行为。

借阅

传统的非商业的公共借阅一直不属于版权法管控的范

围。公共借阅对于文化和教育事业极其重要 ,而且应该使

每一个人都可利用借阅服务。所有形式的套装信息已经或

将变成借阅库存的一部分。借阅反过来可以帮助进入市场

的商业套装信息 ,而且促进销售。事实上 ,图书馆对所有形

式的信息销售起媒介作用。因此 ,任何通过法律和合同对

借阅所施加的遏制 ,都将对版权人以及图书馆自身不利。

———图书馆对已出版的具有物质形态的数字材料的借

阅 ,例如 CD - ROMS ,不应被法律所限制。

———有关契约的规定 ,例如在许可证协议中 ,不应该不

考虑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对电子资源的合理借阅。

保存和维护

图书馆搜集和保存信息。事实上 ,保存信息和文化的

责任属于图书馆和信息职业。版权法不应该阻止图书馆依

靠新技术来改进保存资料的技巧。

———版权立法应该允许图书馆和档案馆转换版权保护

资料成数字形式 ,以便实现保存和维护资料的目的。

———版权立法也应该覆盖电子媒介的法定储存问题。

契约和版权保护系统

版权保护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信息的利用和创造性。

版权法不应该使版权所有者利用技术或合同手段来忽视版

权法中对例外和限制的规定 ,以及扭曲建立在国际和国内

版权法上的平衡。许可证协议应该起补充版权法的作用 ,

而不是代替版权法。鼓励接触信息 ,而不是控制信息 ,可以

增加作品的使用量。的确有研究显示 ,在技术保护中太多

的控制将产生相反的效果。非侵权的活动应该可以规避技

术保护措施。

———对于限制或忽视版权法已有的例外和限制规定 ,

且由权利人单方面制订 ,并没有给用户以协商机会的许可

证条款 ,国内版权法应规定其为无效。

———国家的版权法应以平衡版权人的权利和用户的权

利为目标 ,通过技术手段以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而对合法

的、无侵权目的的用户的使用 ,则规避使用这些技术。

版权侵权的责任

虽然图书馆作为中间人在保证遵守版权法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 ,但侵权的责任最后应由侵权人自己负责。

———版权法应该确切地阐述 ,在版权法不可能被切实

地合理地实施的地方 ,第三方的责任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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