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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客体研究∗

吴　 钢

摘　 要　 为了保存国家数字文化遗产，传承民族记忆，需将法定呈缴制度的客体延伸至数字出版物。 通过调研国外典型

立法，发现数字出版物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开提供获取利用的数字资料都可视为数字出版物，应将其纳入到

法定呈缴的客体范围。 国际立法经验显示，网络出版物客体的界定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从创建发布者、资源内

容角度判断纳入一个国家法定呈缴体系的网络出版物客体。 为了适应客体的变化，需要革新法定呈缴实施的方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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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资源是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

特征的集中反映。 在知识经济社会，信息资源成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 一个国家的信息实力

不仅体现在信息资源的创造、传播和利用能力方

面，而且体现在信息资源的长期保障能力方面。 为

了传承民族记忆，为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源保

障，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保存。
出版物是信息与知识的载体，是信息资源的最

重要类型，是一个时期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 在文

化活动的链条上，为了传承与延续国家文化遗产，
实现出版机构文化传播与图书馆文化传递的完整

衔接，依赖于出版物法定呈缴功能的有效发挥。
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是指“根据国家或地方

有关法律或法令规定，书刊出版单位必须在一定时

间内向指定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机构缴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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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图书馆法与著作权法的关联协调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ＣＴＱ００２）和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合作式数字信息资源保存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２Ｔ５０６７５）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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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的正式出版物”［１］５７３。 作为全面采集国家信

息资源的重要保障，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对不同载

体类型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数字环境下，为了能够将数字信息资源有效地纳入

国家信息资源保存体系中，同样需要法定呈缴制度

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２　 延伸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客体的必要性

２ １　 保存国家数字文化遗产的要求

随着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
字载体的优势逐渐得到认同，尽管以往我们认为信

息的不同存在形式各有优缺点，但是最优秀的信息

存储形式无疑是数字形式［２］ 。 数字出版物增长迅

猛，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信息资源类型，这种变化

趋势已经在国内外众多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
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

的客体变化与信息生产、传播技术革新紧密相联。
当出现新的知识信息载体类型时，为了能全面保存

国家文化遗产，立法中都逐步将其纳入法定呈缴的

对象，这种演变同样包括各种类型的数字出版物。
正如美国学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ｅａｄｌｅ［３］ 在 ２００１ 年所指出

的：当时的美国法律还没有要求呈缴仅以网页形式

存在的作品，忽视了这些数字作品呈缴的国家和国

家图书馆将会发现他们错失了一部分重要且不可

弥补的文化遗产。
２００５ 年，欧洲国家图书馆馆长联席会代表委

员会、欧洲出版商联合会发布《发展与建立电子出

版物自愿呈缴计划的声明》，提出：法定呈缴立法的

经验显示，每种新技术都逐渐纳入国家立法中，法
定呈缴的客体范围逐渐拓宽。 但法律的变化是滞

后、保守的，在法定呈缴领域，立法也落后于新技术

的发展。 国家图书馆应有责任确保这种时差不出

现在其馆藏中［４］ 。 数字出版物是国家的重要文化

遗产，更需及时关注其法定呈缴问题。

２ ２　 提升数字信息资源保存实施效率的需要

延伸法定呈缴制度的客体，可以使更多类型

的数字出版物纳入国家信息资源保存体系中，并解

决现阶段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保存活动面临的难

题。 目前，一些国家图书馆及相关机构已开展网络

信息资源保存项目。 在实施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
收割及本地化的过程中，涉及对作品的复制行为。
复制权作为著作权人享有的专有性权利，未经许可

或法律规定，其他人不得擅自实施。 从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相关

合理使用条款看，对图书馆开展信息保存活动的豁

免范围非常有限：条款中对复制目的有明确规

定———“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对复制的对象

也有明确限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图书馆对

网络信息资源进行采集收割，虽然目的可以理解为

保存信息资源，但由于复制的对象非本馆收藏作

品，并不属于合理使用规定的行为。 因此现阶段我

国图书馆界开展网络信息资源采集收割项目，还无

法从现有著作权法规中找到法律支持，有产生侵权

风险的可能。
在缺少相关法律支持的阶段，为避免侵权风

险，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的国家图书馆在实施

网络信息资源保存项目过程中，首先是联系网站版

权人，在取得其授权后，再对网站资源进行复制、采
集、保存。 这种模式实施效率比较低，如澳大利亚

北领地地区图书馆在 ２００５ 年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

试验，共向网站版权人发出了 ７２ 份请求，仅收到 ３９
份回复，其中有 ３６ 份同意、３ 份拒绝；接着又再次跟

进发出 ３３ 份请求信，得到同意的答复只有一半。
该过程非常费时，而且成功的比例要低于预期［５］ 。

在采集、保存网络信息资源过程中，不经过版

权人授权可能面临侵权风险；而要逐一取得授权，
效率低下，会导致大量资源无法纳入国家信息资源

保存体系中。 在面临这种两难境地时，比较合理、
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各种

类型的数字出版物纳入法定呈缴的客体范围。 正

如澳大利亚学者 Ａｂｉ Ｐａｒａｍａｇｕｒｕ 等人［６］ 指出：延伸

法定呈缴的相关条款，使图书馆不需要经过授权就

可以复制收割网络信息资源，这样可以节约谈判过

程中大量的人力成本，并收集更多高质量的网络资

源，最终提供更高质量的国家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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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

问题

为了给数字文化遗产的保存创造条件，一些国

家已经通过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解决数字出版物

法定呈缴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呈缴客体的延伸成为

重要的发展趋势。 已经完成立法变化的德国、法
国、丹麦、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相关条款，集中

体现了这种趋势。 一些法律中还缺少相关条款的

国家（如澳大利亚联邦等），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
也正在积极研究法定呈缴立法如何满足数字出版

物呈缴与保存的需要。 经过多年的调研讨论，英国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通过了《法定呈缴图书馆（非印本作

品）规章》，对各类型数字出版物的法定呈缴进行

全面规定［７］ 。
国家图书馆是法定呈缴制度的重要参与实施

者，一些国家图书馆也将实施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

作为其重要的战略规划，如《美国国会图书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战略规划》中提出“通过法定呈缴制度

继续加大电子作品的收藏”［８］ ；《应对知识增长：英
国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战略》［９］ 中提出的英国

国家图书馆战略重点中，第一项即包括为了方便后

代信息获取，需要将自愿和强制呈缴延伸至原生数

字内容。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对文献的保存传承。 各类

型的文献搜集和保存活动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

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的数字环境下，我
国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的立法和实践已经落后，现
阶段的法定呈缴规则还没有覆盖网络出版物。 需

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出

版物法定呈缴制度进行革新。

３　 数字出版物呈缴客体的延伸

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的有效构建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内容。 正如美国研

究者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Ｍｕｉｒ［１０］ 指出，对纳入法定呈缴范围

的数字出版物的定义问题贯穿法定呈缴制度制定

与实施的整个过程。 许多已经被有效定义的概念

不能反映在数字环境中，需要重新定义，这是数字

时代法定呈缴制度的最基本问题。 笔者也认同明

确客体范围是构建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需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

３ １　 数字出版物的内涵与类型

３ １ １　 数字出版物概念的泛化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出版物”的定义为：“精
神文化成果经过编辑、复制在一定物质载体上，通
过发行而得以在社会上传播的作品，包括图书、杂
志、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和网络出版物。”［１］５７０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出版史”的最终研究

成果中，提出“出版”就是将知识、思想或其他信息

产品经过加工以后，以手抄、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

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公众

传播的活动［１１］ 。 从以上代表性定义可以看出，我
国学术界对出版及出版物概念的界定中，强调对信

息产品的编辑加工、质量控制过程，进而通过多复

本的分发实现出版物的广泛传播。
我国对数字出版的理解主要是从存储载体的

角度定义，如徐丽芳给出的被广泛引用的“数字出

版”定义：“指从编辑加工、制作生产到发行传播过

程中的所有信息都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储于光、
磁、电等介质中，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使

用和传递信息的出版。”［１２］该定义是传统出版物概

念的延伸。
国际上对“数字出版物”概念的理解呈泛化趋

势，突破了编辑加工、质量控制过程，主要是从信息

资源获取的角度进行考量。 资源只要向用户提供

公共获取，都可以被认为是出版物。 这种变化尤其

体现在对网络出版物的认定方面。 如《发展与建立

电子出版物自愿呈缴计划的声明》［４］ 中，对于出版

物的定义是：在某个国家范围内向公众发行或提供

获取的信息、数据和知识产出。 新西兰《国家图书

馆要求通告（电子文献）》［１３］中提出，对于因特网文

献，出版意味着将其通过因特网提供公共获取，不
论对文献的获取是否有限制。

从国外相关法律文本和研究成果的术语使用

情况来看，“电子出版物”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和“数字出版物”（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都被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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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者的内涵一般并未做严格区分。 如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发布的《１５ 个国家图书馆数字保存网络》报
告中将数字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视为同义词，对其

的定义是：为公共获取目的发布的，可以免费或通

过付费方式获取的数字资料［１４］ 。 在本研究中，将
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也作为同义词处理。
３ １ ２　 数字出版物的类型划分

从不同维度可以将数字出版物划分为多种类

型。 数字出版物的生产传播是否依赖于特定载体，
是否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直接影响到法定呈缴的

具体实施方式。 因此，考虑法定呈缴制度构建的实

际需求，国际上比较常见的是将数字出版物划分为

在线数字出版物（ｏｎｌｉｎｅ）和离线数字出版物（ｏｆｆ⁃
ｌｉｎｅ）两种类型。 《１５ 个国家图书馆数字保存网络》
报告中对“在线”（ｏｎｌｉｎｅ）的定义是：“可以联接到

更大范围的网络或系统的数字对象。”对于“离线”
（ｏｆｆｌｉｎｅ）的定义是：“离线出版物不能通过网络联

接或获取，存储在一种单独的载体上（ＣＤ、ＤＶＤ、磁
带、光盘、硬盘）。”［１４］

国内在数字出版物分类方面使用的术语与国

际上有所不同。 笔者比较认同学者翟建雄［１５］ 的观

点，在我国的使用习惯和法律用语中，更多的是使

用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来表示离线和在线出

版物的概念。 我国《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 ２ 条

规定：“本规定所称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

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
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

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

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 媒体形态包括软磁盘

（ＦＤ）、只读光盘（ＣＤ⁃ＲＯＭ）、交互式光盘（ＣＤ⁃Ｉ）、
照片光盘（ Ｐｈｏｔｏ⁃ＣＤ）、高密度只读光盘 （ ＤＶＤ⁃
ＲＯＭ）、集成电路卡（ＩＣ Ｃａｒｄ）和新闻出版总署认定

的其他媒体形态。”这里的电子出版物，实际上是指

离线数字出版物。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我国一般理

解的“电子出版物”，视为狭义的“电子出版物”概
念，即等同于国际上的“离线数字出版物”。 与之

相对应，国外使用的与数字出版物概念内涵相同的

“电子出版物”语词，将其视为广义的“电子出版

物”概念。 其概念关系如图 １ 所示。

数字出版物
（广义的电子出版物）

离线数字出版物（ｏｆｆｌｉｎｅ）

（狭义的电子出版物）

在线数字出版物（ｏｎｌｉｎｅ）

（网络出版物）

ì

î

í

ï
ïï

ï
ï

图１　 本文对数字出版物类型的划分

３ ２　 数字出版物内涵延伸对法定呈缴客体的影响

离线数字出版物的生产、传播途径与传统类型

出版物比较类似，在法定呈缴制度构建过程中，可
以采取相类似的措施。 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已有

规定。 《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 ３５ 条规定：“电子

出版物出版单位在电子出版物发行前，应当向国家

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新闻出版总署免费送交

样品。”这样的规定沿用了对传统类型出版物法定

呈缴的相关要求。
在线数字出版物（即网络出版物，概念一致，

下文分析中统一采用网络出版物概念）与传统类型

出版物差异较大，是否应纳入法定呈缴范围产生过

争议。 美国学者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Ｍｕｉｒ 提出，在传统的法

定呈缴客体概念体系中，是基于文本信息，通过物

理载体在一个国家内提供获取。 但是通讯和互联

网络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本质，许多网

络出版物频繁更新（有些甚至是持续地），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获得［１０］ 。 这些新特征对法定呈缴的规

则制定和实施带来了巨大影响。 据此一些利益相

关者反对将网络出版物纳入法定呈缴客体范围，如
法律数据库公司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提出将法定呈缴客体

范围延伸至网络资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由于其

复杂性和动态性，网络资料不能像有物理载体类型

的资料（如图书或 ＣＤ）一样进行精确定义；网络资

料经常更新，甚至是实时变化；其容量有时会非常

大；有复杂的内容和程序等［１６］ 。
以上争议反映了网络出版物一些难以实施

呈缴的特征，但在网络出版物成为重要文化遗产

的情况下，为了有效保存国家文化资源，需要适

应网络出版物的新特征，对法定呈缴制度做出革

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定呈缴立法指南》
指出：对于网络出版物，尽管呈缴过程中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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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问题，但仍需要将其纳入呈缴范围［１７］ 。 延伸

网络出版物呈缴范围也逐渐得到一些版权主体

的认同，如澳大利亚版权委员会［１８］ 提出：所有可

在因特网上免费获取的资源都应纳入法定呈缴

范围，这些资源都应被视为出版物，图书馆可对

这些资源进行复制。

３ ３　 国际上相关立法的规定

网络出版物是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客体延伸

需要解决的难点。 剖析现阶段一些国家立法中的

规定（见表 １），可以为网络出版物法定呈缴客体范

围的确定提供参考。

表 １　 各国立法中对网络出版物相关概念的界定

国家 ／ 地区 相关立法 与网络出版物相关的呈缴客体定义

新西兰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ｃｔ ２００３）［１９］

出版物（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在提出请求时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提供公共获

取的文献，不论公众对于文献的获取与利用是否受到限制。

电子文献（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通过电子记录装置、计算机或其他

电子载体存储或展示的公共文献，包括因特网文献。

因特网文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在因特网上出版的公共文献，不论

对其获取是否有限制，包括一个网站的整体或部分。

加拿大
《加拿大图书馆与档案馆法》（Ｌｉｂｒａｒ⁃

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ｃｔ）［２０］

出版物（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多个复本或在多个位置可以获取的任何图书

资料，不论其是否收费，可以向公众提供普遍获取，或者通过订阅

方式向部分公众提供获取。 出版物可以通过任何载体、格式提供

获取，包括纸本资料、在线材料或记录。

美国

《对仅以在线形式存在的作品的强

制呈缴》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ｌｉｎｅ）［２１］

电子连续出版物（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ｅｒｉａｌ）：在美国出版的、仅以在线形式存

在的电子作品，以固定周期或计划以固定周期发布，连续发布的部

分有数字或时间顺序的名称，发布之后没有发生变化。

挪威

《公开获取文献法定呈缴法》 （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２］

通过电信网络、电视、数据通信网络或类似媒体在线传播的电子

文献。

德国
《德国国家图书馆法》（Ｇｅｓｅｔｚüｂｅｒ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２３］

载体（ｍｅｄｉａ）：所有在实体格式上传播或以非实体格式向公众提供

获取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等形式。

意大利

《缴存公共文化资料条例》 （Ｄｅｃｒｅｔｏ

ｄｅ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ｄｅｌｌａ Ｒｅｐｕｂｂｌｉｃａ ３ ｍａｇ⁃

ｇｉｏ ２００６， ｎ ２５２）［２４］

文件（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供公众有偿或者无偿使用的各种模拟和数字介

质出版物，其中包括通过移动或者固定网络传输的出版物。

法国
《遗 产 法 典 》 （ Ｃｏｄｅ ｄｕ Ｐａｔｒｉ⁃

ｍｏｉｎｅ）［２４］

通过电子方式向公众传播的任何种类的符号、信号、文字、图像、声

音或信息。

英国

《法定呈缴图书馆（非印本作品）规

章》［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ｏｎ⁃

ｐｒｉ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７］

非印本作品（ｗｏｒ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ｉｎｔ）：（ａ）离线

出版的作品；（ｂ）在线出版的作品。

澳大利亚

北领地地区

《出版物（法定呈缴）法》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ｃｔ ２００４］［２５］

因特网出版物（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在因特网上出版的电子出版

物，不论对公共获取或文献利用的人数是否有限制，包括网站的整

体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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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难以预期，因此要求立法具

有前瞻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法定呈缴立

法指南》中提出，确定法定呈缴的客体范围应尽量

宽泛，以具有灵活性，同时也应包含一些例外条

款［１７］ ，表 １ 中的立法文件反映了这种趋势。 网络

信息资源只要向公众提供获取利用，都可以成为法

定呈缴的客体对象。 正如法国《遗产法典》的立法

思想“所有在法国因特网上出版的内容都应纳入法

定呈缴的范围”［２６］ 。 因此，纯网络电子期刊、网站、
数据库等都是法定呈缴制度覆盖的客体范围。 这

种变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统意义上与出版物概

念差别较大的网站资源，也被视为法定呈缴客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网络出版物一般从是否公开的角度入

手。 丹麦学者 Ｇｒｅｔｈｅ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根据本国呈缴立法

的变化情况提出：判断网络资料是否已经出版，主
要看公众是否可以获取其内容，这种获取可以是免

费、自由获取，可以是付费方式，也可以是需要向其

提供一定信息（包括姓名、Ｅｍａｉｌ 等）后再获取。 公

司、机构、组织和研究项目的内部网站，被认为是没

有被出版的，不被纳入法定呈缴范围［２７］ 。 《发展与

建立电子出版物自愿呈缴计划的声明》中提出，在
内部网络（局域网）或其他私人、内部载体上的资

料可以不被视为出版物［４］ 。 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呈

缴实施规则中，对网络出版物的举例包括电子期

刊、电子图书、高校学位论文、数字化内容、音乐文

档和网站。 仅服务于个人或商业目的的网络出版

物，如仅与个人兴趣相关的网站、公司产品与服务

展示的网站等，在法定呈缴的收集范围之外［２８］ 。

３ ４　 呈缴实施方式适应网络出版物客体变化的

革新

针对网络出版物类型众多、获取方式多样等

特点，可以采取不同的呈缴实施方式。 对于有固定

出版周期的纯网络期刊、报纸等出版物，可以由相

应出版者承担呈缴责任，这与传统出版物的呈缴实

施方式类似。
对于大量存在的可以公开获取、动态更新的

网络资源（以网站为代表），可以由呈缴本图书馆

采取自动收割、抓取的方式。 法国国家图书馆提

出：不同于其他类型资料，对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法

定呈缴应主要通过自动收割技术实现，法律并不需

要设定太多程序。 出版者的唯一责任在于因自动

收割失效，图书馆发出请求时，应提供获取信息资

源的密码和技术信息［２９］ 。 这种实施方式的变化将

使网络出版物法定呈缴过程更加高效。 澳大利亚

国家图书馆馆藏发展部副主任 Ｐａｍ Ｇａｔｅｎｂｙ［３０］ 提

出：法定呈缴制度框架可以为图书馆的收集保存职

责提供法律支持，使图书馆不需经过事先许可即能

够收集网络出版物。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保

存更多体现国家价值的重要资源；可以让未来用户

了解、获取及利用信息资源；可以给出版者和图书

馆带来更加高效的实施程序。
虽然与传统的法定呈缴实施方式完全不同，但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这种图书馆主动收割的模式

作为网络出版物法定呈缴的重要实施方式。 正如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 Ａｌｉｓｏｎ Ｅｌｌｉｏｔｔ［３１］ 所言：对于数

字信息资源而言，法定呈缴实施方式的变化主要体

现在从“呈缴责任”（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到“复制

责任”（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ｐｙ）的转变。 这种呈缴实施

方式在不同国家的立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如丹麦、
法国、芬兰、新西兰等国在立法中，都赋予本国呈缴

本图书馆可以不经许可对本国网络信息资源进行

采集收割的权利。
因此，在设计网络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过程

中，需要考虑采用多样化的呈缴实施方式。 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络法律与政策中心向联邦司

法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对于应呈缴的数字出版物

提出了两项判定标准：①对于任何资料（可以在因

特网上自由获取的资料除外），如果其被出售或免

费分发，则出版者必须呈缴资料，就如同纸本资料

一样。 ②所有在因特网上可以自由获取的资料都

应被纳入呈缴范围，应被视为出版物。 因法定呈缴

目的，呈缴本机构应被授权在不经过出版者授权的

情况下即可对这些资料进行复制。 法律应赋予呈

缴本机构可以在采集过程中忽略机器人排除协议

（ｒｏｂｏｔ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的权利。 如果出版者采

用了任何技术措施禁止采集复制，呈缴本机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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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要求出版者呈缴资料［３２］ 。
这种呈缴实施方式的变化也得到了一些利益

相关者的认同。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３３］ 提出：为了保存数

字出版物遗产，国家可以授权信息资源收集机构

（如国家图书馆）为创建数字档案的目的采集因特

网上可以自由获取的内容；对于需要付费才能获取

或是受到技术保护措施控制的资源，可以采取“请
求—应答”式的呈缴方式，即图书馆发出呈缴请求

后，网络出版者将资源提交给图书馆。

４　 网络出版物呈缴客体范围的界定

将类型多样的网络出版物纳入到法定呈缴范

围后，对保存国家信息资源非常有帮助。 为了便于

法律的执行，提升呈缴法规的可操作性，还需要对

网络出版物呈缴客体范围进行更清晰的界定。

４ １　 确定网络出版物呈缴客体范围，改变对“完整

性”目标的认识

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定呈缴制度的重要特征

就是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出版物资源全面、完整地

收集与保存。 在数字环境下，由于一个国家网络出

版物的海量性特征，力求完整收集非常具有挑战

性。 法国国家图书馆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等人指出，网络

的本质是与呈缴本图书馆馆藏所要求的“完整性”
目标相抵触的。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持续流动，网
站动态更新，如果想收集任何时间段的所有东西，
实现真正的“完整性”，对于网页爬虫技术和存储

空间而言根本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检视一

些法定呈缴制度中已有的观点，应做出的回应就是

摒弃“完整性”的理想观点。 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

的目标，应是保存国家原生数字资源中有代表性的

样本，在既定时间段内捕获尽量多的国家网页［２６］ 。
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Ｍｕｉｒ［１０］也提出：传统上，纸本出版物的呈

缴追求全面；而在数字环境下，呈缴本图书馆必须

承认一个客观现实———即便将一些资源排除出呈

缴范围，图书馆仍难以收集所有数字出版物，因为

有太多出版物、出版者，而且技术变化太快。
如果将网络上所有出版物都纳入呈缴范围，

也会影响法定呈缴制度实施的可行性。 在澳大利

亚已经实施网络出版物法定呈缴的塔斯马尼亚州

和北领地地区的法律中，要求呈缴所有的网站、博
客、聊天室记录、网络空间评论等。 但在实践中，这
种宽泛的呈缴条款并没有得到普遍实施，因为识别

和存储因特网上海量数字资料的难度非常大。 实

施法定呈缴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方式是不需要获得

版权拥有者的许可，选择性地收割网站和电子出

版物［３４］ 。
基于以上考虑，从法律术语上，可以采取比较

宽泛的定义方式，将新出现的各种类型资源都纳入

呈缴范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考虑可操作性、成
本等因素，突破“完整性”的传统认知，进一步明确

网络出版物呈缴客体的范围。

４ ２　 网络出版物呈缴客体范围的判断标准

４ ２ １　 从资源的创建发布角度判断

从资源的创建发布角度判断纳入一个国家法

定呈缴范围的网络出版物的标准相对较为简单。
《发展与建立电子出版物自愿呈缴计划的声明》中
提出：判定纳入法定呈缴范围的网络出版物，依据

应是网站所在的国家，除非内容主要是论述另外一

个国家［４］ 。 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实施网络出版物法

定呈缴过程中，判断客体的标准为：①是否是  ｆｒ 为

顶级域名的网站或者在法国注册的其他类型域名

的网站（如在法国注册的以  ｃｏｍ 作为域名的网

站）；②网站（或其他文档）的创建者是否居住在法

国，或者公司是否在法国；③网站是否在法国创

建［２６］ 。 该标准既具有广泛性，也比较具有可操

作性。
以域名作为选择纳入法定呈缴客体范围的标

准，与传统的法定呈缴客体判断标准比较类似。
Ｙｏｌａ ｄｅ Ｌｕｓｅｎｅｔ 提出：法定呈缴不同于馆藏建设之

处，就是它不是基于用户的需求进行选择，而是全

面覆盖一系列资料。 将这种原则延伸到网络环境

下就产生了对国家域名下所有信息的收割方

式［３５］ 。 这种标准在众多国家的立法中得到了体

现，法律赋予呈缴本图书馆直接采集和保存本国域

名下网站资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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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有众多网站的域名是  ｃｏｍ、
 ｏｒｇ、 ｎｅｔ 等通用顶级域名，但其资源创建、发布者

为本国公民或机构，该类型网站应被纳入法定呈缴

的客体范围。 对于这部分资源，呈缴本图书馆需要

与相关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保持合作，及时获取相

关资源注册信息，便于开展采集保存活动。
４ ２ ２　 从资源内容角度判断

在将域名作为呈缴本图书馆资源采集标准

时，一般会采取对国家顶级域名下的网站进行全域

名收割的方式。 该方式的工作量巨大，每次资源采

集的时间较长，而网络出版物的变化频率快，在两

次采集之间就有可能消失。 通过这种方式采集到

的一些资源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利用或历史价值。
为了使国家信息资源保存体系中容纳更多有价值

的资源，呈缴本图书馆需从出版物内容角度出发，
确立一定标准，实施更高频率的资源采集工作。

在实施网络出版物法定呈缴过程中，需要对

资源内容进行甄别。 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利益

相关者的认同。 澳大利亚版权委员会［１８］ 提出：对
于要求法定呈缴的数字资料，应该限制在对澳大利

亚来说具有历史和文化重要性的内容，这种判断标

准主要应从内容出发，而非资料的格式。 澳大利亚

出版者协会［３６］ 提出：法定呈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保存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资料，如果将呈缴的义

务覆盖到因特网上所有出版者，会导致严重的执行

和管理问题。 因此需要明确指出哪些资料不包含

在呈缴范围内。 以上观点都认同将网络出版物的

文化和历史价值作为纳入呈缴范围的判断标准。
这种判断方式在一些国家的资源选择与保存

过程中得到了应用。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制定的

《澳大利亚在线出版物：存档与保存选择指南》中，
提出的判断标准包括与澳大利亚内容相关，内容具

有权威性和研究价值等［３７］ 。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在

选择收割网络资源时，借鉴了许多档案学理论，在
确定优先的对象时，由选择人员以某一主题领域或

其重要性的专业知识作为判断标准，或者以资源与

馆藏资料的相关性作为标准［３５］ 。 目前，新加坡通

过自愿的方式实施数字出版物呈缴。 新加坡国家

图书馆鼓励出版物生产者呈缴其数字和网络出版

物，呈缴过程受该馆馆藏指南的指导。 新加坡国家

图书馆对网络出版物的选择（包括网站），主要考

量其社会、政治、文化、科技或经济方面的重要性。
在选择过程中，内容的权威性、研究价值，类型的创

新性、杰出性都是评价标准［３８］ 。
在呈缴本图书馆具体实施法定呈缴过程中，可

以综合应用多种判断标准选择网络出版物资源，如
《发展与建立电子出版物自愿呈缴计划的声明》中
提出，数字出版物在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免

除呈缴义务：①出版物没有包含其国家特征，或者

不与该国相关；②呈缴不能给该国的遗产保存带来

贡献；③出版物与同一出版商已经呈缴的纸质版出

版物内容完全重复；④只为机构私人内部使用的出

版物；⑤呈缴本图书馆不需要的客体类型，如计算

机软件、计算机游戏等［４］ 。 这些可以作为呈缴本图

书馆选择网络出版物资源的借鉴标准。

５　 结语

在数字出版物成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网络信

息资源的普及成为时代重要特征的情况下，我国的

法定呈缴立法需要及时关注呈缴客体的延伸问题。
在我国，离线数字出版物已经被纳入法定呈缴范

围，更应重视的是法律执行问题。 现阶段需要着重

解决的是将网络出版物（在线数字出版物）纳入法

定呈缴的客体范围，使呈缴本图书馆的资源采集范

围覆盖到纯网络期刊 ／ 报纸、数据库、网站等类型资

源。 考虑制度实施的成本和效率，可以将域名作为

判断标准，授权呈缴本图书馆可以对  ｃｎ 域名下的

网络资源进行采集收割。 由于众多网站并未在． ｃｎ
域名下注册，呈缴本图书馆应积极与域名管理机构

合作，搜集由我国公民或机构注册在其他顶级域名

下的网络出版物。 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结合图书馆

的数字馆藏发展政策，从资源内容角度入手，制定

选择标准，根据评价结果确定网络出版物的采集范

围和频率。
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立法的制定和实施需要

有相应推动力。 我国图书馆界应积极行动，利用

《公共图书馆法》制定的时机，力求将数字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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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呈缴纳入国家信息法规政策体系。 此外图书

馆界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在两会上提出议案、
与出版机构和网站主体深入沟通协调等，推动国家

相应法规的完善，优化数字出版物法定呈缴制度，
履行自身应尽职责，促进国家文化遗产的有效保

存、传承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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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Ｐａｒａｍａｇｕｒｕ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ａｗ ｅｄ ａｃ ｕｋ ／ ａｈｒｃ ／ ｓｃｒｉｐｔ⁃ｅｄ ／ ｖｏｌ６⁃２ ／ ｐａｒａｍａｇｕｒｕ ｐｄｆ

［ ７ ］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ｏｎ⁃ｐｒｉ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ｕｋ ／ ｕｋｄｓｉ ／ ２０１３ ／ ９７８０１１１５３３７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８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Ｒ／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 ｐｄｆ．

［ ９ ］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Ｒ／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ｌ ｕｋ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ｓｔｒａｔｐｏｌｐｒｏｇ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１１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１１５ ｐｄｆ．

［１０］　 Ｍｕｉｒ Ａ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５７（５）： ６５２ －６８２．

［１１］　 肖东发 中国出版通史（１）［Ｍ］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６ － ７ （Ｘｉ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ｏｋ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６ －７． ）

［１２］　 徐丽芳 数字出版：概念与形态［Ｊ］ 出版发行研究， ２００５（７）： ５ －１２ （ Ｘｕ Ｌｉｆａ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７）： ５ －１２． ）

［１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ｎｏｔｉｃｅ ２００６［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ｔ
ｎｚ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０６ ／ ０１１８ ／ ｌａｔｅｓｔ ／ ０９６ｂｅ８ｅｄ８０２８ｆ７ｅｄ ｐｄｆ．

［１４］　 Ｖｅｒｈｅｕｌ 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Ｒ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３］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ｈｑ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ｆｌ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ｒｉｅｓ⁃１１９ ｐｄｆ．

［１５］　 翟建雄 美国图书馆复制权问题研究［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１９４ （Ｚｈａｉ 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０： １９４． ）

［１６］　 Ｌｅｘｉｓ Ｎｅｘｉ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Ｒ／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ａｇ ｇｏｖ ａｕ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 ／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２０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２０Ｂａｋｈｏｓ． ＰＤＦ．

［１７］　 Ｌａｒｉｖｉｈｒｅ Ｊ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００１２ ／ ００１２１４ ／ １２１４１３Ｅｏ ｐｄｆ．

［１８］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２００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Ｒ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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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〇九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０９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ｏｒｇ ａｕ ／ ａｄｍｉｎ ／ ｃｍｓ⁃ａｃｃ１ ／ ＿ｉｍａｇｅｓ ／ １２８８９３２３３８４ｃ９７ｆｃ１１２４７ｆ９ ｐｄｆ．
［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ｃｔ ２００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ｔ ｎｚ ／ ａｃｔ ／ 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０３ ／

００１９ ／ ｌａｔｅｓｔ ／ ０９６ｂｅ８ｅｄ８０６９ａｄｅ５ ｐｄｆ
［２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ｃ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２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ｌａｗｓ⁃ｌｏｉ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ｃ ｃａ ／ ＰＤＦ ／ Ｌ⁃７ ７ ｐｄｆ．
［２１］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 ｇｏｖ ／ ｆｅｄｒｅｇ ／ ２０１０ ／ ７５ｆｒ３８６３ ｐｄｆ．
［２２］　 Ｎｏｒｗａｙ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ＩＰ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ｅｘｐｏｒｔ ／ ｓｉｔｅｓ ／ ｗｗｗ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 ｅ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ｌｉｅｓ ／ ｐｄｆ ／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ｄｆ．
［２３］　 Ｇöｍｐｅｌ Ｒ，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Ｌ Ｇ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３］ ｈｔ⁃

ｔｐ：／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ｐａｓｔ ／ ｉｆｌａ７７ ／ １９３⁃ｇｏｅｍｐｅｌ⁃ｅｎ ｐｄｆ．
［２４］　 翟建雄 欧洲六国网络资源采集和缴存立法评析［Ｊ］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７ －２１ （Ｚｈａｉ 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ｓｉ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Ｊ］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７ －２１． ）

［２５］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ｃｔ ２００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ｎｏｔｅｓ ｎｔ ｇｏｖ ａｕ ／ ｄｃｍ／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 ｎｓｆ ／
ｄ９８９９７４７２４ｄｂ６５ｂ１４８２５６１ｃｆ００１７ｃｂｄ２ ／ ５０ｂ５４２ｄ０２ｂ３ａｅｃｆ１６９２５６ｆｂ６００８０２４ｃ４？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６］　 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Ｐ， Ｉｌｌｉｅｎ Ｇ， Ｓａｎｚ 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ａｔ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ｌｅｇ⁃
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Ｊ］ ＩＦ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３８（１）： ５ －２４．

［２７］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Ｇ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ｌｉｂ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ｕ ｎｌ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ｌｑ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７９３６ ／ ８２０２

［２８］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ｄｎｂ ｄｅ ／ ＥＮ／ Ｎｅｔｚ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ｎｅｔｚ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ｎｏｄｅ ｈｔｍｌ．
［２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Ｆｏｕ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ｎＦ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ｎｆ ｆｒ ／

ｅｎ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ｅｇ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 ／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ｅｇ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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