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 9 94 年第2 期

版权国际保护的回顾与前瞻

彭文革 杜 剑

随着 国 际经 济文化 交往 的发展
,

版权 的国际保护制度也 日益发展和完善
。

本文在

回顾 了版权 国际保护的历史之后
,

着重分析版权国际保护 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

并对

版权 国际保护未来发展的前景作 了探讨
。

版权
,

即著作权
,

是
“

作者 以获得补偿为条件而处分其作品的一种基本的个人权利
。 ” ①版

权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
,

因其地域性特征
,

根据一国法律所取得的版权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
。

要使一国的作品在境外获得法律保护
,

必须建立版权的国际保护制度
。

一
、

版权国际保护的历史回顾

从历史上看
,

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对版权概念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

法国
、

德国等大陆法

系国家认为版权是一种天赋人权
,

即作者权 ( d or it dl “ et ur )
,

与作者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法律不仅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利
,

还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
。

英国
、

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则把版权

只看作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
,

即抄录或复制之权 ( co p yr ihg t )
,

法律不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
。

版

权国际保护伯尔尼体系与泛美体系的分野渊源于此
。

(一 )伯尔尼体系

版权的国际保护肇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版权协定
,

但最早

以国际公约形式对版权进行多边保护的则是 1 8 8 6 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 (简称

《伯尔尼公约 》 )
。

该公约所确立的版权国际保护原则有
: 1

.

国民待遇原则
。

公约第 5 条规定
:

“

作者对其受本公约保护的作品
,

在作品起源国之外的所有成员国中享有所有这些成员国法律

现在给予或将要给予其国民的权利
。 ”

2
.

独立保护原则
。

成员国相互间提供的版权保护是根据

各 自的国内法独立给予的
,

不依赖于对方法律对版权的保护水平如何
。

3
.

最低限度保护原则
。

公约只对版权保护的对象
、

范围和程序规定一些
“

最低限度
”

的标准
,

成员国国内法所提供的版

权保护可以高于但不得低于这些标准
。

4
.

自动保护原则
。

作品一经产生
,

不论出版与否
,

也毋

需履行任何手续
,

即可 自动获得版权保护
。

5
.

保护作者精神权利原则
。

公约第 6 条规定
: “

作者

应享有不依赖于经济权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权利
。 ”

(二 )泛美版权体系

泛美版权体系是版权国际保护中与伯尔尼体系相对立的一个区域性版权保护体系
,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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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要是美洲国家
。

泛美版权体系的基本制度脱胎于美国版权法
,

受普通法系的版权观念影

响
,

着重保护作品所有人的财产权利
,

保护水平较低
。

其不同于伯尔尼体系的显著特色是
: 1

.

实

行版权保护的实质性互惠原则
,

即版权的保护范围由首次出版国的法律确定
,

其他国家必须保

证给予同样的保护
; 2

.

不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
; 3

.

实行注册保护原则
,

出版作品必须在某一成

员国登记
、

履行一定手续方能获得版权保护
。

(三 ) 《世界版权公约 》

1 9 5 2 年 日内瓦《世界版权公约 》是伯尔尼体系与泛美版权体系妥协的产物
.

同《伯尔尼公

约 》一样
,

《世界版权公约 》也以国民待遇原则为基石
,

但保护水平较低
。

其主要特色是
: 1

.

保护

期较短
,

为
“

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的 25 年
” (公约第 4 条第 2 款 )

,

而《伯尔尼公约 》的保护期

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 50 年
; 2

.

在保护作者权的同时强调对其他版权所有人
、

作品使用者和

出版者权利的保护
; 3

.

规定 出版作品须附有版权标记⑥
、

版权所有人姓名和初版年份方可获得

版权保护
; 4

.

对是否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未作强制规定
。

二
、

版权国际保护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版权国际保护
,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
,

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以《伯尔尼公约 》和 《世

界版权公 约 》为核心
,

包括双边条约 (如 1 9 9 2 年《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 》 )
、

区域性公约 (如

1 9 8 2 年《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 》 )和世界性公约三个层次规范的庞杂而有序的体系
。

这

一体系的特点可简要概括如下
: 1

.

以各具特色的两个世界性公约为核心
。

《伯尔尼公约 》侧重于

保护作者权
,

保护水平较高
; 《世界版权公约 》强调作者权与作品使用者和 出版者权利的平衡

,

保护水平较低
。

截止 1 9 9 2 年 9 月 1 日
,

两个版权公约的参加国已分别达到
·

93 个和 85 个
② 。

.2

以两个版权公约所确立的原则为版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
,

国民待遇原则成 为这一体系的基

石
:

允许成 员国在达到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的前提下享有选择国内版权制度的自由
。

3
.

这一体

系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或很少参与国际事务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 只

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

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

4
.

仅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作

品为保护对象
,

对 汁算机软件
、

数据库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品的保护问题未有涉及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现行版权 国际保护体系在以下几个

方面已面临严峻的挑战
:

(一 )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版权国际保护体系

发展中国家因经济文化落后
,

图书出版事业不发达
,

在版权保护方面一般着重强调社会公

共利益
,

对作者权利限制较多
。

由于现行版权国际保护体系未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

愿望
,

发展中国家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
,

要求对现行版权国际保护体系实行改革
,

给予发 展

中国家较为优惠的待遇
。

虽然这一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

如《伯尔尼公约 》和《世界版权公约

( 1 9 7 1 年 巴黎修订本 )}) 赋予发展 中国家可以颁发翻译和复制强制许可和 可以退出《伯尔尼公

约 》单纯参加《世界版权公约 》的两项优惠待遇
,

但是与发展中国家发展 民族经济文化的需要相

比还相差甚远
。

笔者认为
,

发展中国家希望在版权国际保护中享受较 为优惠待遇的要求是正当

的
。

《世界人权宣言 》第 27 条宣示 了两项原则
: 1

.

每人都有权 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
,

享受

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 2

.

每人对其创作的任何科学
、

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产生的

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
,

享有受保护的权利
。

版权的任务就是在上述两项原则之间
、

在个人利益

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

而这一平衡点正是一国版权保护水平的反映
。

一国的版权水平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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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国的经济
、

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

发达国家的版权保护也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

达到今天的水平
。

因此
,

不可能要求在版权保护方面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迅速达到发达国家

的保护水平
,

它们在版权国际保护中理应享受较为优惠的待遇
。

(二 )新技术革命对现行版权国际保护体系提出的挑战

囿于历史的局限
,

现行版权公约对计算机软件
、

数据库
、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品的保护问

题没有作出规定
.

对这些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是否给予版权保护和如何保护已成为版权国际保

护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

在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方面
,

有人主张采用类似商标的注册保护方法
,

也有人主张用专利法

保护③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提出的《计算机软件保护公约 (草案 ” 中主张将计算机软件作

为一种类似于文字作品的保护对象给予专有权
。

从各国的立法来看
,

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

品给予版权保护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 《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草案 ) 》也规定
:

计算机程序
,

无论是源码或是目标码
,

将根据《伯尔尼公

约 》作为文字作品保护 (第 10 条 )
。

在数据库的保护方面
,

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其视同汇编作品给予版权保护 (如日本版权法 )
。

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建议
:
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不仅包括计算机软件而且包括

用智力创造出来的数据资料组成的数据库
。

我国《关于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也以在选

择编排上有独创性为条件承担了对外国非作品构成的数据库提供版权保护的义务
。

在人工智能的保护方面
,

有三种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软件无质的差别
,

应当用版权法保护
;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不是创作而是机器的输出

,

应当制定专门法律保

护
,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人工智能应当用版权法和专利法共同保护④

。

在广播 电缆节 目的保护方面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 出
,

作者对 电缆转播节目应享有不依赖

于广播组织的专有权
,

即作者的新版权 (电缆转播权 )和对原有广播权的二次使用权
;
但荷兰

、

摩洛哥等国认为
:
如果增加作者的新版权或二次使用权

,

不仅会妨碍新技术的推广
,

而且会损

害公共利益 ,法国
、

西班牙等国则认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专有权项 目还远远不够充分
,

有必要授予作者更多的专有权⑤
。

三
、

版权国际保护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
,

由于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
,

因法律对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充分或歧视性

保护而导致的贸易纠纷 日益增多
。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

1 9 8 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

拉圭回合谈判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列入其谈判议题之一
。

在谈判中
,

美国
、

欧共体
、

日

本等发达国家认为
:

1
.

有必要在关贸总协定框架内制定一套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的标准
、

规

则和纪律
; 2

.

这一新的制度应包括一套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
“

充分有效
”

保护知识产权的实质

性标准
,

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修改国内法以便符合这些标准
; 3

.

这一制度应在总协定内实施
,

并

将其与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联系起来
。

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
: 1

.

制定这样一

种新制度超出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范围
,

因为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推进贸易 自由化
,

而不是详

细规定和实施个人的知识产权权利
,

后者属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职权范围
; 2

.

制定一套实质

性标准并予以强制实施
,

实际上是 以实质性互惠原则取代作为现代知识产权公约基石的国民

待遇原则
, 3

.

投予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义务对等
,

但发达 国家的建议忽视了这一点
; 4

.

谈判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应独立实施
⑥ 。

就版权而言
,

这场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关贸总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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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原则适用于与贸易有关的版权国际保护领域
。

关贸总协定本是关于有形商品贸易的国际

规范
,

其基本原则与版权公约的保护原则有着很大的差别
,

如
:

关贸总协定谋求公正地制定一

套要求缔约国遵循的标准
,

而版权公约不否认成员国制定国内版权制度的权力
,

也不谋求制定

一套版权保护的实质性标准
; 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和互惠原则相联系

,

以

内外国人平等为基础
,

但允许给予外国人优于本国国民的待遇
,

而版权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与

独立保护原则相联系
,

要求内外国民待遇完全平等
,

实际是一种非互惠待遇
; 总协定谋求缔约

国间的利益平衡
,

缔约国承担的是一种互为条件的交叉义务
,

而版权公约赋予成员国的义务是

无条件的
。

发展 中国家所要求的是在坚持现行版权公约的基础上享有选择国内版权制度的更

大自由
,

并在版权国际保护 中享受更为优惠的待遇
,

而发达国家主张将关贸总协定原则完全贯

彻于版权国际保护之中
,

从而实现版权国际保护的实质性互惠
。

四
、

版权国际保护未来发展前瞻

综上所述
,

笔者对版权 国际保护未来发展的前景提 出如下看法
:

(一 )积极参加版权保护国际公约
、

提高版权保护水平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

其趋势不可逆转

各国都已认识到
,

在国际范围内提高版权保护水平
、

加强对作者权利的法律保护
,

从长远

来看是有利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
。

各国的

版权立法呈现趋同化的倾向
,

如一些历史上坚持注册保护主义的国家转而采用《伯尔尼公约 》

所确立的自动保护主义 (如美国 1 9 7 6 年版权法 )
,

一些国家由过去只保护作者的财产权转为也

保 护作者的精神权利 (如英国 1 9 7 1年版权法 )等
。

截止 19 9 2 年 9 月 l 日
,

参加《伯尔尼公约 》的

美洲国家 已达到 18 个 ⑦ ,

特别是美国于 19 8 9 年 3 月 1 日加入《伯尔尼公约 》
,

标志着公约的
“
传

统标准得以在美国施行
,

是在协调国民待遇原则与最低实质性标准方面取得的新进 展
’ , ⑨ ,

历

史上的泛美版权体系已不复存在
,

代表目前版权保护最高水平的《伯尔尼公约 》已发展成为版

权国际保护中最重要
、

成员国最多的一项公约
。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

发展中国家在版权保护

方面的传统立场 已开始有所转变
。

在与贸易有 关的版权国际保护方面
,

乌拉圭 回合谈 判于

1 9 9 0 年 12 月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草案 ) 》
。

协定在许多方面超出了《伯尔尼公

约 》的保护水平
。

发展中国家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认识的改变和贸易利益的需要
,

作 出重

大的让步
,

同意将关贸总协定的某些原则贯彻于知识产权保护之中
,

其中最主要的是最惠国待

遇原则 (第 4条 )
、

透 明度原则 (第 63 条 ) 和引进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

虽然该协定是在发展

中国家受到一定压力的条件下达成的
,

发展中国家对其 中一些条款也提出了保留
,

但它毕竟反

映了国际社会要求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

加强 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愿望
。

(二 ) 由于经济
、

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

要在短时期内使各国在版权保护方面达到完

全的实质性互惠仍然是相当困难的

众所周知
,

版权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

国家不可能脱离发展阶段单纯为

保护作者权利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对作品的需要
,

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

恩戴亚先生

曾坦率地指出
:

发展进程的性质要求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 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版权方面实行

更广泛的干预
、

担负更高的责任
,

以满足本国人 民多种多样的需要
⑨ 。

正因为如此
,

现行版权公

约均以国民待遇原则为基石
。

在乌拉圭 回合谈判 中
,

发展中国家仍坚持这一立场
。

虽然由于种

种原因
,

发展中国家作出了一定妥协
,

所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草案 ))) 在某些方

面贯彻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
,

但协定并不排斥《伯尔尼公约 》和《世界版权公约 》的作用
,

因而并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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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明协定缔约国将在版权保护方面实现完全的实质性互惠
。

更何况该协定的第 6部分还作

出了 “
过渡安排

”
规定

,

允许发展中的缔约国和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缔约

国暂缓实施该协定
。

(三 )版权保护国际立法逐渐从综合性公约向专门性公约扩展

《伯尔尼公约 》和 《世界版权公约 》作为从总体上规制版权国际保护问题的基本规则
,

在处

理版权保护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方面有一定局限性
,

不能完全适应科学技术
、

图书出版事业及国

际贸易发展对版权保护提出的要求
,

因而制定专门性公约对版权国际保护的某些专门问题加

以调整 已成为必要
。

例如
,

在版权邻接权保护方面
,

已相继达成了《保护表演者
、

录音制品录制

者与广播者罗马公约 》
、

《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的 日内瓦公约 》和

《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转播载有节 目信号的布鲁塞尔公约 》等三项 国际公约
;
在避免对版税收

入的双重征税方面
, 19 7 9 年在马德里达成了一个多边公约

,

要求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或签订

双边协定的方式避免对版税收入的重复征税嵘该公约 尚未生效 )
;
在视听作品方面

, 1 9 9。 年 2

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下达成的《视听作品国际注册公约 》开创了视听作品国际注册制度

的先河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草案 ) 》

,

它标志着关贸总协定缔

约国对着重加强国际贸易领域版权保护的迫切要求
。

此外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还在其他领域着手研究和制定专门性版权保护公约
,

如《以国内法保护民间传说表达方式

的示范条例 》
、

前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约 (草案 ) 》等
。

随着版权国际保护中各种新的专门问题

不断 出现
,

处理这些问题的专门性公约还会不断地被制定出来
。

* * *

综上所述
,

现行版权国际保护体系
,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
,

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对版权保

护提出的要求
,

这主要表现在对作者权的保护还不够充分
,

未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特殊利益和要

求
,

没有对新技术产品的保护间题作出规定等
。

从长远看
,

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还会继续存在
,

而另一方面
,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改革现行国际保护体系
、

提高版权保护水平的努力仍会继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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