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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传播环境下纸媒内容的版权保护
温穗红

摘 要 数字新媒体强势崛起，使纸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远远不及数字新媒体外，纸质

报刊的内容被数字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无偿、无限制性地侵权使用，更进一步压缩了生存和发展空间。纸质报刊该如

何加强版权保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纸媒作品版权保护现状及难点，探讨其版权保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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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媒体成果相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媒体峰会与媒体成果相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公约》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强与媒体成果相关的知识

产权立法和执法，保护媒体成果原创者的正当权益，而我国互联

网未经许可传播他人作品的侵权现象却越演越烈，因此，在网络

传播环境下探讨纸质媒体版权的现状、问题和保护的方法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时代纸媒版权保护的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也发生巨大变化，通过电脑、

手机等媒介获取信息、阅读报刊的人数剧增。截至 2010 年 6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 4.2 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31.8%，手机网

民规模为 2.77 亿，半年新增手机网民 4334 万，这组数据充分表

明，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

资料显示，这些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

的新媒体用户，每年都以 40%的速度增长，但目前许多网络媒体

未经授权，擅自对传统媒体的内容进行大量复制传播，付酬购买

版权者屈指可数。网络传播对纸介传媒的发行和广告造成了严

重的冲击。

内容是传统报刊的核心竞争力。为维护合法权益，有的报社

已将部分数字新媒体的侵权行为诉诸法律。去年 9 月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对 iPad软件开发商未经授权使用《新京报》版面和

内容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 10 万元。此案

从立案之初就备受业界关注，其意义不仅是一个媒体的维权尝

试，它让媒体集体反思：传统媒体应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

当权益？新兴媒体该如何自律、规范和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重视。世界媒体

峰会秘书处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发表的《世界媒体峰会与媒体成

果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指出，我们认同媒体成果是其原创

者的智力创作成果，相关的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等知识产权应

受到保护；新闻媒体在经营运作过程中应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并

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世界媒体峰会秘书处呼吁各国政府

和国际组织加强与媒体成果相关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保护媒

体成果原创者的正当权益。

在我国，最早面对网络转载纸媒内容而开打维权战恐怕是

《南京宣言》。2005 年 10 月底，在南京召开的“中国都市报研究

会总编辑年会”上，与会的各报老总签署了《南京宣言》。宣言的

核心内容为：“坚决维护报纸的新闻知识产权。全国报界应当联

合起来，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自身合法利

益，改变新闻产品被商业网站无偿或廉价使用的现状”。2006 年

1 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也发出《发起全国报业内容联盟的倡议

书》，以公函的形式，向全国 30 多家报业集团发出“共同发起全国

报业内容联盟”的邀请，目的在于“共同制定向网络媒体提供新闻

内容的定价规范，提高网络转载的门槛，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让

新闻内容回归应有的价值”。

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传统媒体的这种宣言和倡议，并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更像是一种表态。尽管《新京报》在北京

赢了官司，但在法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目前仍面临着

内容被无限制转载的困局，传统报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生

产出的内容却无偿为他人网站带来流量，新媒体侵蚀报刊利益的

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纸媒作品版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版权又称著作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

对自己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按照我国著

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

整权，以及使用和获得报酬等权利。著作权的法律确认与设立，

体现了社会对智力劳动成果的肯定和保护。

为了促进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非著

作权人基于合理的理由，以合理的方式使用作品而不需要取得著

作权人的同意，可以不向其支付报酬。合理使用应指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和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依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涉及纸媒作品的合理使用的情

形有三种：（1）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

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2）报纸、

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

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

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3）报纸、期刊、广

◆法学研究



2012 · 08（下）

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然而，在网络传播实践中，网站海量转载的传统媒体作品，有

大量非“合理使用”作品。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

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

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

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

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可见，纸媒要求网站就其转载、摘编报刊刊登的作品支付报

酬是有法律依据的，但费用多少，我国目前尚无相关规定，版权的

收益争议只能通过协商或通过法律解决。

三、数字化时代纸媒版权保护的难点

目前，网站上载纸媒作品时侵犯著作权行为主要有：（1）网站

未经许可，转载、摘编纸媒作品，侵犯了权利人的网络传播权；（2）

没有标明作者、注明出处，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3）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擅自修改报刊刊登的作品，侵犯纸媒作品著作权人的

修改权；（4）修改、演绎报刊刊登的作品后歪曲、篡改了作品原意，

侵犯纸媒作品著作权人的保护作品完整权。（5）网站上载作品是

基于商业目的或存在潜在的间接利益，抑或直接将著作权人的作

品用于商业用途，而未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侵犯了著作权人复

制权、获得报酬权等。既然维权有法律依据，众纸媒本来可以理

直到气壮地维权。然而，现实维权中存在两大难点：

（一）维权成本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成伟的意见颇有代表性：“当前

著作权维权案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传统媒体作为原告进行

维权的不多，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媒体维权意识淡薄；二是维权成

本太高。我国网络非法转载纸媒的判决标准过低，而起诉过程漫

长、举证繁琐、工作量非常大，常常是胜诉的钱还不够已经支出的

经费。”

（二）诉讼难度大

现时纸媒著作权的归属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记者、编辑

在职期间发表的作品，著作权归单位所有，个人只有署名权，而著

作权归所在媒体的情况通常是报社与个人签署了相关的约定。

另一种则是著作权归个人所有，所在媒体只在某期限内拥有优先

使用权。这意味着纸媒对新闻作品并不一定享有著作权。如果

此时发生网络转载行为，报社仅以该作品普通使用者的身份起诉

网站侵犯著作权，难以得到法院支持，导致诉讼难度增加。

另一个问题是，网站有着受众面广、传播力强的优势，注明出

处的网络转载，客观上也扩大了纸介媒体的影响力，所以，不少纸

媒也无奈地默许侵权，无形中也纵容了侵权行为，导致侵权现象

的蔓延。

四、数字化时代对纸媒版权保护问题的建议

（一）对政府而言，应从立法、宣传、执法上着眼

1．尽快完善著作权相关立法，出台有关政策。版权制度无疑

是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以《保护文化

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代表的版权制度是纸张时代的产物，

但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版权的保

护方式也应发生变化，因此应当结合中国国情，修订和完善《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和《著作权法》，让

法律法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加大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力度，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

权保护宣传，强化全民的版权保护意识，提升全社会对版权的认

知、理解和尊重，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行业自律。

3．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切实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查处

各种侵权行为，及时有效地处理知识产权侵权和纠纷案件，以营

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对报刊媒体而言，有几种方式供选择

1．应积极维权。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站，应加

强技术保护措施和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之类的声明，发现

侵权现象应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对方停止链接或删除。当然，想

借助其他网站转载文章，以扩大其纸媒影响则另当别论。

2．关注报刊被转载的情况，如信息量较少而纵深报道多的纸

媒，如期刊、周报，可以偏重于针对某一作品单独向多个侵权者索

赔。

3．为数字新媒体提供内容服务，实现新的赢利模式：一是付

费阅读。浏览者通过网站提供的链接，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

内容提示，然后根据需要点击付费阅读，收益由纸媒和网站按比

例分成；二是授权许可。与移动终端平台运营商合作，提供纸质

内容供读者下载，收入由纸媒与运营商按比例分成。

4．利用纸媒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在信息共享、资源互换、市

场经营和资本运作等领域开展进行多层面、多形式的合作。

五、结语

在数字新媒体时代，传统报刊与新媒体的合作既是大势所

趋，也是生存发展的需要。内容是报刊的核心竞争力，完善和加

强版权保护，使网络信息有序、良性的传播，不仅有利于报刊的可

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新媒体的长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促进

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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