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1�06
23( 3) �

编 � 辑 � 学 � 报
ACTA EDITOLOGICA

*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 2009B060400005)

新形势下数字化期刊的版权保护
*

陈锐锋
1) � � 刘清海2)

1) �中国职业医学 �编辑部, 510300; 2) �中山大学学报 (医学科学版 ) �编辑部, 510080:广州

摘 � 要 � 分析新形势下我国数字化期刊侵权的主要表现及侵

权隐患, 指出完善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 构建合法使用机制是

保护数字化期刊版权的当务之急。提出加强立法和技术研究,

建立著作权专人负责制或聘请法律顾问, 建立著作权集体保护

制度, 建立国家的数字版权交易平台等群防群治对策,呼吁人

们一切从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出发, 妥善解决好数字化期刊

�海量作品授权难�问题。强调新媒体和新模式条件下版权保

护最佳方法是 �一对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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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期刊载体及发行模

式呈多样化发展的态势。这给新技术、新知识的交流

和信息的获取带来了极大便利。而相关法律法规、监

管技术相对滞后以及作者维权意识淡薄,无形中给不

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新形势 (新媒体、新模式 )下侵权

行为难以确认,侵权证据难以搜集,客观上增大了新媒

体版权保护的难度
[ 1]
, 导致数字化期刊侵权现象屡禁

不止:因此, 探讨新形势下数字化版权保护问题, 已成

为当前期刊编辑出版界关注的热点。

1� 新形势下我国数字化期刊侵权的主要表现

� � 1)编辑部、期刊社 (出版商 )侵权。期刊编辑部、

期刊社以获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或未取得网

络传播权授权而通过纸质载体出版发行并将著作权人

整篇、整刊作品在新媒体上向公众进行有偿传播的行

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发表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合法

权益。

2)会议主办方侵权。最近笔者无意中发现自己

一篇文章 (见 � � �会议论文集�,未公开发表 )被国内

某大网站挂在网上, 便去电质问, 该网站回答是 � � �

会议主办方授权给我们时称已取得原作者的授权 �;

但笔者至今对授权之事一无所知。未经作者授权而将

会议论文集中文章授予他人出版发行, 侵犯了论文集

中众多作者的发表权、网络信息传播权。

3)网站、数据库 (发行商 )侵权。期刊网要认真核

实进行授权的期刊社是否已经获得期刊中各篇作品作

者的授权,还要明确作者授予期刊社的究竟是什么权

利,如果权利归属模糊不清,期刊网仍然走不出版权困

境
[ 2]
。网站没有核实会议主办方是否真的一一取得

作者的授权,且未直接取得著作权人许可而转载其作

品,也是一种侵权行为。网站、数据库侵权案例屡见不

鲜。2005年 11家教育科研机构以侵犯编辑作品著作

权和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为由将重庆维普公司告上法

庭,并最终获赔 236万元
[ 3]
。 2008年龙源期刊网未经

授权在其�名家专栏 �中汇编 �魏剑美专卖店 �, 计 58

篇,成为轰动一时的 �龙源期刊侵权案 � [ 3]。

这些数字资源运营商如果没人去告发他们, 他们

就能蒙混过关并从中获利,而一旦事情败露,则往往以

�海量作品很难获得作者的一一授权 �来作说词。

2� 新媒体和新模式条件下的侵权隐患

� � 数字网络技术、终端阅读器的快速发展, 使网络、

电子阅读器、手机、播客、晒客、RSS、iPad、亚马逊 K in�
dle或巴诺的 Nook等可以成为期刊载体。任何人只要

点击鼠标就可以获得作品,并将其再次传播出去,从而

增加了侵权的可能性。如某知名教练的博客引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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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文章侵权,被诉诸法院。法院判决该教练侵权,赔

偿 1 800元
[ 4]
。

OA ( open access)意味着用户通过互联网可以免

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论文的全文, 或

者对论文的全文进行链接、为论文建立索引、将论文作

为素材编入软件,或者对论文进行任何其他出于合法

目的的使用, 而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方面的任何限

制
[ 5]
。目前, OA期刊 (OA J)的版权模式主要有 4种:

1)出版社拥有版权;

2)作者保留版权;

3)转让商业利用权;

4)保留部分权利, 通常是采用知识共享许可

协议
[ 6]
。

因此, 并非所有 OA J的文章都可以免费任意使

用,如不加分析, 未经作者授权而以盈利为目的使用

OA J文章,就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

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数字化的作品较之传统形

式的作品更易被侵害,因此,探讨新形势下期刊数字化

版权防治对策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3� 对策

� � 数字化期刊侵权的发生源于人们对 �著作权法 �

等法律法规的认识不足,或无视法的存在,或法律不完

善,或相关监控技术措施落后, 或管理、执法不力等。

对此, 我们必须采取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措施来进行

防治。

3�1� 加强普法教育, 实现全民自律 � 目前许多网站、

数据库往往依赖于编辑部 (非法人单位, 其授权缺乏

法律效力 )、期刊社或会议主办方与作者的单方授权

而不加核实,甚至以 �海量作品授权难 �为借口而不取

得相应的授权;同时, 大部分作者维权意识淡薄, 不想

惹是生非,或担心维权费用较大、浪费时间而不想或怕

打官司。这些数字资源运营商正是利用作者的这种无

意识性和惰性心理而大肆刊行未授权作品。这反映了

人们对 �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

因此, 我们必须通过宣传教育, 加强对作者、期刊编辑

出版发行人员及数字资源运营商关于 �著作权法 �等

法律法规的培训,使人们力争不抄袭、不出版发行侵权

作品, 并加强对读者关于 �著作权法 �的普及教育, 使

其不购买侵权作品。

3�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法的使用机制 � 目前

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些法规, 在某种程度上已不

适应中国期刊数字化的发展。 �互联网出版暂行规

定 �颁布已经 8年, 互联网和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已

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我们仍然用这样的临时法

规来管理这样一个主流、庞大、高速发展变化的产业,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 7]
。应该说, 我国数字出版行业

标准滞后,元数据和信息交换格式未能形成标准。特

别是数字化、因特网、手机媒体的特点就在于互联互

通,随时随地,大容量、大规模, 而我国目前是一个单位

一个制式,一个地区一个标准, 不能互联互通。数字出

版软件和终端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文本格式, 这既不

利于数字出版机构开发通用格式的数字化出版物, 也

不利于读者的选购
[ 8]
。因此,开展有关 �著作权法�的

学术研讨工作,不断进行修订, 使之日臻完善, 构建合

法的使用机制是保护数字化期刊版权的当务之急。我

们应该通过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共同的

努力,尽快建立起我们国家的数字版权合法、合理使用

的保障体系,并且从法律制度层面提供保障
[ 9]
。

3�2�1� 一对一授权 � �海量作品授权难�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既然 �海量作品授权

难 �,请问其中的文章一共有多少字符? 为何数字内

容运营商们却争先恐后地赶在第一时间录入与传播?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这些人摒弃奸商心理,

肯花点时间精力财力, 一一授权是不难办到的。很多

期刊社希望通过发布类似 �要约�的版权声明来获得
作者授权。可是, 有多少版权声明是符合法律规定

的
[ 10]

? 它是否要求作者签名授权? 如是,与一一授权

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不是, 将作者的投稿视为同意要

约的条款的话, 多少有霸王条款之嫌, 何况作者因晋

升、课题结题等急于发表文章而往往屈从于 �要约�的

条款。因此,数字化期刊最佳的授权模式应是一对一

授权。

3�2�2� 著作权集体保护
1)建立国家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期刊数字化版

权问题可以利用版权信息平台来解决
[ 3]
。通过因特

网的技术措施平台,把版权的信息、权利人的信息以及

交易、认证等等都汇集到因特网交易平台上,然后再结

合线上线下进行交叉服务。此外, 要发展或者建设全

方位、多功能的数字版权服务组织,建立起一种商业性

或者半商业性服务的模式
[ 11 ]
。

2)建立期刊网络数据库备份制度。自己存档的

同时也发送到国家版本图书馆、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存

档。一是便于国家对期刊网络出版物的安全性进行实

时监控;二是能对期刊网络服务商的版权使用合法性

进行有效监督,便于在相关版权案件的纠纷中, 快速、

准确地找到期刊网络服务商是否侵权的证据
[ 12]
。

3)建立反盗版联盟。权利人要联合起来组成自

己的反盗版机构。2005年 7月, 中文在线成立了中文

�在线反盗版联盟 �; 2006年, 中国版权反盗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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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秘书处设在反盗版联盟, 建立了从发律师函到起诉

整个时间不超过 32天, 定期公布举报电话等工作机

制。成立权利人自己的组织,采用社会保护的手段,结

合技术、行政、司法 3种途径, 是保护数字时代版权的

重要方式之一
[ 13]
。

3�2�3� 建立著作权专人负责制或聘请法律顾问 � 期
刊出版发行机构应建立著作权专人负责制。一是负责

签署著作权合同,预防侵权的发生;二是一旦发生侵权

或被侵权,负责进行一系列的处理工作。如人员不足,

聘请法律顾问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3�3� 全社会监督
1)无情揭露。有关部门要善于发掘、支持和培养

大量的方舟子来无情揭露学术腐败; 加大对侵权盗版

网站和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 对网络侵权盗版行为起

到震慑和教育的作用
[ 14]

; 设立奖励基金, 用于奖励揭

发著作权侵权有功的人员。

2)技术监督。除了国家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外, 还

可使用数字对象唯一标志符 ( DO I)将学术论文、著作

参考文献直接建立关联,链接不同信息服务商的出版

物和数据库, 实现国际不同文种信息间的有效融合。

2009年起,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纸本期刊和数字化

期刊全部标注 DO I, 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

追踪,从而达到版权保护的目的
[ 15]
。还可安装防盗版

软件或有查重功能的稿件处理系统等来识别是否有盗

版行为。

3�4� 提高准入门槛, 加大监管、打击力度 � 建议有关

部门对未经登记或未备案的网站、提供虚假信息骗取

登记或备案的网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网站和经版权

部门认定专门从事侵权盗版活动的网站,一律依法关

闭和取缔 。国家版权局可加强与电信管理部门和公

安部门合作,对在因特网上侵权的网站予以警告、断开

接入服务,甚至引入刑事程序
[ 14]
。龙源期刊总裁汤朝

被拘留一案, 体现了我国整治网络侵权案的决心

和力度。

3�5� 加强人才培养与技术攻关 � 信息数字化使版权
的权利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侵犯版权的行为和手段也

更为纷繁复杂,使网络版权执法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要

求,这就要求网络版权执法人员要有较高的技术手段

和法律认知
[ 16]

;因此,必须加强人才培养,加强防盗版

软件、技术的研究,积极应对新技术对版权保护带来的

诸多新问题、新挑战。

3�6� 机构改革 � 目前我国有的编辑部、期刊社人员配
置很不合理,有的编辑部 2~ 3人,每期出版 2~ 3种期

刊 (双月刊 ) ,无暇顾及版权问题; 因此,必须实行机构

改革, 整合出版资源、合理设置岗位 (版权管理岗位是

当前急需的 ) ,做到分工合理,各司其职。

4� 结束语

� � 我们相信,通过各种努力, 不断探索期刊数字化版

权保护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 就一定能做好数字

化版权防护工作 ,保证数字化期刊出版的正规化、正

常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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