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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过程中 ,会涉及到复制权、传播权和数据库保护等知识产权方

面的问题。应利用国内外版权法赋予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权利 ,最大限度满足读者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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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和电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网络正在以

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广泛的影响力渗透到人们工作、学习和

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图书馆正是利用这种新的技术和设

施将其拥有的信息资源以网络方式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

这势必涉及到传统媒体形式下确定的版权问题。在数字图

书馆的建设与服务过程中 ,所涉及的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的

数字化 ,网络信息与传输 ,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都是知识

产权保护的客体 ,对它们进行使用和传播时 ,如果不注意 ,

随时可能受到侵权的限制与威胁 ,这是数字图书馆建设必

须考虑的问题。

1 　数字图书馆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的几个具体问题

111 　信息资源数字化与复制权问题

信息资源数字化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 ,因为数字图书

馆的其他特点都是建立在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上。数字化技

术是指将作品或信息资源的传统表现形式转换成计算机能

够识别的二进制编码数字的技术。这种转换只是带来作品

形式上的变化 ,不具有著作权意义上的创造性 ,没有产生新

作品。关于作品数字化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

答案。1995 年美国《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出 ,

扫描印刷作品而成的数字化文件是该作品的复印件 ,照片、

电影及录音制品的数字化都构成复制。1996 年由 157 个国

家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议定声明指出 ,将

一印刷品扫描成数字文档构成复制。1997 年 7 月我国国家

版权局拟定的版权法修订稿建议把“数字化”补充进 1990 年

《著作权法》第 52 条列举的复制行为中去 [1 ]。用数字化技

术将传统作品或信息资源转移到新型传播载体上应视为一

种复制行为。

既然作品或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 ,那么其

“数字化”权自然也就归属“复制权”。数字图书馆的作品或

信息资源数字化应参照复制权的有关规定执行。我国《著

作权法》第 5 条提到 ,除法律、法规、时事新闻和历法、数表等

外 ,其余作品只要符合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均受《著作

权法》的保护 ;第 21 条也规定公民的作品 ,其发表权、使用权

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50 年。故对

图书馆独有的古籍等资源 (因作品超过著作权的保护期) 和

公有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 ,并提供上网服务理

应无侵犯著作权之嫌疑。

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还规定 ,在不侵犯著作权人的

利益情况下 , 图书馆、档案馆等为保存版本的需要 ,可以复

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美国《数字千禧年版权法》也提到 ,允

许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档之目的制作多至 3 份的 ,可以

是数字化的复制件 ,条件是这些复制件不得向图书馆建筑

以外的公众传播[2 ]。由此可见 ,为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

形式存贮馆藏信息资源应属合理使用范畴。但是 ,在网络

环境下传播数字化信息资源时 ,除超过著作权法保护年限

的信息资源以及公有领域的信息资源外 ,必须特别强调这

种使用是否符合“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 ,也不得不适当

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112 　信息资源网络传播与传播权问题

馆藏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数字传输 ,在给读者带来方便

的同时 ,如何使信息所有者的权利得到合理的尊重 ,必须考

虑到著作权人在网络上的权利。但在考虑究竟适用与复制

品有关的权利还是与复制品无关的权利涵盖作品的数字传

输时 ,各国的意见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 :以美国为代

3 　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社科基金课题“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部门数字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项目代号 :

JA00013S)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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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国家适用复制权加发行权 ,而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采

用复制权加公开传播权[3 ]。

鉴于此 ,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采用了一个折中方案 ,

在其一项涵盖作品网络传播权的广泛权利中 ,规定了作者

在计算机网络上的权利 ,即“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根据这

项权利 ,作者“应享有专有权 ,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者

无线方式公开传播 ,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中的成

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段文

字清楚地表明这项权利就是作者在计算机网络上的权利。

“将其作品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指作品在网络上

的传播 ;“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

得这些作品”,指用户通过网络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收其需要

的作品 ,即通常所说的交互式使用。

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传播权 ,但是

《著作权法》第 10 条规定 ,著作权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 ,

即以复制、表演、播放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著作权以列

举的形式规定了使用作品的方式 ,也就是说 ,除了法律列举

到的方式外 ,凡公开利用作品 ,都属于对作品的使用。

作品网络传播属于著作权人的专用权 ,不经授权许可 ,

不得擅自将他人作品网上传播。但是将网络传播权绝对

化 ,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因为网络传播可以进行远距

离教学、展览、公益表演、图书馆藏书查询、新闻传播等等 ,

所以应当对网络传播权进行限制。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主要

指作品的合理使用 ,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规定 ,在一定条

件下 (如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 ;时事新闻报道 ;学校教学科

研等)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已发表的作品 ,不向其

支付报酬 ,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

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由于网络数字化的特点 ,使网

络能使社会公众通过它而获得极大的益处。因而 ,网络传

播权的保护要考虑权利专有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新的平衡

点 ,在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 ,也应有益于促进社会文化

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113 　数据库的版权问题

《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定义是 :“‘数据库’是指

经系统或有序安排 ,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手段单独加以访

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对原始数据整

序、加工、重新包装之后帮助读者在网上查询信息的各种形

式的数据库 ,它们可以分为指南性数据库和源数据库两种

类型 [4 ]。指南性数据库是指引用户到另一信息源获取原文

或其他细节 ,如馆藏书目数据库、自建的专题文摘、题录数

据库或购置的报刊篇名数据库等 ;源数据库是指用户可通

过此类数据库直接获取原始资料或具体数据 ,如数值数据

库、全文数据库、图像数据库等。

自数据库出现以来 ,其知识产权问题一直引起国际知

识产权界的关注。《欧盟数据库指令》规定 ,凡在其内容的

选择与编排方面 ,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智力创作的数据库 ,均

可根据该指令获得版权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数据库

作为汇编作品 ,认为数据库如果符合独创性的标准是可以

受到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的保护 ,但不得损害汇编内每一

作品的版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 14 条规定 :“编辑作品

由编辑人享有著作权 ,但行使著作权时 ,不得侵犯原作品的

著作权。”

不少国家的法律已确认若干类型数据库具有版权。数

字图书馆自建的馆藏书目数据库、专题题录或文摘性数据

库(文摘字数不超过原文三分之一) ,在制作上凝聚制作者

的辛勤劳动和智慧 ,应视为具有原创性、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的作品 ,数字图书馆对其理应享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对

全文数据库的建立 ,除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作品和公有领

域的作品外 ,在对原文数字化传播时 ,必须征得作品版权人

许可并按规定支付报酬 ;对于购置的报刊类篇名数据库或

全文数据库 ,应事先与出版商达成协议 ,允许在局域网如校

园网供本校读者使用。

114 　网上信息资源下载、链接与侵权问题

因特网已经成为信息资源的海洋。数字图书馆在做

“知识导航库”时 ,要将网上内容相关的信息集中于一个网

页上 ,以便读者查阅。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下载粘贴 ,

即搜索有关信息并下载 ,然后分类整理提供阅览 [5 ]。但应

注意信息来源。一般认为 ,在电子布告栏上发表的作品 ,应

当视为作者愿意通过网络散布流通其作品 ,在下载、转贴等

使用方面 ,不能认为作品的著作权受到侵犯 [6 ] ;但是转载、

摘编他人网站上的作品应当取得版权人的许可 ,并支付报

酬。另一种是网站之间的链接 ,如“首页链接”、“友情链接”

等。即通过超文本链接技术 ,将不同服务器上的文件标识

在“知识导航库”网页上 ,用图标表示 ,读者只要点击链接网

站的图标 ,就能登录到被链接站点。这种相互链接一般是

通过 E - mail 联系确认后进行。但如果未经许可 ,做了链接

是否侵权呢 ?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较一致的看法

是 :对将其他网站的主页迳行链接的行为 ,只要被链接的网

站没有在主页上明示不准 ,并以开新窗口方式进行链接 ,就

不应认为是侵权 ;但如果将别人的网站以代码方式链接 (即

给人感觉是链接者自己网站的内容) ,或者是将别人网站中

的某一页或具体内容链接进自己网站的有关条目之内 ,则

有侵权的可能[7 ]。

2 　数字图书馆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后的对策

211 　加强立法保护

在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中 ,信息法制建设是十分重要

的保障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信息立法给予了高度

重视。短短几年内 ,一系列法规纷纷出台 ,如德国《多媒体

法》(1997) ,欧洲共同体《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邻接权绿皮

书》(1995) ,美国《数字千禧年版权法》(1998) 。

我国虽然在网络域名注册管理、计算机信息安全、国际

联网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管理及公众多媒

体通信管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对于网络信息

环境的有序化、法制化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在网络信息的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与国

外相比差距较大[8 ]。借鉴国际上网络知识产权立法的成功

经验和通行惯例 ,加快我国网络信息环境的知识产权立法 ,

—55—

阮延生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Ruan Yanshe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cerning Digital Library



●方 　卿

论网络载体主流地位的确立 3

摘　要　科学信息交流载体体系中的主流载体不会一成不变。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信息载体技

术的进步 ,网络载体终将取代当前主流载体———纸介质载体的主流地位。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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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年代 ,现代信息技术的崛起、少数领域纸介

质载体的地位开始下降 ,直接导致了“无纸社会”论的产生

和蔓延。其中 ,以 F·W·兰开斯特为代表的一些图书情报学

家的观点最为令人注目。1978 年 ,兰开斯特出版了专门研

究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存亡影响的专

著———《通向无纸情报系统》。该书一出版 ,便在图书情报

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兰氏理论”实际上是新的信息技术

条件下信息载体整合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一理论的核

心内容是 :在新兴的电子载体的冲击和影响下 ,传统纸介质

载体最终将被淘汰并退出科学信息交流的历史舞台 ,电子载

是十分迫切的事情。

212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尽快培养一批高素质

的、综合型的专业管理人才队伍。数字图书馆管理人才不

仅要具备高学历、懂法律 ,还应精通知识产权和计算机网络

技术 ,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建设一支专家型、律

师型、网络管理型复合性人才队伍 ,这是执行知识产权法

规 ,有效保护网上知识产权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213 　把握“合理使用”的尺度

各国版权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赋予图书馆对信息资源

“合理使用”权利 ,图书馆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权利 ,以保证最

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共享。数字图书馆的数字

化信息资源的合理使用应以其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 ,传播

信息应以取得权利人的授权许可为前提 ,以免造成对知识

产权的侵犯。图书馆要努力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环境 ,澄

清教学及服务中使用的各项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 ,把握好

尺度 ,遵循“合理使用”限定的范围、权限。

214 　完善技术支持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使用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行

最终要依赖于技术。根据不同类型的数字化信息资源 ,如

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公有领域的作品 ,受版权保护

的作品 ,或购置的各种数据库等 ,都应按有关规定 ,采用不

同的技术手段实现其知识产权保护。目前有以下几种方法

对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 (1) 加强权限设置 ,合法用

户 (如本校读者)可以通过口令访问 ;或通过 IP 地址设置 ,限

定某 IP 网段的用户可以访问。(2) 在网络传输过程中采用

加密与数字签字技术 ,防止网络信息传输被窃取与破坏。

(3)采用数字水印技术 ,使用户只能在屏幕上阅读。一旦该

文本被复制 ,则该水印会在文本中央明显地显示版本信息 ;

要想正常阅读、复制文本 ,用户只有向作者申请合法使用。

(4) 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技术 ,用户可以通过向版

权控制机构申请获得 CA 证书 ,成为合法用户[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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