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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法的背景

必要性:

• 中国著作权法自颁布以来已经经过2001年
和2010年两次修订。但这两次修订主要是
为了适应WTO的相关要求，未能全面考虑

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文化和科技
等方面的总体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就著
作权法中一些不适宜的条款进行修正。



1. 修法的背景

过程：

• 第一阶段：国家版权局负责修法调研，草
拟著作权法送审稿，并征求各界意见。

–调研：国家版权局曾先后两次委托多个机构对
数十个课题进行研究，为修法作准备。

–草拟：国家版权局委托三家学术机构分别草拟
著作权法专家建议稿，在此基础上整理出送审
稿，并综合参考各方意见进行了三次修改。



1. 修法的背景

• 第二阶段：国务院审议著作权法送审稿，
形成著作权法草案。

–国务院法制办已经将送审稿公布，并正在根据
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和协调。

• 第三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著作权法
草案。

• 目前修法工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2. 修改的内容

2.1. 对法律结构的影响

• 现行法下并存有六个行政法规层级的子法。
按照著作权法送审稿《计算机软件保护条
例》和《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将
被废止，相关规定并入著作权法。

• 对著作权法的章节进行了调整：增加“权
利的限制”和“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
信息”两章，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一
节。



2. 修改的内容

2.2. 对权利内容的调整

• 取消修改权、放映权、摄制权、汇编权等
四项权利，其权能分别并入保护作品完整
权、表演权、改编权和复制权。

• 增加追续权。

• 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
播作品。



2. 修改的内容

• 2.2. 对权利内容的调整

• 在邻接权中，增加表演者的出租权以及其对视
听表演的获酬权，增加录音制作者对他人以表
演和播放的方式使用其录音制品的获酬权等。

• 摄影作品保护期改为作者终身加死后五十年。

• 增加合理使用的界定原则。

• 对法定许可规定进行了调整：保留教科书和报
刊转载法定许可，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两项法
定许可合并为一项，取消录音法定许可。



2. 修改的内容

2.3. 关于权利对象的调整

• 将实施条例中关于作品的定义写入著作权法。

• 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更名为“视听作品”，彻底删除“录像
制品”的概念。

• 增加“实用艺术作品”，并给予其二十五年的
保护期。

• 将“计算机软件”修改为“计算机程序”，将
计算机文档纳入文字作品加以保护。



2. 修改的内容

2.4. 对权利归属的调整

• 将视听作品的权利法定归属制片者调整为当事
人约定优先，同时增加了视听作品作者的利益
分享机制。

• 确立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当事人约定优先的原
则，同时针对不同的法定情形规定了相对方的
权利。

• 为解决当原件为作品唯一载体时，原件的灭失
将影响美术作品著作权的行使问题，增加关于
载体唯一的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规定。



2. 修改的内容

2.5. 适当调整授权和交易机制以方便作品利用

• 专节规定集体管理问题，以图优化著作权
集体管理制度，并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

• 进一步强化著作权权利登记和合同登记在
维权和交易中功效。

• 引入孤儿作品的利用机制。



2. 修改的内容

2.6. 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

• 将民事侵权情形由现行著作权法的列举式修改
为概括式，扩大了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范围。

• 将现行著作权法关于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顺序
性规定修改为选择性，即允许权利人在实际损
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
数以及一百万元以下的数额之中进行选择。同
时提高了法定赔偿数额、增加了惩罚性赔偿的
规定、加重了侵权人的举证责任。



2. 修改的内容

2.7. 其他相关修改

• 行政执法：强化处罚手段、提高处罚额度，
引入行政调解等。

• 与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间
的协调。



3. 对修改的简评

3.1. 总体评价

• 这是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法。起草者试图通过此
次修法全面提升中国著作权制度的水平。这在
整体上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

• 但此种“全面出击”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完成
修法的难度。目前，恐无人能估算出修法完成
的时间。

• 此次修法仍然未能解决一部法律拖挂多部行政
法规的状况。这反映了中国目前的法制水平，
而不仅仅是立法技术水平。



3. 对修改的简评

3.1. 总体评价

• 修法中存在细节上“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
的冲突。此次修法中引入了一些原来没有的新
制度，如追续权等。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起到保护水平的标志作用，但却淡化了那些急
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信息技术给著作权
制度带来的挑战。尽管起草人已经意识到网络
技术带来的问题，但在此次面面俱到的修法送
审稿中，这一问题的着墨就略显单薄了。



3. 对修改的简评

3.2. 具体评价

• 集体管理组织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如：集体
管理组织是否仅仅代表权利人的利益，是否兼顾社
会公众利益？又如同一领域是否允许存在多个集体
管理组织，即是否应当引入竞争机制？此外，集体
管理组织作为法律主体的性质在中国法律制度上作
为社团所面临的尴尬依旧。

• 行政执法手段的加强无，助于整体法制水平的提高，
且未必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比如25万元人民币的
罚款对于票房过亿的视听作品而言可谓杯水车薪。

• 此外，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追续权的行使等问题
均未彻底解决。



4. 结论

一句俗话或套话：

•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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