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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期刊在传统和纯网络出版中的版权保护特点的分析，及对两种媒介期刊版权保护方式的对比结果表明，应
采取合理的法律和数字化手段，来保护纯网络出版的科技期刊的版权。本研究结果可为促进我国纯网络出版的版权法律的完
善提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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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各种信息交流平台的搭

建，读者获取信息的手段逐步增加，在新闻出版业调整产业

结构、提升产业水平、释放产业能量的进程中，数字出版将成

为主要的推动力量，这促使科技期刊也开始借助数字化技术

从传统的出版模式转向数字化网络出版模式。

所谓的纯网络期刊，主要是指借助计算机网络，完全以

电子化、数字化形式组稿、审稿、制作、出版、发布，并以计算

机网络为传输工具，没有相应纸质印刷版或其他类型电子版

的，定期或不定期地连续出版且每期均附有编号或日期标识

的连续性电子出版物［1］。

纯网络期刊是一种新型的期刊种类，属于数字出版的范

畴，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出版物。它能够促进我国数字出版产

业的健康发展，为实现我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繁荣，对实现我

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将有巨大的作用。

科技期刊的纯网络出版能利用网络的快捷来提高期刊

自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从出版周期上看，网络期刊可以做

到出版时间更短，因为它省去了印刷和寄送等程序，能快速

地传播所刊登的内容。在运行上，网络期刊也更加灵活，成

本更低。从投稿、审稿、编辑、出版、发行、订购和阅读乃至读

者意见反馈的全过程都是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从而方便地扩

大作者群和读者群。但与此同时，对刊登内容的版权保护提

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做到既能促进科技

期刊的传播又能保护版权所有者的利益。因此，必须认真地

分析科技期刊在纯网络出版的版权保护的特点，对比传统的

纸质期刊版权保护方式，采取合理的法律和数字化手段，保

护纯网络出版的科技期刊的版权，以促进纯网络出版的版权

的保护，并让其最终能够走上盈利的道路，使刊物能够不依

靠国家经费正常发展。

1 我国期刊的版权保护现状

1. 1 现有版权保护的法律

版权，英文对应的词语为 Copyright，原意为拷贝的权力，

又称著作权。著作权、版权在我国是同义语( 见著作权法五

十七条) ，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

享有的专有权利，是由国家司法部门、政府相关执法部门等

公权力机构执行法律，依法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顺利行

使; 权利人及权利人组织依法以个体及集体的形式进行自我

维权; 以促进作品创作与广泛传播、促进版权贸易体系健康

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涉及立法、司法、行政

管理与执法、集体管理、市场贸易机制的制度系统。

现行的《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对单个稿件

—56—http: cjstp． ijournals． cn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 1)

* 中国科学院出版委员会资助课题，资助号: 2011-03-02



的作者的著作权和科技期刊的总著作权做了相关规定，保证

了期刊版权的所有，如:《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指出作者的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 一) 发表权; ( 二) 署名

权; ( 三) 修改权; ( 四) 保护作品完整权; ( 五) 复制权; ( 六) 发

行权; ( 七) 出租权; ( 八) 展览权; ( 九) 表演权; ( 十) 放映权;

( 十一) 广播权; ( 十二) 信息网络传播权; ( 十三) 摄制权; ( 十

四) 改编权; ( 十五) 翻译权; ( 十六) 汇编权; ( 十七) 应当由著

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作者可以许可他人行使第( 五) 项

至第( 十七) 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规定获

得报酬; 也可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第( 五) 项至第( 十七) 项规

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2］。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使用

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或转让合同。

合同内容主要包括: ( 一) 作品的名称; ( 二) 转让的权利种

类、地域范围; ( 三) 转让价金; ( 四) 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

方式; ( 五) 违约责任; ( 六)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四条规定: “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

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

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但是由于部分权利人的法律意识不强，作者和期刊社不

明确自己著作权及责任，没有明晰的著作权许可或转让条

款，经常会造成侵权和维权最后成为一笔糊涂账。

1. 2 传统期刊的版权保护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科技期刊最终都将通过版权的方式

来获得收益，版权是必须有的，才能获得市场价值。版权的

贸易方式与普通商品不同，它包含了著作权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的转让，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合约允许被许可方在一定的

条件下使用，其著作权主体没有改变; 所有权的转让通过合

约将著作权中所有或部分权利转让给他人。现阶段，我国绝

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期刊社得到授权( 包括得

到数字版权) 的声明并加注有版权标记。自 1996 年始，国内

多数期刊社均在著作权法的框架内与作者签署相关的著作

权转让书。约定作者同意自该论文刊登之日起，将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版权及相关财产权转让给期刊，并对论文

的部分或全文具有但不限于以下的使用权: 汇编权、发行权、

复制权、翻译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3］。

期刊属于汇编作品。在内容上，期刊对作品内容的选择

或者编排都体现了独创性，符合著作权法中汇编作品的定

义［4］。为了同国际立法接轨，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

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

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

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

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期刊整体著作权的理论基础在于期刊不是各个部分的

简单总和，而是由于在编辑思想指导下的创造性编辑劳动，

使期刊具有了某种定型的结构，表现出超越各个组成部分性

质简单相加的新的性质。期刊社享有的权利除了《著作权

法》第十条规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外，还包括《著作权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的邻接权，即版式设计权。另外《著作权法》还

规定了期刊社在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

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

酬。《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 9 款规定，未经期刊社许可，

使用其版式设计是侵权行为。

所以期刊出版单位对有各位作者的稿件组成的科技期

刊具有著作权，出版单位通过版权的法律保护可以对科技期

刊进行经营，我国的出版印刷市场的严密行政管理保证了，

也同时杜绝了未经许可的翻印行为的存在，纸质期刊可以通

过卖出期刊实物来获取报酬。

2 纯网络期刊版权保护的问题与难点

我国期刊的网络化开始于 1995 年。以海外学子和学者

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神州学人》杂志于 1995 年 1 月起每星期

五在互联网上发布所刊信息，这是我国第一本上网的中文期

刊［5］。而中国激光杂志社的纯网络期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则是将所有的数字化收稿、数字化审编校、数字化发布、

数字化营销、网络发行和用户访问控制等活动的全过程都使

用信息化的方式进行［6］。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发展，网络科技期刊目前已经成为

大部分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数字网络出版平台也逐步被读

者接受，媒体边界的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其实网络

媒体出现不仅仅会造成新闻出版系统管理的困难，也造成了

著作权和版权保护难度的增大。

2. 1 纯网络期刊版权保护的问题

由于纯网络出版中的期刊不是以纸质的形式存在，同时

由于网络空间本身难定边界，加之 P2P、博客、播客( 视频分

享) 、维基百科、临时复制等技术和利用网络方式的发展对网

络著作权保护提出了新挑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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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和国内

实践中己出现的情况看，网络上常见的期刊版权侵权行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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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 1) 网络使用者或网络服务商在自己设立的网页等网络

空间非法复制、传播、转贴其他期刊未经授权使用的作品。

( 2) 将在因特网上的期刊数据库下载并复制成光盘，获

取利润。

( 3) 未经许可将期刊数据的原件或复制品提供到因特网

上进行公众交易或传播，或者明知是侵害权利人著作权的复

制品，仍然将其在网上散布。

( 4) 侵害期刊作品著作权人人身权行为: 侵害作者的发

表权、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如非法抄袭剽窃文章。

2. 2 纯网络期刊版权保护的难点

信息数字化技术被认为是产生于信息时代最伟大的信

息处理技术之一，所谓信息的数字化就是靠计算机技术把一

定形式，如文字、数值、图形、图像( 静止或活动的) 、声音等信

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以对它们进行

组织、加工、存储，采用数字传输技术加以传递，并在需要时

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和声

音的技术。

由此产生的数字作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具有传统形式的作品通过数字化转换而形成的

数字化表达，称之为数字化作品( Digitized Words) ;

另一类创作之时就是以数字形式表达的作品，称之为数

字式作品( Digital Works) ，包括数据库以及一些多媒体节目，

本课题所研究的纯网络期刊也就是这种作品。

如今，网络技术的发展已触及到人们生活的每一领域，

并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大大

拓宽了公众获得信息的途径; 另一方面使得侵犯他人著作权

的行为变得更为广泛和难以捕捉。科技期刊的纯网络出版

是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出版模式，

其传播的范围更广，使用的频率更高，著作权( 版权) 贸易的

行为就越频繁。

网络传播与数字化一样，也是数字技术条件下利用作品

的一种新方式，所以同样受到著作权人专有权的控制［7］。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8］( WCT) 第八条在“向公众传播

的权利”的主题下规定“文学与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

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

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

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

品条约( WPPT) 主要是保护版权邻接权，也就是传播者的权

利，第十条、第十四条也规定了表演者与录音制品制作者享

有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款

设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项权利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

权公约 ( WCT )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表 演 和 录 音 制 品 条 约

( WPPT) 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利”在本质上有共同性［9］。

纯网络出版的版权与传统的期刊版权保护有所区别，其

保护规则都是对版权的许可使用和转让。而不同点纯网络

期刊出版的版权保护方式是通过数字技术来获取著作权的

使用权或所有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

由于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受数字化建设的技术和管

理水平的影响，以及法律的保护力度不够，一些情况下无法

正常进行著作权贸易，也无法保证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

权人的正常权利。例如，无法确认其电子原件，未经授权多

次盗用科技期刊资源等。

3 纯网络出版中版权的保护方法

3. 1 网络期刊版权保护的法律与条例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近年来颁布了一些与网络出版传播

有关法律和条例，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

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

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2000

年 1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4 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3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02 次

会议《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

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 ，第

二条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

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

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保护［10］。

另外 2006 年 7 月 1 日，国家颁布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

保护条例》，对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进行相关规定，最大程度

的保证版权人的权益［11］。

3. 2 网络出版的数字版权保护具体保护措施

目前，国内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科技期刊数据库，如，

万方、维普、中国知网等，其管理规范，服务技术成熟，赢得了

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得青睐，此三大供应期刊数据商都有详细

的数字版权保护方法。如( 一) 使用 IP 控制方法下载，就是

通过使用者的 IP 来判断是否属于要收费的，( 二) 使用者账

号控制下载，就是通过填写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之后，进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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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来获取所需的资料的行为。( 三) 集团购买，就是各大院

校，科研机构，通过每年一次的订购进行规模性的集中采购

数字版权的行为，等等。

另外，目前一些走在商业化前列的刊物都有自己直接的

电子版权发布平台，如 Xplus、Zcom、Magbox、Iebook、VIKA、万

众传媒公司、盛大锦书、方正阅读器、亚马逊 kindle 等几个较

大发行平台都分别推出了自己的网络杂志电子阅览器，通过

这种手持终端将能够顺利地阅读到读者想要的内容。而中

国移动也推出了在手机上的手机报，如果手机将能够很好地

保护数字版权不被复制和滥用。

因此，可以现有的大量数字的技术和服务，来更好地保

护版权所有者的权益，促进科技期刊的发展。

3. 3 尽快完善我国纯网络期刊的法律保障体系

随着技术进步，侵权方式也会日益增多，这一点应当引起

法律界的重视，以便及时制定有效的对策，对侵权行为进行预

防和制止。另外应成立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代表、法律界人

士组成侵权行为认定委员会，建立起一套完整、清晰、严格的

网络侵权标准［12］。笔者建议立法机构能够深入基层，倾听基

层第一线出版机构、出版者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参考国际上互

联网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保障条款，能够切实制定出一套保

护纯网络期刊作者、出版者和读者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

在著作权纠纷中，网络著作权是当代国际立法和执法的

焦点问题。因其涉及的网络著作权利人、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广大网络用户利益等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处理数字化出版所带来的版权纠纷，是一个国际性的难

题，中国也不能例外。

总之，数字化出版的版权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

国都在做有益的尝试。我国是一个版权意识薄弱的国家，多

年来习惯于享用“免费的午餐”，缺乏尊重和保护他人版权的

意识。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最终体现在对版权的尊重与竞争

中，因此尽快建立起我国纯网络化数字出版版权的合法、合

理使用的保障体系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本课题组成员呼吁从

法律制度层面出发尽快立法，使纯网络期刊的版权在互联网

环境下得到应有的保护。

4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纯网络期刊的版权保护远远难于传

统期刊的版权保护。期刊的著作权是我国立法中规定的一

项邻接权，它是出版者在出版图书、报刊作品的过程中对其

自身投入的创造性劳动所产生的“邻接著作”的权利。如何

有效地避免作品传播者也就是纯网络期刊的出版者的利益

受到侵害，将是我国著作权法所面临的新课题。当前纯网

络期刊以及数字化的复制行为未得到规范，纯网络期刊的

出版者的权力无法得到真正体现，出版单位的利益难以得

到保证，主要是因为我国与版权相关法律条例不完善，其监

管力度不大，处理有些侵权问题时无法可依。因此，应该针

对网络出版的特点，就网络著作权的维护、版税分配制度等

方面完善制度和法规，更好的促使我国的网络媒体的发展

和网络文化的深化。笔者衷心的呼吁立法者在修订《著作

权法》的 时 候，对 上 述 出 版 者 应 享 有 的 权 利 给 予 考 虑 和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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