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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知识，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的熟悉程度。它可能是关于理论

的，也可能是关于实践的。它可能包括事实、信息、描述或在教育和

实践中获得的技能。按照这个定义，在人类出现的时期，知识就产

生了。

著作权的产生比知识的产生要晚的多。在文字产生以来的人

类社会发展早期，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复制图书或其他知识的载

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长时期内，可供使用的手段只有抄写，

由于复制的困难，著作权的保护尚未成为客观需要。但造纸术、印

刷术出现后，著作权的保护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5世纪，威尼
斯的印刷出版商为了垄断某些图书的印刷和销售，出版前先把书

稿送往王室审查，审查后给他们颁布印刷许可证，这就是最早的

著作权保护。著作权的地域性使其效力只局限于一国境内。为了

更好地保护作者权益，一些国家寻求建立版权国际保护体系，

1886年 9月 9 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签订了《伯尔尼公约》，这是
世界上第一个保护版权的国际公约，随后又有一些全球性或地域

性的国际组织成立了，渐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国际版权保

◎杨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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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制度。世界版权制度历经了 300多年的长足发展，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知识的产权化在经济发展中构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

源和财富资源，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变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

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变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

力。以著作权保护为手段，以智力成果为资源的著作权相关产业

的发展，不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群，还带动了传统产业的改

造，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贸易的持续扩大，对经济发

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企业改制行为以及融资需求不断

增加，著作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活动日益活跃，对著作权的价

值进行评估的需求越来越多，迫切需要资产评估行业提供强有力

的专业支持，但是著作权权利的复杂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基

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性，专业评估技术标准的缺失性等因素使著作

权资产评估成为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难点。

2010年 3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受国家版权局
以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委托，开始启动版权资产评估准则的研

究工作。2010年 6月，形成了《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建议稿》
的基本框架，并于当年 6月 11日召开了专题研讨会。2010年 12
月底《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并于 2011年 7月 1日
正式实施。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对这项工作给予的评价是“开

国际先河”。

著作权对于相关权利人的经济价值源于著作权权利人可以通

过对著作权的利用来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著作权在交易、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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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需要借助著作权评估方法对著作权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估价。此

外，著作权评估的结果也有利于法院在审理著作权侵权诉讼案件

中合理确定损害赔偿金额。

本书不仅从法学角度对著作权的性质，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侵

权行为及著作权执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从经济学角

度对著作权的经济价值进行探讨，对著作权许可、投资、贸易和转

让等经济行为进行量化评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著作权的相关

权利人有所助益。

作为版权管理的行政部门，我们希望在做好著作权保护工作，

提供一个健康、繁荣、有序的出版物市场的同时，能为推动著作权

资产评估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推进著作权的创造、交易、使用和

管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做好指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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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著作权评估概述

第一节 著作权概述

著作权也译为作者权，是作者及其他著作权所有者依法对文学、

科学、艺术作品享有的一系列专有权利。具体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

类，前者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项权利；后

者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十二项权利；法律同

时规定著作权人除了享有以上权利外，还享有“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

的其他权利”。

一、著作权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著作权思想的萌芽

著作权思想的萌芽，也即最初的著作权观念出现要早于作为法

律权利的著作权及其制度的出现。在我国，“著述始于战国”，因此著

作权观念最早也应是出现于战国时代。战国之前，“官守学业一体化，

天下无私门著述文字。到了战国时期，官守师传之道废，政教分开，官

守学业分为两途，一些人开始把旧闻写在竹帛上，这便是最早的著述

文字。”唐代柳宗元在其《辩文子》中写到：“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

第一章 著作权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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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描写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剽

窃之风的盛行。而当时社会风云变幻，各种思想交织激荡，呈现出百

家争鸣的局面，人们把各种思想学说称之为诸子百家，并将其各自归

于“诸子”也就是老子、孔子、孟子等学术领袖身上，这就是最初署名

的观念。西方则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诗人马尔蒂·阿里斯（约 41-103
年）在给他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据说你在背诵我的诗句时总说它是

你创作的。如果你愿承认它为我所作，我将无偿把它奉献给你；但如

果你想把它称为你的诗作，你最好把它买下来，这样它就不属于我

了。”相应地著作权实践出现时间也较早，在古罗马时期，喜剧作家普

劳图斯因其剧本的上演而成为了磨坊主，西塞罗则从其作品出版后

的销售中得到分成，而古罗马讽刺诗人马尔蒂·阿里斯写了几部作

品，每出版一部，都从出版者那里得到一笔钱，尽管钱少的可怜。

（二）早期的著作权保护

关于著作权保护最早出现在西方还是中国也有不同的看法。在

西方，大多数西方学者是把德国人古登堡（J.Guten-berg）开始应用活
字印刷术看作著作权保护的开始。我国学界的通常说法则是世界上

最早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起源于我国宋朝的令状制度，“据记载，在北

宋年间（1068年），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擅自刻
印。后来，宋朝官府开始针对个别案件采取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对坊

间市肆如有以营利为目的而擅自翻版的，往往给予“追板劈毁、断罪

施刑”的处罚，晚清出版的版本学家叶德辉所著的《书林清话》第二卷

“翻板有禁例始于宋人”一段有详细的记载。我国著名学者郑成思指

出：“如果著作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

出现于中国。”无论早期的著作权保护出现在西方还是中国，即便仅

仅是一种特权或是令状，毋庸置疑地是人们开始注重制度化地保护

著作权，其相较之最初的著作权意识萌芽的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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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权制度的确立

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制度发端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广泛运用的时

期，从 16世纪初到 18世纪初的 200年间，英国现代印刷业、出版审查
制度与印刷出版特权，三位一体，同时经历了产生、演变与发展的历

程，为现代著作权法的制定作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从观念

上，作品的印刷出著作权可以成为一种财产权；盗版无异于偷窃，应该

禁止；专有权保护需要以作品登记为前提；等等”。1709年英国议会通
过世界上首部著作权法《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

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法》（史称《安娜女王法令》），现

代意义上的著作权制度方告成立。该法令的颁布意味着书商特权时

代的结束以及现代著作权制度的确立，其实质性进步在于确立了作者

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了著作权保护的目的在于激励创作，促进文化

发展，同时为了协调平衡作者个人与公共利益，规定了著作权保护的

期限。

（四）“作者权体系”和“版权体系”

版权制度确立以后出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作者权体

系”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版权体系”。现代版权理论认为，

著作权既包含人身权也包含财产权。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

国家曾有不同的认识，早期在英美法系国家认为著作权的实质就是为

商业目的而复制作品的权利，强调著作权的财产权属性；在大陆法

系国家则认为“在所有财产中，最神圣的和最有人格的就是著作”，

因而注重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在国际化潮流的推动下，“著作权体

系”与“作者权体系”相互借鉴并逐步融合。关于著作权的发展脉络，

吴汉东教授有一段经典的描述：“著作权的产生，历经了从出版人本位

到创作人本位的演变，在欧洲一些国家，它历经了从尊重文学产权的

习惯到官府对出版特权的行政庇护，继而转向保护著作权人成文法的

第一章 著作权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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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五）数字出版著作权时代

20世纪 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
用，数字产业迅速成为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其中数字出版业是一项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今天的

数字出版业是包含电子书、数字期刊、数字报纸、互联网广告、手机出

版与网络游戏等在内的一种综合业态。2013年 7月 9日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我
国数字出版保持高速增长，数字出版收入在全行业占比首次突破

10%，实现营业收入 1935.5亿元，较 2011年同期增加 557.6亿元，增
长了 40.5%，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 11.6%，较 2011年同期提高 2.1个
百分点，这表明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数字出版仍有较大的成长

空间。电子书、数字期刊、数字报纸的营业收入较 2011年同期增长
352.6%，超过数字出版整体增长速度，这表明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
效果日益显现。以网络动漫和在线音乐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内容服务

形态发展迅猛，营业收入增长率高达 291.2%。
数字出版在中国出版业内名正言顺地拥有一个席位，也不过 7

年之久。然而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各种数字出版商层出不穷地跃入

读者的视线，数字出版迎来了蓬勃发展。2013年 7月 8日在北京开幕
的第五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在开幕式上发布《2012—2013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称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与数字阅读人口呈现“双增长”
态势，2012年，数字出版产业累计用户规模达到 11.82亿人。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山说，在“十一五”结束时的 2010年我国
数字出版总产出突破了千亿元大关，达到 1051亿元，而进入“十二
五”以来，数字出版年产出发展到 2012年的接近 2000亿元，两年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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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从千亿元向两千亿元的迈进。

在数字著作权业高歌猛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数字化时代

的来临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能源和劳动力等物质基础的传统方

式向依靠网络和数字等智力成果的方式转型，这种转型在著作权领

域表现为数字化对以“复制权”为核心的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发起了空

前的挑战。尤其在网络发展初期，因为技术原因形成的临时复制、私

人复制、搜索性数字图书馆复制等三类复制行为对传统著作权立法

提出了挑战，因为立法滞后导致网络侵犯著作权事件如谷歌的“数字

图书馆计划”、国内的“百度文库侵权事件”等数字著作权侵权案件频

见报端。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修正案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2006年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
规范性文件，如北京市著作权局于 2011年 6月 2日发布了《信息网
络传播权保护指导意见》。2013年 3月 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开始施行。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技术

的逐步成熟以及作者数字著作权意识的觉醒这种现象有所好转，但

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实际需要，总体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正如有学者总结，“现代著作权法 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印刷技
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

对当时的著作权利益平衡体系造成冲击，使之不得不对某些制度进

行修改以缓和利益冲突，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二、与著作权价值评估相关的要素

影响著作权价值评估的因素很多，比如作品所处的行业特性、企

业特征、创作团队、著作权归属，商业价值等，本节简要介绍与著作权

评估具有重要关联的几个法律要素，如著作权的客体，著作权的主体

及著作权的权属问题，著作权评估的对象，等等。

第一章 著作权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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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权 资 产 评 估
ZHUZUOQUAN ZICHAN PINGGU

（一）著作权的客体———作品及其独创性

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是作者进行独创性创作的结果。具体而言

就是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质并能以有形形式复制的

智力创作成果。著作权作为一项特殊的民事法律权利，也是人类社会

最为可贵和最值得保护的权利。因为人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任何事

物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人的思想，而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正是人的思想

的表达。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出版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的权利。著作权正是通过保护人的思想的

表达来鼓励人类社会驾着思想的车轮不断进步。

1. 作品的分类
作品分类是著作权价值评估的一种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作品其

价值往往相差很大。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著作权法所

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

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把作品分为文字

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

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

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根据作品独创性的程度，可以分为原创作品和演绎作品。演绎作

品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手段进行二

次创作而产生的新作品。对于合法的演绎行为的著作权归属法律规

定非常明确，著作权法规定原作者对作品享有专有演绎权，同时也规

定演绎作者对演绎作品享有著作权，而演绎作者所利用演绎作品的著

作权必须征得原作者的许可。著作权评估的过程中，由于使用方需要

获得原作者和演绎作者的双重许可，尤其是当演绎作品是对演绎作品

的再演绎时，使用方面临的将是三重甚至更复杂的多重许可，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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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影响了演绎作品著作权价值的评估。另外从法律对于演绎

作品的规定衍生出的非法演绎作品或无权演绎作品（即未获得原作

者许可的演绎作品）的概念，其著作权是否受保护以及如何评估也是

一个难题。

总之，根据不同的维度可以将作品划分出不同的类型，而作品的

类型对于著作权评估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2. 作品的独创性
著作权作品最重要的特性是“独创性”，只有具备独创性的作品

才具有“可著作权性”，反之，则不具备“可著作权性”。因此如何理解

“独创性”就是关键了。从字面理解来看可以理解为“作品为独立创

作”，也可以理解为“作品须具备独特性和创造性”。这两种看似差别

不大的表述实则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样的两种

理解哪个才是真正的“独创性”呢？从比较法的视野而言，这两种独创

性标准都是存在的，其中前者相对宽松、客观性较强的标准正是英国

“投入技巧、劳动或判断”的独创性标准，美国早期也采用类似标准并

称之为“额头出汗原则”或“辛勤收集原则”，后者相对严格、主观性较

强的标准正是法国“反应作者个性”的独创性标准，而美国采用的是

介于二者之间的“少量创造性”的独创性标准。也就是说英、美、法等

各国都要求作品来源于作者，区别仅在于创造性标准的高低。目前我

国立法上甚至在司法解释中并无关于独创性认定的具体标准，法院

在作品独创性的判定上也不尽一致，这无疑是目前著作权领域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有人认为独创性是著作权价值评估的最重要标准，独创性越高

则著作权价值越大，否则价值较低。我们认为独创性确实会影响著作

权价值，但并不是决定著作权价值大小的主要因素。以文学作品为

例，考察文学作品的价值可以从多个维度，比如学术价值、文学价值、

第一章 著作权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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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审美价值以及市场价值、等等，对其价值的认定应当是多

维度的，而非仅看其独创性，其主要因素应在于市场认可度，虽然这

个标准是最难以判断的标准，

（二）著作权的主体及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

著作权的主体即著作权人，是依法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从是

否参与创作以及权利的来源，著作权的主体可以分为原始主体和继

受主体。其中原始主体即依创作行为（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而

直接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主体。这个“人”可以自然人也可以是法律

拟制的人，还可以是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关于法律拟制的作者，我

国《著作权法》第 11条第 3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继受主体则是依照法律和合同约定取得

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中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著作权主要

是以继承、遗赠、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依照合同约定取得著作权则

是指原权利人将著作权财产权整体或一部分转让于受让人，当合同

发生效力后，受让人取得著作权。

著作权归属是著作权评估要考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不仅影响

著作权评估的价格，而且也影响著作权融资银行的风险系数。一般而

言，著作权归属于作者，但一些特殊作品其著作权归属并非如此。主

要的分为八类：（1）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作者享有，法人或其他组织
有权在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但主要利用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物质技

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

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由法人或其他

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除享有署名权外其著作权由法人或其他组织

享有；（2）委托作品，其著作权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未约定的
著作权归属于受托人；（3）合作作品，其著作权归属于合作者共同享
8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有，作品可分割的部分单独享有著作权，不可分割的部分任何一方不

可阻止他方行使转让以外的权利，收益应合理分配；（4）演绎作品，其
著作权归属于演绎作品的作者，演绎作品的作者仅对演绎部分享有

著作权，第三人使用演绎作品，必须征得原作者和演绎作品的作者的

双重同意；（5）汇编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汇编人享有；（6）电影作品和
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归属于制片人；剧本、音乐

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著作权归属于作者享有；（7）美术作品，其著
作权归属于作者，但展览权由原件持有人享有；（8）匿名作品，其著作
权除署名权外归属于原件持有人。

（三）著作权的内容

从法理上讲，权利是主体依法享有的由法律确认并受法律保障

的追求某种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著作权就是著作

权所有人依法对作品享有的行为自由。著作权体系是一个开放结构，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著作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事

实上，今天著作权所拥有的十六项权能也是由最初的翻印权（复制

权）逐步发展而来。

按照我国法律著作权包括发表、署名、修改、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

神自由；也包括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信

息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译、汇编以及允许或禁止他人使用作品以

及转让作品财产权利的自由，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自由。从广义的角

度，还应包括邻接权的内容，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益。著作权及其内容以及邻接权及其内容关系见图 1-1。
1. 著作权的人身权（人格权、精神权利）
作者对作品享有的发表、署名、修改、保护作品完整的四项权利

自由在我国被称为作者享有的人身权，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称之为

作者人格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精神权利。著作权人身权或称

第一章 著作权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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