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

知识经济

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

新兴产业
,

正在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

业
,

引起各国的关注
。

文化产业的核心

是版权产业
,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紧密

地依赖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

深入
,

我国的文化产业已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
。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

文化产

业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
,

对于我国经济

的全面增长关系重大 这不仅涉及市场

经营
、

产业政策问题
,

也涉及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
。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版权产业

关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

尚无统一的定论
。

笔者认为
,

从本质上

讲
,

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提

供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产业
。

狭义

的文化产业
,

就是指版权产业
,

包括出

版发行业
、

新闻业
、

广播影视业
、

网络

服务业
、

广告业
、

计算机软件业
、

信息

及数据服务业等
。

广义的文化产业
,

除

了版权产业以外
,

还包括艺术创作业
、

艺术品制作业
、

演出业
、

娱乐业
、

文物

业
、

教育业
、

体育业
、

旅游业等
。

文化

产业的核心是版权产业
。

所谓版权产业
,

依照美国的划分包

括四类
,

第一类是核心类的版权产业
,

其特征是创造有版权的作品或者受版权

保护的物质产品
,

主要指对享有版权的

作品的再创作
、

复制
、

生产和传播
,

如

报刊
、

书籍出版业
、

电台和电视台广播

业
、

录音节目制作及影视磁带出版业
、

电影制作
、

戏剧创作演出
、

广告业
,

还

有计算机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等信息产

业
。

第二类
,

属于部分的版权产业
,

就

是说有一部分物质产品是有版权的
,

如

纺织业
、

玩具业和建筑业
。

第三类
,

发

行类版权产业
,

是指对有版权的作品进

行批发和零售
,

如书店
、

音像制品出租

店等
。

第四类
,

与版权有关的产业
,

指在

生产销售过程中
,

要用到或部分用到与

版权有关的产品
,

如计算机
、

收音机
、

电

视机
、

录像机
、

录音机
、

音响设备等产业
。

世纪上半叶
,

文化产业在世界范

围都不太发达
,

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
,

更

是如此
。

世纪 年代以来
,

电子出版
、

数字化
、

网络传输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和

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
,

大大推动了以



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

并

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快速

提升
,

正在成为各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

甚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

以美国为例
,

版权产业已被作为国

民经济中一个单独的产业来看待
。

年全部版权产业为美国经济创

造了 亿美元 按 年美元的可

比价格计算为 亿美元 产值
,

占整

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

比 年

增长了
。

年
,

全部版权产业

为美国经济创造了 亿美元产值
,

占

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

比

年增长了
。

年
,

全部版权产

业为美国经济创造了 亿美元产值
,

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
,

比

年增长
。

年
,

全部版

权产业为美国经济创造了 亿美元产

值
,

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

年到 年
,

全部版权业的净产

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年平均增长率

为
,

是同期美国经济总增长率

的 倍
。

美国核心版权业就业人数占全美各

行业就业人数的比例
,

从 年的

万人
,

增加到 年的

万人
,

年的 万人
,

年的 万人
,

年的

万人 整个版权业的就业人数占

全美人数的比例
,

年为

万人
,

年为 万人
,

年为 万人
,

年为

万人
,

年为 万人
。

从出口看
,

年核心版权业的出

口额是 亿美元 年核心版权

业的出口额是 亿美元
,

比 年

增长了
,

居美国各行业的第一

位
,

超过了汽车及配件 亿美元
、

农

产品
、

航天业
、

计算机业 亿美元

等等 年为 亿美元
,

比

年增长
,

仍居各业之首

年为 亿美元
,

比 年增长
,

仍居各业之首
,

年为

亿美元
,

匕 年增长
,

仍居

各业之首
,

年为 亿美元
,

比

年增长了
,

仍居各业之首
。

在

核心版权业中
,

计算机软件业发展最

快
,

出口额从 年的 亿美元增

加到 年的 亿美元
,

增长率为

电影业的出口额从 年的

亿美元增加到 年的 亿美

元
,

增长率为
。

这样看来
,

美国

版权业特别是核心版权业成为了美国国

民经济中发展最快
、

就业人数最多
、

出口

最多的产业
,

在美国占了很重要的比重
。

文化产业的发展

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

纵观文化产业的各行各业
,

几乎都

涉及到了知识产权问题
。

文化产业
,

不

论是从广义而言
,

还是从狭义而言
,

都

与知识产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狭义的文化产业
,

即版权产业
,

是

依赖于版权保护而生存的
。

以影视产业

为例
,

一张空白的光盘或软磁盘售价不

过几元钱
,

而录制上影视节目后售价可

达数十元
,

甚至数百元
,

其差价就是知

识产权所保护的智力劳动成果 —影视

作品的价值
,

也就是该智力成果知识产

权的价值
。

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中的版权

保护
,

就不会有好莱坞
。

也不会有今天

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
。

广义的文化产业
,

同样离不开知识

产权保护
。

以旅游业为例 包括直接为

旅游业配套的餐饮业
、

饭店业
、

交通业
、

旅游纪念品的制作和销售业
,

按传统

习惯大都划归服务业
,

也存在着品牌

主要是服务商标
、

商誉的树立和维护

的问题
,

商业秘密问题
,

反不正当竞争

问题
,

这些都是知识产权问题

这就是说
,

知识产权已经广泛渗透

到社会经济的各行各业
,

并形成了知识

产权产业
。

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已经渗透到出版发行业
、

新闻

业
、

广播影视业
、

网络服务业
、

广告业
、

计算机软件业
、

信息及数据服务业等行

业
,

形成了版权产业
。

版权产业不仅是

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
,

也是知识产权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版权产品也成为知

识产权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网络环境和知识经济条件下
,

文

化产业的发展
,

同样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一



极为密切
。

以 为基础的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
,

给全人类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生

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

从某种意义上

讲
,

它大大改变了传统社会
。

互联网被

称之为继报刊
、

广播
、

电视之后的第四

新闻煤体
。

而文化产业与新闻媒体
,

或

称之为信息媒体
,

是密不可分的
。

互联

网的出现和发展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

了新的广阔空间
。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
,

一种新

型的贸易方式 —电子商务也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
。

文化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文

化产品
,

如计算机软件
、

影视作品
、

录

音制品
、

文字作品等
,

以及文化产业中

占重要地位的文化服务 包括信息服

务
,

作为交易的对象
,

在互联网上以电

子商务的方式进行交易是十分方便
、

独

具优势的
。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
,

同样给文化

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特别是版权保

护
,

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

主要涉及到

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数字化
、

作品和录音

制品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
、

对作品和录

音制品的技术保密措施
、

作品和录音制

品的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

数据库的保

护
、

网络环境中商业标记保护等
,

这些

都是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

知识经济的出现
,

也同样给全人类

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生活都带来了深

刻的影响
。

知识经济时代是
“

以知识 智

力 资源的占有
、

配置
、

生产
、

分配
、

使

用 消费 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
“ ,

即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时代
。

是

知识经济实现资产投人无形化的基础
,

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
,

是反映和衡 知

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

因此
,

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法

律体制的核心是毫无疑问的

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实践来

看
,

版权产业 即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

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
,

即知

识经济的支柱产业
,

这是与美国不断地

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分不开的
。

为了强

化知识产权
,

美国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

法规
,

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协定
。

这些举

措
,

大大推动了其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和挑战

为了适应
“

入世
”

的需要
,

达到世

贸组织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 》的要求
,

我国按照
“

入世
”

的承诺
,

在 年 月 日修改
、

施行了与文

化产业关系最为密切的著作权法
,

年 月 日通过了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的修改
,

年 月 巧 日实施
。

这次修

改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水平
。

一 着作权法修改后给文化产业带

来的机遇

著作权法修改前
,

我国在著作权保

护问题上
,

对外国作品和本国作品实行

的是
“

双重待遇
”

原则
,

修改后的著作

权法减少了这种
“

双重待遇
” ,

提高了对

本国作品的版权保护水平
,

主要内容

有

对本国实用艺术品将给予同外

国实用艺术品同等的著作权保护

对本国计算机程序将给予同外

国计算机程序同等的著作权保护 作为

文字作品保护

对本国由不受保护的材料汇编

而成的作品 主要是指数据库等汇编作

品
,

只要在材料的选取或编排上有独

创性
,

将给予与外国汇编作品同等的著

作权保护 ,

确认本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同外

国作品的著作权人一样
,

享有对其作品

的机械表演权 ,

缩小对本国作品法定许可的范

围

缩小对本国作品和录音制品
“

合

理使用
”

的范围
。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

依据 《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第四条规定

的
“

最惠待遇
”

原则
,

已经成为世贸组

织成员的香港地区
、

澳门地区和台湾地

区
,

都可以享有
“

最惠待遇
” ,

即享有我

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外国作品的待遇
,

不

能再按本国作品对待
。

除此以外
,

世贸

组织中的一些没有参加 《伯尔尼公约 》

的成员
,

也可以依最惠待遇原则
,

享有

我国著作权保护中的外国作品待遇
。

这

意味着对这部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水平

将大大提高
。

这将十分有利于我国文化

产业的发展
。

二 知识产权产业市场开放给文化

产业带来的挑战

我国在有关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做

出的开放知识产权 主要是版权 市场

的承诺
,

加入世贸组织后
,

要扩大到所

有世贸组织成员
,

将会给我国的文化产

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

在 年 月 日草签
、

月 日

正式签署的
“

中美知识产权换函
”

和

年 月 日确认的中美知识产权磋

商中的
“

其他措施
”

部分
,

我国已经向

美国政府就开放中国的版权产业市场做



出以下承诺

音像制品 主要指录音制品
,

不

包括电影等影视作品

中国确认对音像制品的进口将不实

行配额
、

进口许可要求或其他限制
,

不

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

中国将允许美国个人和实体在中国

与中国实体建立生产
、

复制音像制品的

合资企业
。

允许这些合资企业通过与中

国的出版单位订立合同在全中国发行
、

销售
、

演示和放映
。

中国政府允许中国音像出版单位和

美国实体或个人通过合同约定与艺术家

签约
,

制作唱片
、

音带和录像
。

中方必

须就每个合同安排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

批淮
。

经批准后
,

各方将签订一个合同

以从事这些活动
。

合作制作的音像制品的版权将由双

方共同拥有
,

或在合同中另行约定
。

合

作双方可以同意允许中方出版该音像制

品或允许其他中国出版单位将其出版
。

该音像制品的销售
、

发行
、

展览和放映

获取的收入将在合同各方与出版社的合

同中确定
。

出版物

中国确认对出版物的进口将不实行

配额
,

进口许可证要求或其他限制
,

不

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

美国个人和实体将被允许与中国出版

社达成独占许可安排
,

使用许可人的全部

目录
,

并在该目录中放行选择的项目
。

中国政府尽早向中国的出版社发出

公开通知
,

确认允许它们和美国公司达

成独占许可安排
,

并在通过内容审查的

前提下
,

出版许可人的整个目录
,

并决

定从该目录中发行哪些作品
。

这些商业

活动将不受正式或非正式的数量限制
。

计算机软件

中国允许美国个人和实体建立计算

机软件的合资企业
,

允许该合资企业在

中国生产和销售该合资企业的计算机软

件和软件产品
。

中美两国要求在两国各自的公共实体

在其电脑系统中
,

不使用未经授权的计算

机软件复制品
,

使用合法计算机软件
。

公共和非公共部门已被通知
,

它们

必须使用合法软件
,

中国版权局已就此

发布了第三十号文件
,

要求中国的公共

和非公共的实体在复制计算机软件时必

须按照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进行
。

电影作品

中国将继续允许美国个人和实体与

中国实体订立电影产品收入分成的安

排
。

例如可允许的安排
,

将包括根据许

可协议美国实体收取电影产品所带来的

收人中商定的比例
。

在个案处理的墓础上
,

美国电影公

司可以和中国公司达成项 目安排
,

其中

包括合拍电影
、

电视剧和电视电影
。

进

行这些项目的申请将被迅即得到审查和

积极的考虑
。

中国政府已经将电影和其

他音像制品的关税降至 至 巧
。

中国政府不对电影的进 口 保持配

额
。

此外
,

中国政府将允许中影公司在

商业考虑的基础上
,

以利润分成的方

式
,

进口数量不限的美国电影
,

这些电

影须经内容审查
。

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第四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

中国政府向

美国政府做出的上述承诺
,

在中国加人

世贸组织以后
,

应立即无条件地适用于

世贸组织全体成员
。

因此 音像制品业
、

出版业
、

计算机软件业
、

电影业将会直接

受到上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冲击
。

其

中冲击较大的当属音像制品业和电影业
。

三 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给文化产业

带来的挑战

我国在加入 过程中
,

从服务贸

易市场谁人的角度做出的开放市士勤狗承诺
,

也将给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刹做
。

按照世贸组织统计和信息制度局的

《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 》的划分
,

涉及到

文化产业的服务项目主要有

在商业服务中
,

有法律服务
、

软件

服务
、

数据处理和数据库服务
、

广告服

务
、

摄影服务
、

包装服务
、

印刷和出版

服务
。

在视听服务中
,

有电影和录像的制

作和分销服务
、

电影放映服务
、

广播和

电视服务
、

广播和电视传输服务
、

录音

服务

在娱乐
、

文化和体育服务 除视听

服务外 中
,

有文娱服务
,

新闻社服务
、

图书馆
、

档案馆
、

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

务
、

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从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协定 》所归

纳的四种提供服务贸易的基本方式 跨

境提供
、

境外消费
、

商业存在和自然人

流动 来看
,

涉及文化产业的服务贸易

大多属于跨境和境外消费提供的范围
。

在我国加人世贸组织的议定书附件
“

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
”

中
,

对于

上述有关内容作了具体规定
。

在我们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探

讨
、

分析加入 后对我国文化产业

的影响时
,

不应忘记和忽视从服务贸易

的角度
,

探讨研究服务贸易市场准人对

文化产业的冲击
,

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

更为全面
、

客观
。

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

题还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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