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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版权代理、版权贸易? 

吴婷 吴爱华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 

1 什么是版权代理 

1）版权代理的概念：《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附则第五十七条指出，著作权即

版权
[i]
。版权代理指作者或者其他依照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在内的著作权人作为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代表许可、转让版权中的财产权及其他邻接权

的行为与过程，由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直接对委托人发生效力。著作权包括人身权与

财产权。人身权特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利四项权利，财产权利则指

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人身权在作品成就之时就开始得到法

律保护，而财产权及其他邻接权需要在直接交易或者在版权代理过程中实现。 

2）版权代理的内容：通过版权代理人进行的版权代理是一种知识产权的代理，是

对鼓励创作投入的制度
[ii]

的保护。版权代理是国际上通行的，实践证明是高效快捷而且

符合出版行业实际的一种制度
[iii]

。版权代理过程中涉及到版权许可、转让合同的谈判，

版权使用费的计算，版税催收、稿酬交付，账目查阅，发现和制止侵权行为、提请诉讼、提

交仲裁等事务。版权持有者通过授权，将这一系列版权事务委托代理人或者代理机构以及代

理人或者代理机构根据授权而进行的一系列代理行为皆为版权代理内容。 

3）版权代理的重要组织：版权贸易中可能涉及到的表演权、广播权以及其他一些法定

许可权利，个体版权人一般很难直接主张权利，需要通过代理人或者代理机构代理。其

中代理公司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视为版权代理的重要组织。前者如成立于 1988 年的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CAC），这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

第一家综合性版权代理机构，也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版权代理和版权社会服务机构；

后者指经著作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

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并向权利人转付以及进行涉

及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活动的团体
[iv]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具

有协调、平衡著作权人利益和使用者利益的功能
[v]
。全球第一个著作权集体代理机构

[vi]
——词作者、作曲者和音乐出版者协会(SACEM)的前身于 1851 年在法国成立。美国第

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立于 1914 年
[vii]

。中国第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始于 1992

年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Music Copyright Society of China, MCSC）
[viii]

，简称“音

著协”。中国唯一的文字作品保护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CWWCS）
[ix]

则成立于 2008 年，简称“文著协”。“文著协”是全国

承担报刊转载和教科书法定许可，以及电台电视台法定许可稿酬收转的法定机构。作为

与科技期刊直接相关的非营利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文著协”可以依据《著作权集

体管理条例》直接维护科技期刊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从事科技期刊著作权服务、保护和

管理。 

2 什么是版权贸易 

1）版权贸易的概念：著作权贸易习称版权贸易，是版权所有人与作品使用人之间，就

不同主体与时空间有偿转移某部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之版权中某项或几项财产权进行的商

业活动和法律行为。版权贸易作为知识产权贸易的一种，属于无形财产权贸易。版权贸易

主体就其对作品享有的财产权部分，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部分或全部有偿转移给版权

贸易客体所进行的交易活动。数字版权贸易则是针对其中的数字版权部分进行的交易活动。

贸易主体包括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得到著作权人授权的出版者、代理人、著作权代理机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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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贸易客体则是希望使用作品的作品使用人或者出版单位等。1994 年，

中国首届版权贸易工作座谈会于南宁召开，旨在推动版权贸易工作，使版权贸易为科教兴国

服务
[x]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法律上确认数字版权概念，规定了作品的

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公司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增加了著作权人和著作权有关权利人可

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规定，从而奠定了科技期刊

数字版权贸易的法律基础。 

2）版权贸易的分类：从内容上讲，可以就财产权中的某项权利单一贸易，也可以进

行多项权利的整合贸易。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许可使用和转让两种。许可分为非专有许

可和专有许可，专有许可甚至可以于有限时间、空间排除版权持有者的全部或者部分使用权。

转让则是版权持有者对于财产权利的不可逆的放弃。从交易媒介角度出发，可以分为版权持

有者与贸易方的直接交易或者通过中介进行的间接交易。从交易范畴来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版权许可或转让贸易行为泛指版权市场交易，即不考虑当事人的地域和国籍。狭

义版权贸易主要指国际间或不同地区间的涉外版权贸易行为即国际版权贸易。国际版权

贸易实质上是作品使用权、版权产权的国际贸易
[xi]

。 

3）版权贸易的特点：版权贸易与普通贸易有贸易方式、支付方式、权利期限等方面的不同。

版权贸易是无形知识产权的转移，有转让和许可使用等不同贸易方式，需要合同约定是否允

许买方向第三方再次转授有关权利。版权的非专有许可即货卖三家是常见的合法行为，也可

以就不同权利、时间和地域进行专有许可。版权贸易可以一次性支付，更多的是以版税方式

支付。版权贸易买方所获得的相应权利通常是有期限的。版权贸易的法律前提是贸易主体双

方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就相互的著作权保护签订过双边、多边协定，或者共同加入了有

关著作权保护的国际条约。版权贸易主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自动保护原则、独立保护原则、

最低保护原则。版权贸易的方式随着其所在行业以及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网上交易

平台及数字版权交易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立于 1978 年的美国版权结算中心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正是通过成功地利用新技术而将业务拓展到全球范

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再利用版权代理和典型的国际数字版权贸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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