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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近代中国命运多夕牛，历经战火和民主思想洗礼的法律学科百

废待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治建设也走过了一段曲折、艰

难的道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万象更新。伴随着经济的
飞速发展，我国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法治建设的方方面

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法治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我国的法律体系趋于完备，各个法律部门具有“四梁八柱”

功能的规则体系巳经建成，无法可依的时代巳经成为历史，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巳基本形成。可以说，在立法方面，我们

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与此同时，

司法体系巳基本完备，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正义最后一

道防线的功能日益凸显，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也有长足进

步。法学教育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法学院从最初的寥寥几所发

展到今天的六百多所，在校法学学生巳逾三十万人。

中国市场经济腾飞的四十年也是我国法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四

十年。风雨百年过，智慧树常青。得益于法学前辈融汇东西的学

术积累，经过学界同仁的不懈探索和创新，各个法学学科都涌现

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法学家。他们不仅躬耕学问、立身治学，而且

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智慧。他们严谨治学，具有深厚的法学

功底，深谙各部门法的骨骼和精髓，并归纳总结出自成一派的法

学观点；他们借鉴域外，精通比较法学的逻辑和方法，在博采众

长之后，致力于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学理论。多年的刻苦钻研早巳

使他们成为中国当代法治和法学教育的大梁，并在著作等身之际

桃李天下，培育出更多优秀的青年学者。

当下法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更是得天独厚。中国以昂扬的姿态

迈入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加繁荣昌

盛，经济总量巳跃居世界第二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社

会治理模式愈见清晰，“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彰显大国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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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植根于每一个百姓的心里。全面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国家治

理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全面建设法治国家开始成为社会

发展大方向和主旋律。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并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

略目标，规定了法治建设的阶段性任务，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

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以

宪法为纲，凸显了法治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基本性作用，全

面依法治国使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吏起点。

对于我们法律人而言，这不仅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新的起

点。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法学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回成立初

期的百废待举，学习西方的法律内容和格局，到如今逐渐形成自

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经历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

过程，法学巳全面服务于国家治理，并深切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前途和命运。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变

化，法学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转轨、社

会转型，社会结构和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以问题为导

向，如何利用法律思维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成为当代法学与实践

相结合的新思路和新机遇。

法学学科以法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公平正义为主要价值追

求，不同于其他学科之处在于其实践性。”问渠哪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法学学者要注重理论研究，但不可围于象牙塔

中，而应当走进生活、走向社会，密切关注我国的法治建设实

践。法学学者需要守经，既坚守法治理念，守护法治精神，维护

社会正义，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切不可因循守旧、故步自

封。法学学者需要注重对域外有益经验的借鉴，但不可定于一

尊，奉某一外国法律制度为圭集，忽视本国法治实践，照搬照

抄外国的法律制度。面对任何社会问题，法学学者都有义务和

责任展开相应的法治思维，以法治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现实问

题。在互联网和各项新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今

天，法学学者不仅要思考当下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也要思考未

来的法治走向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 这些都对青年学者们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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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更新的要求。所幸我们的法学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

力，不断贡献着智慧与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组织这套＂中国当代青年法学家

文库＂，我欣然同意。这套书收录了我国当代青年法学研究者中

的佼佼者们的代表作。入选著作具有以下特征：既秉持我国法学

研究的脉络和精神传统，又反映我国当代法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水

平；既注重对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又注重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

题；既注重立足于中国学术研究，又有广博的域外研究视野；既

博采众长，又落足于中国法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这些作品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探索了中国法学研究可能的

学术转向，既有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使法

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能够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借鉴。我希望这套

文库的问世，能够为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为中国法学理论的

构建添砖加瓦，为世界法律文化的发展注入中国元素，为中国法

治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应有的力量。

是为序。

三心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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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有权利与网络环境、媒体融合概述

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的讲话中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

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传播方

式发生深刻变化……“心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媒体融合的特征，也

为研究媒体融合带来的新问题指明了方向 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著

作权保护提出的挑战 。

第一节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媒体融合与专有权利的关系

“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是媒体融合的特

征，它们都离不开信息传播的媒介 互联网。“全程传播”意味着从借

助较为单一渠道和平台的传播，转向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在互联网出

现之前，大规模的信息传播主要借助电台、电视台和报纸、期刊 。 受到专

业传播机构的数量、工作时间和信息加工周期的限制，再加之不同渠道和

平台的信息相互分离，很难实现对特定主题的信息全过程的覆盖，受众从

某一单一渠道和平台获取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形成的是“人找信息”,

当然也谈不上“……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互联网中信息可以通过链接实现互联互通 。 特别是通过“深

层链接＂ （第七章第三节将有详述），可以实现来源不同的信息之间的无缝

衔接。原本有关某一主题的支离破碎并不完整的信息被有效地整合到了一

起，真正实现了“信息找人＂。网络，特别是网络中的链接技术，显然对

“全程媒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全息媒体”使信息传播突破纸张、电波等传统媒介和在传送质量上

心＠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 20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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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限制的模拟技术，实现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信息传播，达到信息多角度

传播和全方位呈现的效果 。 新型信息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

新，从由传播者单方决定接收时间的线性传播走向由受众中的个体决定接

收时间的交互式传播。正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述，远程传播(“向公众传

播”)中的交互式传播是由互联网实现的 。 没有网络，就不可能进行交互式

传播，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信息传播方面全方位、无遗漏的“全息传播＂。

“全员媒体”意味着从传统媒体作为唯一传播主体进行一对多的单向

传播，转变为大众参与的多对多的互动式传播，众多传播主体的参与度大

大提升，主动性大大增强 。 如果离开了微信和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人民

网等网络论坛、抖音等短视频网站给公众提供的信息分享机会，“全员媒

体”是不可想象的。

“全效媒体”意味着对信息的传播摆脱了单一媒介的限制 。 传统媒体

只能借助单一媒介传播信息，如传统报刊是纸质的，信息只有印在纸上才

能成为报刊的内容，因此视听形式的信息无法在报刊上传播；电台进行声

音广播，无法让听众看到画面，电视台的视听传播不能让观众像读小说一

样看电视。而互联网可以将各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形成多媒体的信息传

播，比如：手机新闻客户端中的新闻可以既有文字报道又有现场新闻视

频，还可以让手机发声朗读；以文字形式展示的小说可以带有有声书、舞

台剧，甚至是影视剧的链接 。 原本以不同媒介传播的信息相互融合，传播

的效能大大提高，其关键仍然是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功能 。

媒体中的核心内容当然是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

品和视听作品等各类作品，以及与作品存在密切联系的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和广播、电视 。 它们都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狭义著作权或

”作者权”的客体）或其他客体（邻接权或“相关权”的客体） 。 媒体融

合一方面促进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极大丰富了传播的内容，增强了其

完整性，提高了传播效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信息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

需求；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极为复杂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 没有丰富而高质

量的作品，媒体也无内容可传播，媒体融合也就成了一旬空话 。 因此媒

体融合的发展绝不能以忽视、弱化著作权保护为代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 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

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立 媒体融合发展与加强著作权保护相辅相成，绝非相互排斥 。

CD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求是， 201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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