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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与作者著作权保护 作品的著作权，可以属于作者，也可

能属于委托作者创作的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这是要依法律

及合同约定来确定的。 传统媒体的习惯认识是，自由来稿著

作权属于作者，而记者采写的作品则属于单位。 在自由来稿

被采用后，报社就有意无意地将其版权视为归报社所有，有

权以著作权人的身份处理作品。在网络时代，就表现为一家

网站与另一家或多家网络签订合作协议，彼此交换免费使用

对方已发表的（包括自由来稿和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这

一做法就可能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依法律规定，报刊

上发表的自由来稿（或约稿）著作权属于作者。报社所支付

的仅是使用一次的稿酬，只能一次性使用在自己的报纸上，

无权超越著作权人任意向其他媒体或者网站“转让”。 报社

未经作者许可，与其他媒体或者网站签约互相转发或者有偿

使用已发表作品，只要未向作者支付稿酬，就属于侵权行为

。这一侵权行为的“责任人”，既包括转载人，也包括将首

发作品出让的报社。从表面现象上看，是转载人使用了作者

的作品。他没有支付报酬，自然构成侵权。但是转载人是在

得到出让方的“许可”后才使用的，而这一“允许使用”的

承诺并没有得到作者即著作权人的明示同意。所以从法律上

说，报社是在未取得著作权的情况下作出的作品出让或交换

行为。这一行为侵犯了作者的权利，当然要导致与转载人共

同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 二、“网络版”使用作品要遵守著



作权法 目前多数网络媒体都有不经作者允许就将自己的传统

媒体发表的作品转载到网络版上免费使用的现象。擅自转让

作品是侵权，擅自自己的网络版上转发而不支付报酬也是侵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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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解释》）第三条规定

：“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

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

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

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

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 在这

一司法解释中，分别规定了报刊刊登、网络传播和网站转载

三种不同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其中并没有赋予任何一种方式

有免费使用他人作品的权利。 一份报纸和自己的网络版实际

上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信息载体。同一个传统媒体的网站，相

对于媒体本身，已经是另一个独立的宣传平台。一种载体使

用某一作品得到了作者许可，并不等于另一个载体同时得到

了免费使用许可。正如同报刊编发自己曾经发表的稿件结集

出版后，还要向作者另外支付稿酬一样，网络版转发传统媒

体已经发表的作品而未支付报酬，就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

定的“网站转载”。只要未“支付报酬”，就属于侵权。 基

于这一事实，如果有作者根据《著作权法》及最高法院的司

法解释提出网站使用作品应该另行支付稿酬的要求，也应该

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如何处理好这一法律

关系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三、记者和传统媒体应该做依

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表率 对于转载者来讲，法律规定的“

支付报酬、注明出处”两个条件是必须遵守的。包括记者发



表的稿件在内，无论是否与报社有协议，只要符合“已在报

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

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

摘编的以外”的法定条件，其他媒体均可以自由转载，但是

必须“支付报酬、注明出处”。 在这里，转载者的法定义务

是：对著作权人而言，要支付报酬；而对发表该作品的报社

而言，则必须“注明出处”。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

要其违反这两个条件，权利人就可以依法提出相应的权利主

张。 实际上有很多媒体和记者都遇到过发表在本报上的作品

被其他媒体转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见到或听到这些媒

体和记者对侵权者主张权利的案例。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

是报刊对自己记者所发表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至今仍不太明确

，即未明确到底是报社还是记者本人是著作权人所造成的。

当然，记者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或者已经预见到诉讼结果不

会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不值得去起诉等等，可能也是原因

之一。这其中有法律关于赔偿的规定对违法侵权者的打击太

轻、处罚太宽的问题，但是，我个人却希望能早日见到记者

和报社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向侵权者提出索赔的案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公益诉讼，虽然经济效益有

限，但却可以警戒和处罚侵权者，打击新闻懒汉和盗窃行为

，还可以给社会公众作出依法办事的好榜样。 四、关于“时

事新闻” 报纸，英文叫“新闻纸”，是以其时效性在各种媒

体中占据特殊地位的。在各家报纸的版面上，“新闻”是永

远的主题。但是，《著作权法》第五条“本法不适用于⋯⋯

时事新闻”的规定又给某些懒汉提供了侵权的借口和依据。

似乎只要是报纸上发表的最新的新闻，都属于“时事新闻”



，都可以被他人无偿使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更

是一个直接影响媒体发展的、必须予以澄清的重要问题。 何

谓“时事新闻”？《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时

事新闻，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

的单纯事实消息”。 “时事新闻”的主要特征就是“单纯事

实消息”，即以新闻内容是否限制在五个W新闻要素之内为

限的简单时事报道。举例说明之“某日某县某煤矿发生瓦斯

爆炸，引起严重塌方。初步确定已有二人死亡，五人受伤。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某报某记者在某地报道”。这就应该属

于时事新闻。 如果记者现场采访了诸多人士，对该煤矿的审

批、建设、隐患、历年群众的反映及上主管部门未予及时处

理情况、现领导班子态度暧昧、回避采访的行为、以及受害

者家属的惨痛状况等都做了详尽报道，并附加一些照片，一

并发表出来，就超出了“时事新闻”的范围，而成为一篇独

立的新闻作品。这类新闻作品就应该有独立著作权，受著作

权法的保护。 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明确，法律界对“时事

新闻”的理解一直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凡是报纸上发表的

有关时事类新闻报道，均应该列为“时事新闻”，其他媒体

可以不经许可地转载；但也有人认为，一些新闻事件的报道

已经可以列入“记实作品”或“新闻报道”的范畴，应该受

著作权法的保护。 实际上，“时事新闻”并不等同于“新闻

”。法律对两者的保护方式也不能完全等同。我个人理解，

《著作权法》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大环

境的影响，其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主要考虑了新闻媒体

将国家和党的政策方针传播到各家各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的作用，却忽略了对报社、记者劳动的尊重和保护，使得记



者采写并发表的一些新闻稿件著作权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不能不说是旧观念造成的“疏漏”。 在我国已经进入市场

经济、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网络媒体应该树立劳动有价值

、知识有价值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树立尊重知识

产权的观念，要尊重他人的任何形式的劳动成果。不论对自

己的还是他人的作品，只要使用，就应该以支付对价的方式

保护作者合法权利。 在著作权法未修改之前，我主张尽可能

限制对“时事新闻”的界定范围，不能随意扩大。任何新闻

稿件，只要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时事新闻”，只要其已经

具备“作品”的属性，就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不能允许任

意盗稿现象的发生。这样才有利于新闻媒体的健康发展和全

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才能全面保护记者和报社的正当权益

。 五、关于一稿多投 信息时代给copy一派提供了广阔舞台，

也给一稿多投者提供了“非法”运作的契机。“一稿多投”

于是更加受到各路媒体的一致谴责。 从有关法规中我们知道

：媒体未经许可而转载已发表作品只要支付报酬就是合法的

。那么，作者本人一稿多投的行为违法吗？ 作品的发表只有

一次，使用却是可以无数次的。这无数次的使用权属于谁？

仅仅属于出版机构，还是也属于作者？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

的。 仔细研读著作权法，我们看到的是“著作权人享有发表

权、使用权”、“作品发表权、使用权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

其死亡后五十年”、“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合

同，合同有效期不超过十年，期满可以续订”等规定。其中

并没有不许作者一稿多投的文字。 如果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只

能使用一次，法定保护期、合同有效期为什么要这么长？ 一

部《半夜鸡叫》，从五十年代出版到九十年代，这个出版社



出完那个出版社再出，版本不下几十种，还编入小学教材，

若干年内不断地印刷、出版⋯⋯这种“一稿多用”的方式从

来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可是如果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同时或者

先后发给不同的出版社，就是“一稿多投”，就是道德问题

，就要受到社会的谴责⋯⋯ 一首好歌，歌星们到各处走穴都

唱，每次都可以讨要成千上万的“出场费”；出版社也可以

无数次将其编入各种版本的集子里，让歌迷掏空腰包。可要

是作者自己把它发往多家出版社，其后果也将是严厉谴责⋯

⋯ 上述出版、演唱等活动都是著作权法许可的“使用”行为

，我们自然不会说三道四。可是作者呢？作者的权利在哪里

？难道就在于自己作品发表后千方百计去寻找全国乃至全世

界未经许可而擅自使用自己作品的事实，然后再上法院去索

赔？ 现在都爱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两个词。好象各界也

逐渐在重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孤身一人的作者面

对众多出版机构，面对分布在各地的成千上万已经成为或者

准备成为歌星的歌手、演员⋯⋯他们是强者还是弱者？他们

要不要受法律的特别保护？ “一稿多投”就是多次使用同一

作品的一种行为。而且还是作者使用自己作品的行为。它为

什么在多年里受到如此强烈的谴责？ 别人（出版、发行、商

业演出等部门或个人）可以多次使用的作品，为什么作者自

己却无权多次使用？真令人不明白！ 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

关于例如“对一稿多投稿件一经发现，不发稿酬”的声明。

就更让人不明白你采用人家作品的行为已经证明该作品符合

了你们的出版、报道宗旨，更已经以发表的方式肯定了作品

的优劣，为什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发稿酬呢？这种声明能

得到法律的支持吗？ 实际上，这种声明类似于合同中的格式



条款，其法律效力是要存疑的。 我们知道，《合同法》的基

本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合同订立必须遵循自愿

、公平原则。其中还特别强调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规定。 所谓

“对一稿多投稿件，一经发现，不发稿酬”的声明，就属于

这种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更违反著作权法的无效条款。 从权

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上认识这一问题，我认为，既然出

版部门有权对一些好作品多次反复再版，作者自己就更应该

有权一稿多投。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只有在法律首先肯定作

者有权一稿多投的前提下，才能赋予出版部门对一些好作品

多次再版的权利。否则就有显失公平之嫌。 目前颁布的法律

在没有明确支持作者一稿多投权利的情况下，却赋予了出版

机构多次使用同一作品的权利。其所着力保护的不是作者的

权利，而是出版机构的权利。这固然与其“计划经济”、“

政治挂帅”的遗留色彩有关，更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立法思想

不相适应。 网络的出现，适应了人们增加信息获得渠道，便

利人们获取信息的要求，也为作者展示作品提供了新的传输

方式和平台。网络时代的作品，应该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自由传播的当然权利。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使用方式和次数，

完全可以依靠网络去实现，而无须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依

赖出版机构。作品的命运由作者自己掌握，不再受制于人，

正在成为眼前的现实。 网络时代的作者正在成为各路媒体争

夺读者眼球的宝贵资源。媒体所面临的，将是争夺优秀作品

首发权之战，而不再是任意限制作者权利的“过去时光”。 

我赞成一稿多投。让更多受众及时看到好作品，也让他们去



掌握优胜劣汰的权利！ 六、“版权声明”问题 在很多网站上

，我们都能看到其主页下方发表的“声明” “本站信息内容

为××集团版权所有”； “本网站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与

镜像/版权所有” ； ⋯⋯ 其实这里面所反映的还是个著作权

归谁所有的问题。 在没有得到作者授权或没有合同约定的情

况下，网站本身对网上发表的作品有著作权吗？答案是否定

的。网站对自己网页上发表的全部内容中所能享有版权的部

分，只能是自己的网页版面设计和对发表作品的版式编排。

上述声明中的“版权所有”如果指的是网页版面设计，是能

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如果版主声明的意思是指对网页上

发表的作品也都享有版权，就与法律规定不相符了。 试想一

下，如果有其他媒体或网站擅自使用已发布版权声明的网站

上发表的作品，而这家网站要起诉非法转载者，其结果则可

能是：原告因不具备著作权人主体资格而不被法院受理或者

被驳回。也就是说，法院会认为，网站直接起诉一不具备著

作权人身份，二也没有著作权人授权，所以没有权利提起著

作权利要求，这在法律上属于原告主体错误，只能被驳回。 

《著作权法》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之外，“著作权属于

作者”，“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

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该法同时该规定：“使用

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合同或者取得使用许可”。所

以，网站若想获得自己发表作品的专有使用权，必须依法律

规定得到作者的授权。只有通过合同方式约定了专有使用权

或者转使用权，网站才有权声明对该作品享有一定限度的“

版权所有”权，才能以合法主体资格对外主张权利。 除法人

作品之外，凡是没有订立专有使用许可合同，没有约定著作



权归属的作品，其著作权都属于作者。网站无权发布“版权

所有”的声明。 网络媒体对这一问题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

并采取适当的合法方式予以解决。 七、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反

盗稿的新机遇 网络技术的出现，给盗版者提供了技术上的便

利条件，可是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打击盗版的新机遇。只要

盗版作品在网上出现，不论他在何处，只要上网一搜索就能

在几分钟内原形毕露。被侵权的著作权人再也不必向以前那

样仅仅依靠自己上市场、书店里去寻觅，或者靠外地亲朋好

友的通告才能知道自己作品被盗的消息了。 在这种新形势下

，网络媒体应该组织起来，利用网络新技术提供的条件，共

同高举反盗版的旗帜，连手打击网上盗贼的违法行为。近日

，北京《千龙新闻网》就正在筹划成立一个网上反盗稿沙龙

，联合各地作者特别是网络记者、作者和律师，通过网上搜

索、网上互相告知、网上互相证明、网上公布盗稿信息、网

上向盗稿者提出警告和索赔，并与网下的诉讼结合起来等方

式，为打击网上盗版不法行为建立一个新阵地。 相信这一新

模式会给我们以有益的提示。全国网络媒体联合起来，共同

打击网上盗版不法行为，一定会使盗版者无处藏身！ 总之，

目前我国网络媒体所面临的大环境是： 1993年《宪法修正案

》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标志着我国

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知识有价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 网

络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媒体已经分化出基于网络的独立新媒

体。 法治建设和宣传工作的深入，使作者和记者依法保护自

身权利的法律意识大大提高。 网络技术为联合打击盗版提供

了更加便利的新阵地。 网络媒体应该适应这一新形势，以法

治建设、市场经济和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思想指导我们



的一切工作，更有力地促进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