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权贸易中价格影响因素浅析 

文/张 苗 王必锋 

   著作权贸易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是在国外却已有相当的发展。中国自1992年加入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著作权公约》，尤其是2001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与国外的著作权贸易日益繁荣，与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日益扩大。作为一个新的利润增长
点，国内很多出版单位都把著作权贸易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但对于很多出版单位来说，开展著作权
贸易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尚处于摸索阶段，尤其是对著作权价格的构成缺乏必要的了解，导致与
国外的著作权交易价格竞争激烈。为确保著作权贸易的顺利实现，精心的选题策划、缜密的市场调
研以及出版单位自身的实力等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著作权贸易谈判中，双方磋商的焦点
往往是著作权的价格，因为著作权的价格高低直接涉及到交易双方预期得到的经济利益，价格也是
著作权贸易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对于著作权价格的掌握不但要贯彻好定价原则，即版税率的制定要遵循国际惯例，并结合经
营意图确定适当的价格，而且还要掌握决定著作权价格的各种因素以及运用适当的谈判策略技巧，
这样才能使著作权价格的确定合理、有利。 
著作权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具有商品的属性。按照一般原理，著作权的货币价值，即著作权价
格同样也是由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决定的，因此，首先要对著作权的价值及使用价值的构成进行分
析。 
   一、著作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㈠著作权的价值 
   一部作品是著作权人脑力劳动和必要的物化劳动的结晶，因此著作权的价值就在于作品中凝
结着著作权人的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与其他资产相比较，著作权的价值有以下特点： 
   1.作品是作者创造性脑力、体力劳动的结晶。如一部文学作品、一件艺术作品或者音乐作
品，其产生往往是作者积累于生活、激发于灵感的结果。 
   2.著作权的价值中还有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消耗的一定的物质材料或支出的一定的费用。如撰
写文学作品需要纸和笔，拍摄电影作品需要使用胶片、道具，创作一部作品，作者也需要支付一定
的资料费、调研费等等。 
   在著作权价值构成当中，由于作者付出的脑力、体力劳动非常复杂，因此作者的劳动价值难
以量化，这部分价值应该是著作权价值中的主要部分，而可以量化的物质消耗、费用支出与作者为
创作而付出的劳动相比，又是很小的部分。一般来说，作者付出的劳动越多、越复杂，消耗的物质
材料和支出的费用越多，则著作权价格越高，反之越低。 
   ㈡著作权的使用价值 
   著作权的使用价值，一般包括两个意义： 
   1.从作品使用者角度看，作品属于精神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如：小说、诗词、
电影、电视、音乐等可以满足人们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要；科技、理论性作品可以满足人们获得
知识的需要。 
   2.从作品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角度看，作品属于盈利性产品。由于著作权受到著作权法的保
护，除少数情况外，在使用作品时，使用者要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因此作者以及作品的传
播者也可以通过转让使用权、使作品最大限度地传播来获得超额经济效益。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能够给人带来的精神满足感越大，盈利性、流通性越好，则其价格就越
高。 
   著作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决定著作权价格的内在因素，除此之外，著作权价格还会受到其
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二、决定著作权价格的外在因素 
   影响著作权价格的外在因素很多，现列举几项主要的影响因素如下： 
   ㈠成本 
   成本并非著作权价格的决定因素，只能是其外在的影响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正如
前文分析，著作权的成本是凝结于著作权中的劳动的量化值和一切可确定的费用之和。但是著作权
成本中富于创造性的劳动占了大部分，且该部分很难以一个确定的量化指标来衡量，所以，著作权
的成本也很难用完全的量化值来表示。另一方面，著作权的价值并不全由成本决定，公众对著作权
的承认与需求同样影响其价值。因此，著作权的成本与其价值之间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这



 

就使著作权的成本只能作为著作权价值的分析依据。 
   ㈡转让方的预期收益 
   著作权交易的双方事先都要预测交易成功后自己的预期收益。著作权的供给方获得收益的方
式可以有两种：供给方可以直接将作品出口，在进口国市场上获得销售收益，也可以转让著作权获
得著作权转让收益。这两种获得收益的方式是互相冲突的，也可以说一种方式是另一种方式的机会
成本。转让著作权，实际上就等于供给方失去了在特定的市场上直接销售作品的利润，这部分利润
损失应当在著作权转让价格中得到补偿。一项著作权，供给方预期得到的利润越大，其转让价格自
然越高。 
   ㈢作品所处的生命周期 
   作品所处的生命周期指的是作品在市场上的经济寿命，这是著作权的买方能否获得持续增长
利润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具体是指著作权能给其所有者带来经济收益时间的长短。不同的作品其经
济寿命也不相同，如一首流行歌曲，一部电影，一部畅销小说，其经济寿命一般很短，达不到受法
律保护的期限，但短期内获利能力很强。而一些经典作品，如世界名曲、世界名著，其经济寿命有
可能比法律保护期长得多。一项著作权，在法律保护期内的经济寿命越长，其价值就越高。 
   ㈣非著作权人获得著作权的方式 
   非著作权人可以通过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和著作权的转让取得著作权。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和著
作权的转让是有其本质区别的。 
   1.著作权转让 
   著作权转让是著作权人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将全部著作权或者其中部分权利转移给他人。
著作权转让后，受让人取得的是原著作权人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权利，并可以使用，获得收
益。著作权的转让又分为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 
   ⑴全部转让。如果著作权人没有时间限制地一次性将著作权全部转让给受让人，叫做卖绝著
作权。按我国现行著作权保护的规定，作者或其他著作权所有者可以授权他人以特定方式在一定时
期内使用作品，作者仍然是作品的著作权所有者，并保留授权他人以其他方式使用的权利，但原则
上不主张采用全部转让的办法一次卖绝著作权。这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著作
权作为个人的流动财产，可以由著作权人全部转让给他人；在罗马法系国家中，著作权的财产权利
可在一定期限内全部转让；而在俄罗斯等一些东欧国家中，著作权不允许转移给个人，作者只能授
权他人以某种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使用作品。 
   ⑵部分转让。部分转让是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部分权利转移给受让人，自己仍然是未转让
部分的权利所有人。部分转让只是著作权中的部分权利归属的变动。一般来说，现阶段著作权的转
让都是部分转让，如我国著作权法即允许部分转让。 
   无论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原著作权人转让后即丧失一部分或全部权利，故转让著作权
的价格可相应要高。 
   2.著作权许可 
   著作权许可是指作者或其他著作权所有者允许作品的使用者在一定期间内使用其作品中的全
部或部分财产权利。著作权人可将其作品的出版、复制、改编、翻译、表演等项权利，允许对方使
用，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报酬；使用者有权行使合同规定的权利，也有义务支付合同规定的报酬。 
   在目前的著作权贸易当中，更为常见的是著作权的许可使用。著作权许可使用的受让人取得
的仅仅是作品在一定期限和一定范围内的使用权，而不是全部著作权，其著作权的实际占有人仍是
原著作权人。作为著作权的许可使用来说，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也很多，具体包括：①许可使用作品
的方式，如原版影印、翻译出版；②许可使用的权力，如专有许可使用权、非专有许可使用权；③
许可使用时间的长短；④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⑤除本次许可外，原著作权人已许可次数等等。 
   ㈤作品本身内在质量 
   与一般商品不同，作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部完全一样的作品。但是目前
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题材近似、创作手法近似，读者群、观众群近似的作品数量却很
多，数量激增的同时，竞争也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通过诸如评奖、排行榜、 炒作等
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给作品加上华丽的包装，但是评价一部作品好坏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作品的内
在质量，在著作权贸易市场上，也要遵循“按质论价”的原则。作品的内在质量一方面可以体现在
该作品的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大小，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该作品价格的高低，如果某一作品内在质量
高，则其价格相应要高。 
   ㈥交易双方自身的条件 
   自身条件是交易双方宝贵的无形资产，对价格的确定有重要影响。原作品作者的知名度和原
作品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声望、影响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原作品的商业价值，著作权买方
也会根据原作品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来预测该作品引进后在国内的状况。著作权买方的经营管理水
平、经营规模、出书范围、发行手段和渠道、经济实力，以及买方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政策环
境等，对所引进的著作权的“成活率”和日后的印数、定价、销路等都会有直接影响，从而对成交

 



价格也造成很大影响。一般说来，如果著作权买方自身条件较差，就意味着供方能够分享新增利润
（版税）的把握较小，风险较大。此时供方往往要抬高价格，特别是要求提高买方预付费的比例，
从而减少自身风险。甚至有的供方看到买方条件太差，“油水”不大，干脆不愿成交。所以，自身
条件优越的一方，在谈判中往往能取得强势地位，进而影响价格。 
   ㈦著作权价格支付方式 
著作权价格的支付方式一般有版税制、一次性支付制、多次支付制、利润分成制、一次性支付和版
税相结合的混合制等多种方式。著作权价格支付方式不同，交易双方日后的经济风险也会各不相
同，因而著作权的成交价格也不相同。在谈判中，如能提出被对方易于接受的支付方式，将会使己
方在价格上占据优势。 
   总结 
   著作权价格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并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著作权价格的最终决定，是
买卖双方根据上述各种因素具体协商的结果。在具体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可以自由开价、自由议
价和定价。著作权的买卖双方只有了解和把握各种因素，在广泛范围内做出深入地鉴别和选择，才
能寻求到公平有利的价格。 
   （作者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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