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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WTO框架下国际版权贸易中的版权滥用问题 

 

解岳中* 

 
摘要：国际版权贸易中版权滥用的情形主要有: 国际版权贸易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缺陷导致的滥用；不正当竞争意义上的版权滥用

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版权领域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以及经济力量不当集中的行为等。由此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可以

运用民法、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对外贸易法来对此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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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框架下国际版权贸易中的版权滥用 

 
(一)版权滥用的界定及构成要件 

“所谓版权滥用，是指版权人违背版权法的正当目的，超越法
律所允许的范围或正当的界限，不公平、不合理地行使版权，从
而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①] 

版权滥用的构成要件:第一，版权滥用的主体。一般认为包括
版权权利人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第二，版权滥用的客体。客体
是指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在这里是指公共利益，“包括激励
创作、作品的传播及保障对作品的接近的公共利益；促进应用
（商业化）的公共利益；反对垄断、促进竞争的公共利益”[②]。
第三，版权滥用的主观方面是版权人有损人利已的故意。第四，
版权滥用的客观方面。主要是指版权人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
正当的界限，实施了危害他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WTO框架下国际版权贸易中版权滥用的情形 

“所谓国际版权贸易,是指国际版权所有人与作品使用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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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国家或地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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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使用权)的法律行为,它包括版权转让
贸易和版权许可证贸易。”[③]国际版权贸易中版权滥用的情形
有: 

1．不利用且拒绝许可 

诚然，基于版权交易当中权利人会得到一定收益的考虑，一般
情况下版权人当然不会拒绝对申请人进行拒绝许可。但是我们也
不能排除这种情况：许不许可作为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从理论上
说，会有两种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版权人基于经济利益
以外的原因而拒绝许可的情形。因此对于自己不利用，又不允许
他人正当使用的行为，我们有必要对版权人的权利进行适当的限
制。 

2．国际版权贸易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缺陷导致的滥用 

合理使用作为一种知识产权限制制度，其本身具有理论价值。
在版权保护中的通行规定是：外国人创作的作品在一国境内首先
发表的，则根据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
约，或在互惠的基础上给予保护。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的是规则主
义的立法模式，对合理使用的范围有明确的列举情形。在这种情
形下，一些本该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没有列入到合理使用的范
围，如滑稽模仿等。这样就会导致一种行为在一国会作为侵权来
对待，在另一国会作为合理使用来对待。 

3．国际版权贸易中反竞争意义上的版权滥用情形：第一，不正当竞争意义上的版权滥用行为：滥发警告函损害竞争对手的

商誉和滥用知识产权诉讼权利，以及版权许可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政

策（包括价格歧视、掠夺定价和过高定价），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滥用知识产权。第三，版权领域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包括横向

联合和纵向联合。第四，经济力量不当集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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