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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为1.44亿，互联网

已成为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越

来越普遍。2006年7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目的就是为保护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以鼓励作品的创作和规范网络传播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具备三个要件：公众、自己选定的时间、自己选定的地点。这三要件应是充分条件，缺一

不可。比如置于互联网上的文字、图片、音视频、动画等作品，网友可以随时随地依自己方便点击收看该作品，

那么，权利人行使的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 

 
 

首先，行使该权利受《著作权法》规范。从立法背景看，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

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

权”，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的一种传播权，权利人可以从该项传播中获得报酬，又是著作权中的一种

财产权。因此，权利人在行使该项财产权时，其权利和义务除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规

范，还受《著作权法》规范。比如说法人作品超过其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就进入公有领域，原权利人

就不再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就是受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时间性的限制。 
其次，其权利主体是著作权人及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与表演者在学理上被界定为邻接权人，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不局限于著作权人，

还包括录音录像制作者与表演者两个邻接权人。新《著作权》法第37条第6款，第41条，第10条第12款，《信息网

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条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电视台和广播电

台没有被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

损害其应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其制作的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

以邻接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 
第三，该权利是绝对权，同时又受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权利限制。 
绝对权，在法理上又叫对世权，即绝对权的主体一般不必通过义务人的作为就可实现自己的权利，任何人均

负有不妨害权利人实现其权利的义务，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任何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即它是著

作权人及两个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

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绝对权，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特点，为实现在保护作者权利、激励创作的基础上，鼓励

传播、促进公众对社会智力成果的掌握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在保护创造者个人私益基础上寻求个人

与社会公益的平衡，对该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都规定有合

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条款，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合理使用是指，依法律规定的条件，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

比如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中引用、时事报道中引用、教学目的、执行公务

等情形。 
法定许可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使用人可以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情况下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必须

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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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复制方式和传播方式变得更为简便、快捷、廉价，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

网络环境下也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其创作与传播作品的积极性，2006年7月1日，我

国颁布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特殊的保护。 
第一，权利保护的多种措施。《条例》主要从以下方面规定了保护措施：（一）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条

例》第2条明确规定，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权利人作品，应当取得权利

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二）保护权利人为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采取的技术措施（见《条例》第4条）。（三）保

护用来说明作品权利归属或者使用条件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见《条例》第5条）。(四)建立处理侵权纠纷的“通

知与删除”简便程序（见《条例第14至17条》。并对违反上述保护措施，分别规定了处罚措施（见18、19、23、

24、25条）。 
第二、网络自由转载权的剥夺。已经发表的作品通常可以自由转载，这本是信息传播行业中的习惯作法。著

作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

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传播这一新生事物在它突然出现并迅速膨胀的初期，同样

延用了这一习惯，并且曾经得到了法律的明文许可：2000年11月22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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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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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随着网络对著作权冲击效果的逐步显现和侵权危害的日益泛滥，网络传播的特殊性逐渐为社会所认

识：其特殊性包括受众巨大因而传播效果极强；网络信息量巨大因而作品报酬低廉；上传操作极其简单且成本极

低因而容易被多点传播；网络站点数量极其巨大因而权利人极难事后追索报酬；传播速度极快因而大大降低权利

人从传统传播方式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可能更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人权利，对网络媒体特殊对

待，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剥夺其自由转载权，就成为合理和必要的社会规则。 
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出台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

支付报酬。同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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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条因与法规相冲突被删除。 
从《条例》规定不难看出：1、不论作品是否已经发表，要将其上载到网络上进行传播，均须征得权利人的许

可；2、不论作品是否已经在网络上传播，要再次转贴到其它网站上，也须再次征得权利人的许可。这就使得网络

转载从以前的最方便变成如今的最不便了。这样网民随处看到精彩免费作品的机会少了，网站免费利用他人作品

吸引点击率，找上门来再付费的作法受到限制了，但创作人员的劳动得到了保护，创作热情将得以提高，回报社

会的精品将会增加。 
 

 
作者单位：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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