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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 ,旨在平衡著作权人、数字图书馆和读者的利益。从博弈理论

角度看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 ,以及数字图书馆向读者收费是必要的 ,应受到法律保护。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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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新兴的涉及互联网络、多媒

体技术、数据仓库等诸多计算机技术的领域 ,其应用

和商业前景十分广泛。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政府

的关注。克林顿在美国总统 2000 年数字化图书馆计

划中说 :“现在已经到了建设这样一个美国的时候

了 ,这个美国能够使每一本书、每一幅画、每一首交

响曲都展现在孩子们通过键盘便伸手可及的地方。”

然而 ,对于数字图书馆而言 ,诸多技术和法律上

的难题尚待解决 ,版权保护问题即广泛地涉及其中。

1 　数字图书馆中的版权利益均衡

当前 ,版权问题已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瓶

颈。由于版权保护主要是为了调节和规范不同主体

间的经济利益 ,因而 ,有必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

出版物的版权涉及到作者、出版社、读者三方的

利益。在网络背景下 ,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将会引起

版权人、数字图书馆、读者三方利益的变动。网络使

作品的传播和复制变得非常容易 ,读者可以在极低

的成本下自由浏览和下载网上作品。这样一来 ,只

有很少的人愿意购买印刷品 ,势必大大地影响版权

人的财产权益。因此 ,必然制定适合网络条件的版

权保护措施 ,保证其合理使用 ,使三方利益均衡通过

数字图书馆的行为方式实现 ,并确保社会收益最大

化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图书馆 ,在三者利益均

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图书馆应考虑部分

资源向读者收费 ,实现网络上阅读、租借和销售数字

作品的功能。此时 ,数字图书馆主要仍是一个公益

机构 ,但必须向读者收费以向版权人支付版权费 ,从

而做到既能体现数字图书馆的商业特点 ,又能更好

地为公众服务。

2 　数字图书馆中版权博弈分析的前提和目标

社会个体的决策往往以其他个体可能采取的行

动为前提。博弈理论以此为基础 ,融以经济个体 ,具

有经济理性 ,偏好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并以数理模

型的方式探讨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 ,如何充分考

虑其他局中人 (players)的决策 ,决定自身行为以实现

自己利益最大化。

对数字图书馆中的版权保护及数字图书馆向读

者收费的法律保护进行博弈分析的前提是 :经济主

体具有经济理性。经济学假设每个经济个体都具有

经济理性 ,始终试图以最低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 ,

以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在版权保护中 ,假定作

者与数字图书馆这两个局中人都具有经济理性 ,作

品的可获利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双方要以成本收

益衡量作为自己行动取舍的前提。数字图书馆是否

获取作品 ,取决于获取作品的成本与收益抵减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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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利可图 ;作者是否选择版权保护 ,取决于能否以

较少的耗费获得较大的收益。同样的道理 ,在数字

图书馆向读者收费的法律保护中 ,双方也具有经济

主体的经济理性 ,并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对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及对读者收费的法律

保护进行博弈分析的目标 ,旨在分析“如何从制度上

降低交易成本 ,提供使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激励的

产权结构”,并在最大程度上平衡三方的利益。降低

交易成本 ,实现经济个体间交易费用的最小化 ,减少

社会资源浪费 ,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

改进 ,运用利益诱导提供激励机制。要实现激励机

制 ,对数字作品的产权进行清晰界定是关键 ,版权为

持有人提供有效利益的均衡解是目标。

3 　数字图书馆中版权分析的基本模型

我们知道 ,对作品进行保护 ,有两种基本途径。

其一 ,不提供版权保护 ,由作者自行进行防范和保护 ;

其二 ,提供版权保护 ,法律赋予版权人专有权 ,并对侵

犯行为制裁。我们经对比分析 ,看各自求得何种博弈

解 ,并在前面所述的前提和目标基础上衡量结果。

作者与数字图书馆间存在一个标准的策略模型。

标准的策略模型包含局中人、策略以及支付三要素。

在这种博弈中 ,局中人对自己与其他局中人的所有与

对策有关的事前信息 (策略空间、支付函数等) 有充分

了解 ;对策实际进行时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选择同时

进行 ,而且仅进行一次。作者对作品可以采取强保护

和弱保护两种策略 ,数字图书馆也可采用获取与不获

取两种策略。在这里 ,我们假定 ,作者选择强保护付

出成本为 200 元 (即收益为 - 200 元) ;选择弱保护付

出成本为 100 元 ,但在弱保护情况下被侵犯时有额外

损失为 400 元 (即收益为 - 500 元) 。数字图书馆选择

获取 ,净收益在对方强保护下为 300 元 ,在对方弱保护

下为 400 元 ;选择不获取 ,收益为 0 元。

在作者没有申请版权保护的情况下 ,用二元矩

阵图 (图 1)描述这个博弈。

图 1 　未申请版权保护的博弈图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 ,获取作品对数字图书馆来

说总是有利的。无论作者进行弱保护或是强保护 ,

对数字图书馆来说 ,获取总能获利 ,而不获取始终为

0。因为我们已假设局中人都是理性的 ,因此作者也

能得出上述结论 ,知道数字图书馆会获取作品 ,因

此 ,作者会选择强保护措施 ,这样 ,作者进行强保护 ,

数字图书馆获取作品成为此博弈模型中的唯一解。

但是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交易费用很大 ,浪费了社会

资源 ,无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帕累托”改进 ,也抑制了

作者的创造。

在有版权保护的情况下 ,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

我们以上述模型为基础 ,取消作者自己的保护 ,并

增加对侵权 (非法获取作品) 行为的制裁 ,假设制裁

代价为 500 元。又设取得版权成本为 200 元 ,数字

图书馆在获取后的收益为 400 元。则数字图书馆在

合法获取后的收益是 400 - 200 = 200 元 ;在非法获

取后的收益为 400 - 500 = - 100 元。产生如图 2 的

博弈。

图 2 　版权保护下的博弈图

法律制裁成本的出现使得数字图书馆放弃原来

的战略选择 ,而选取合法获取才是理性选择。在这

种模型下 ,实现了交易费用最小化 ,以及对作者的激

励 ,节约了社会资源 ,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由此可

见 ,数字图书馆实现版权保护的必要性。

4 　数字图书馆对读者收费的法律保护的博弈分析

在数字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中 ,标准的策略模

型不再适用。因为数字图书馆是否公开作品的行为

在先 ,读者是否付费在后。在这里 ,我们引进扩展式

博弈模型。它包含的元素有如下几个 :局中人、行动

顺序、行动空间 (即每个局中人可能选择的战略) 、支

付函数 (在各可能的行动组合中的局中人收益)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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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和外生事件的概率分布。本例中不考虑概率

分布。在数字图书馆与读者间 ,图书馆可以选择在

网上公开传播或不公开传播 ;读者可以选择付费或

不付费。假设不公开传播 ,双方收益都为 0 ;如果公

开传播 ,数字图书馆的成本 (包括将作品数字化、上

网及维护等) 为 50 元 ,读者从作品中的收益为 150

元 ,它可选择付费 100 元或不付费。

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如下的扩

展树博弈模型 (图 3) 。

图 3 　没有法律保护下的读者收费博弈分析

在图 3 中 ,圆圈代表每种可能的选择及结果 ;括

号中的前一数字代表数字图书馆的利益 ,后一数字

代表读者的利益。对此图 ,我们进行逆向分析。数

字图书馆是否公开传播是以读者是否付费为前提

的 ,那么读者能保证付费吗 ? 对于读者来说 ,选择不

付费是最佳选择。有理性的图书馆经过上述分析 ,

也会得到同样结论 ,因此它会选择不公开传播 ,最终

的结果是双方收益都为 0。

图 4 　法律保护下的读者收费博弈分析

在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 ,结果又是如何呢 ? 在

上述模型基础上 ,我们假定 ,法律对不付费读者的制

裁为 200 元 ,则得到如图 4 的结果。

由于法律附加的额外制裁成本 ,使得读者放弃

原来的战略选择 ,而采用付费方式才是理性选择。

数字图书馆在做出同样分析后自然会放心地公开传

播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从本质上讲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的目的是力

图平衡版权人、数字图书馆和读者的利益。要解决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问题 ,出路是完善版权制度 ,修改

传统版权法中不适合数字环境的地方 ,使新的版权

法既适应于网络技术背景 ,又满足权力分配与利益

调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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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中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

论文集即将出版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报联合

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21 世纪中国图

书馆建设与发展》论文集 ,是建国以来中国图书

馆界最大型原创性论文集 ,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为

成立 25 周年准备的献礼项目。

论文集作者主要是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馆

长和市级以上图书馆部门负责人。在“21 世纪

中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总主题下 ,内容辐射

了图书馆事业相关的 18 个分主题 ,具有丰富的

信息量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图书馆工作实践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是广大图书馆工作

者学习、借鉴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必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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