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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保存与传承功能，并规

定公共图书馆可以向公众提供数字资源。公众获取数字资源进行学习研究已经

在网络环境下常态化。由于版权规则的限制，公共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保存和

传承功能被削弱，公众对数字文献的免费获取存在障碍。数字资源获取的便利

性和数字资源研究的日常化使得人们尝试将现行文本资源的版权规则套用到数

字资源的传播模式中来，但各种许可模式都存在缺陷。这也表明，现行著作权

法规则无法确保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文献保存与传播功能的有效发挥，应适

时修改相关条款，以维护数字资源传播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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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谷歌图书馆计划公布以来，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获取及利用问题就一

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图书馆的功能如何在网络时代有效发挥、公众对数

字资源的获取、版权内容提供者的权利如何规制，是当下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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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图书馆法》有关数字资源获取的规定

1.1  《公共图书馆法》与数字资源获取

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资源的传播媒介，是公众学习、阅读的重要场所。随

着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公众使用数字资源进行阅读、学研的需求有所增加。

《公共图书馆法》肯定了公众的数字阅读习惯，明确规定，数字资源也是一种

由公共图书馆向公众提供的重要文献信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本法明确规

定为了确保数字文献信息的提供，国家鼓励建立统一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

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并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可见，

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应该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存储和共享并为公众提供更便

利的数字阅读服务。

《公共图书馆法》明确了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的主体地位，确立了公共图

书馆的公益性质，即公共图书馆要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并提出公共图书馆要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

本法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位有两个层次，其一为保障公民对文化资源的

获取。其二为保存并传承文化资源。同理，为确保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发挥，作

为数字资源的传播媒介，公共图书馆也应当承担立法中明确的图书馆功能，包括：

应当确保公众可以获取数字资源；公共图书馆应当收集、整理、保存数字资源

并建立传播渠道。

1.2  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获取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内容建设严重依赖数据库商的供

应，这导致图书馆移动数字资源内容相似、重复建设严重。而且目前可利用的

数字资源也只是仅能满足娱乐需求以及基本的阅读需求，对一些有特殊需求且

不便于去图书馆查阅资源的用户来说，移动数字资源的易用性较低。”［1］一

方面，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途径与文本文献不同；另一方面，公共图书

馆可提供的电子借阅模式也有别于文本文献。在数字文献传递过程中，公共图

书馆所面临的问题表面看来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文献利用方式转变，根本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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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网络环境下法律保障机制的不足导致公共图书馆获取、提供数字文献资源缺

乏高效、畅通的渠道。如何推动公共图书馆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数字资源服务，

还应结合版权法中的数字文献获取规则分析。

在传统文本文献的传播过程中，图书馆通过采购，从版权内容提供者手中

购买文献资源一部分用于馆藏一部分用于外借，由于发行权穷竭原则的制约，

图书馆通过购买获取作品并对作品再利用的行为不受版权内容提供者的干涉，

如此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功能就可以确保实现。可以外借的版本有限，作为馆藏

版本的作品只能允许公众在馆内阅读，且仅可以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对馆藏版

本做有限的使用。这样，合理使用制度确保图书馆保存、传播文献资源功能的

实现。数字文献资源的传播方式打破了现行版权法的使用规则，进而导致公共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获取和使用能力显著不足。

2  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版权争议

2.1  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版权模式的变化

因为网络采购模式没有发生作品载体的物权转移，所以图书馆获取数字文

献资源就不涉及利用作品发行权问题。公共图书馆从购买作品载体的所有权变

成购买作品的网络使用权，这样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版权的模式就完全转

变为许可使用模式，在此模式下，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控制和整合能力被大大

降低。首先，因为规避了权利穷竭的适用，所以数字内容提供商可以通过合同

限制图书馆对作品的使用方式。例如，未经许可，图书馆不能复制数字资源，

更不能将所获取的数字资源提供借阅。其次，在许可使用模式下，合理使用规

则的适用也会受到限制。利用作品必然会涉及对作品的少量复制，如果在许可

使用合同中限制复制，则合理使用条款就失去了适用的可能。况且，为了防止

数字内容被非法盗用，数字内容提供商往往会嵌入技术措施以彰显权利，未经

许可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当然构成侵权。最后，许可使用模式是存在使用地域

和使用期限的，一旦到期，图书馆不再订购电子文献，则意味着最终将失去这

些数字内容的全部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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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往图书馆依靠图书分类、编目在知识管理服务中占据一席之地，

如今面临的事实则是，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充当资源和服务的购买者角色，这不

利于一些研究工作的开展。例如，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于单兵作战的研究方式，

数字文献的传递模式变化导致图书馆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演化成两座彼

此孤立的岛屿。”［2］可见，许可使用模式是与《公共图书馆法》所确立的宗旨

相违背的。为了扭转这种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被动局面，作为文化传播机构的

图书馆也进行了不断尝试，“例如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数字时代知识

发现海牙宣言》提出重构利益平衡关系的原则主张和立法诉求，为新技术背景

下图书馆界争取合法权益提供了理论支撑”［3］。美国图书馆业内人士也呼吁修

改版权法，为图书馆更合理便捷地使用数字文献资源提供制度支撑。

2.2  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版权争议及解决路径

从出售到许可模式的转变导致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版权

博弈十分激烈，在数字内容提供商与图书馆之间不断协商、妥协之下，形成了以

下获取模式：（1）点击许可协议。图书馆通过接入数字内容提供者的网站或者

购买相关软件获取数字文献，在接入或安装过程中需要点击是否接受数字内容

提供商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以此决定是否要获取数字资源，一旦接受，则合

同成立。这种许可模式最具争议之处在于通过格式条款限制图书馆的权利，其

合理性有待商榷。在域外实践中，有法官指出“这种一键式的许可协议是不符

合合同法原理的，因为数字内容提供商通过格式合同设定的严苛条款有违公平

原则。”［4］（2）网络集中采购模式。这种模式国外以 EBSCO-Net Library 为代

表，类似国内的 CNKI 数字图书馆，此模式下，数字内容提供商与图书馆签订许

可使用合同，也会通过技术措施对使用行为作出限制。例如，有些数字资源全文

内容不能下载 , 有些内容仅提供在线阅读，不允许复制。总之，许可使用在目前

的网络文献资源传播过程中成为主流模式，达成了一种版权机制内的利益平衡。

对于数字内容提供商来说，有利于其控制版权资源的使用行为，同时也可

以防止大规模的盗版行为发生。但这种模式对图书馆来说并不有利。首先，许

可使用模式可以为图书馆保存文献设置期限，这样图书馆利用数字资源保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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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规模和时间就会出现不确定性，其作为文化机构的优势就会丧失。其次，

对数字资源使用方式做出限制，这样图书馆的一些借阅功能无法完全发挥，例

如目前的许可模式往往不允许馆际互借，不允许馆外借阅，并可能禁止复制。

最后，对于公众来说，获取模式缺乏便利性且成本较高，必然丧失进入公共图

书馆的兴趣。数字资源许可使用模式只能说建立了一个短期的动态利益平衡，

但因其过于保护版权内容提供商的利益而不断被图书馆组织诟病。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获取能力被合同大大地限制了，版权内容提供商的权利通过合同扩展，

版权法对图书馆的豁免制度被架空，图书馆的文献保存及传递功能被合同大大

削弱。

通过立法或者行业组织介入解决目前版权争议的尝试一直在进行。例如，

美国图书馆联盟（ALA）明确表示目前的许可模式不合理，格式条款的限制过多

几乎没有谈判的余地，而这种强势的格式合同条款应该是无效的。［5］也有美国

相关行业组织尝试推行一种适用在版权内容提供者和图书馆之间的数字内容分

享标准——SERU。［6］此标准提出，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应保有永久复制权、合

理使用和馆际互借的权利。SERU 充分关注了图书馆的权利主张，但是对数字内

容提供商不具吸引力，所以很难推行。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数字图书

馆联合会和耶鲁大学图书馆联合推出的 Liblicense 标准许可协议是代表图书馆界

提出的一个标准许可使用合同文本。［7］该协议试图解决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数

字内容定价模式和数字内容的具体使用问题，认为图书馆应该享有对数字文献的

网络传播及复制权以及可以合理使用和馆际互借。这种许可模式为图书馆争取到

了使用数字资源的最大利益。但是上述努力都没有得到版权内容提供商的支持。

3  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版权规则构建

3.1  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设计的缺陷

进入数字传播时代，版权法对图书馆获取数字文献资源给予了特殊豁免，

以美国版权法第 108 条为例，该条款允许图书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为了

保存版本制作数字版本，但至多可以制作三份数字版本并不得向图书馆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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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播这些复制件。这种豁免模式代表了立法者对图书馆获取数字文献资源持

非常谨慎的态度。立法者对图书馆制作作品的数字版本设定了极为严格的条件，

仅限于非营利性的保存版本为目的的使用，且图书馆需要证明作品无法在市场

中以合理的价格获取替代品。原因在于，作品的数字版本传播成本较低，一旦

被侵权使用损失是难以估量的。“2015 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谷歌数

字图书馆案中认定谷歌为了向公众提供搜索和片段浏览功能而对作品进行完整

的数字化复制构成转换性合理使用。”［8］该判决为图书馆数字化保存文献提供

了理论支持，但并不支持图书馆提供对数字文献的全文本使用，实际上仍然无

法改变图书馆获取和传播数字文献资源的现状。尽管美国版权法中构建了被认

为相对灵活的合理使用“四因素检测法”，但此规则适用于数字图书馆领域仍

然受到批评。概因图书馆对于使用数字作品的合理数量和质量并不能做出明确

的判断，对于读者的使用目的是否合理也无法做出衡量，最重要的是一旦数字

文献被馆外传播，是否会导致作者的市场利益受损无法做出具体的结论。这就

导致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利用存在侵权风险。

通过考察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条款，可以发现无论我国立法还是域外

立法，数字时代版权法对作品数字化所进行的法条修改其要义在于控制作品的

数字化利用和传播。但无论是有关图书馆的立法，还是合理使用制度中有关图

书馆豁免的条款，都将图书馆定位为公共文化机构，其公益性决定了图书馆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在许可使用模式下，图书馆既不具有谈判优势，又

失去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支持，可以说，数字时代，图书馆的文献传播功能

受到了极大限制。 

3.2  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版权规则重构

随着数字出版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未来著作权立法对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

资源的规则势必要尝试重构。现行著作权法框架内对公众获取数字资源设置了

更高的障碍并对图书馆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可以说目前图书馆对数字文献资源

的获取规则仅仅允许图书馆在有限的条件下保存数字版本文献，而数字文献是

否可以借阅及流通的权利则完全取决于数字内容提供者的态度。事实证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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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行业联盟推行的标准都没有成功扭转公共图书馆的谈判劣势，就需要通过立

法来确保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渠道畅通。

鉴于对目前版权法律规则的不满，美国国会图书馆力图推动再次修改美

国版权法第一百零八条，扩大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重新构建一个适用

于网络环境的利益平衡机制。“美国国会图书馆力主对版权法中有关图书馆

的规定作进一步修改，至少非营利性的为保存版本及教育目的而复制、使用、

传播数字化文本应该是合理的，图书馆利用数字文献资源不应设置过多的限

制。”［9］我国学界呼吁建立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永久复制权的意见也被探讨，

总体来看，对比国内外的立法争议分析，聚焦在法律层面主要有两个问题有待

解决：（1）图书馆对所获取的数字资源是否可以进行全文本复制，作为馆藏资

源保存。（2）图书馆对所合理获取的数字资源是否可以提供借阅服务。总之，

目前数字资源的获取是图书馆与版权内容提供者之间通过谈判取得许可的过程，

合理使用规则在数字文献资源领域内失去的调控功能需要得到弥补。

4  我国公共图书馆获取数字资源的版权规则构建

根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我国立法已经将数字资

源的传播行为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内，那么发行权穷竭理论就无

法用来调整数字资源的传播。尽管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对发行权进行

了重新界定，认为发行权是以出售、赠与或者其他转让所有权的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但强调“所有权”，意味着发行权仍然

调整文本文献资源的传播。可见，未来我国立法也无意将数字资源的传播视

为“发行”。因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并没有权利穷竭的规定，这样基于信息

网络传播权进行数字文献资源获取，采取许可使用模式与法律并不冲突。许

可使用模式饱受争议，呼吁建立网络环境下的“权利穷竭”制度，构建网络

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的建议一直被不断讨论。鉴于网络环境中盗版的易发

性和损害的严重性，加之网络出版和阅读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建立网络

环境下的权利穷竭制度并不合时宜。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给予了图书馆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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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设内服务对象提供本

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

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益。但是本法对图

书馆的数字化行为作出了严格限制，只有在作品被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

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

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才能适用图书馆豁免条款。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

版权法框架内，图书馆获取数字文献资源主要依靠许可使用方式，仅在有限的

条件下可以保存数字版本，自行数字化的版本仅限于留存并不能使用，数字文

献的馆际互借就更不可能实现。这样，公共图书馆对于数字文献资源的传递功

能受到限制，图书馆只能扮演数字内容提供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公众获取数

字文献资源的渠道也被削弱了。

诚然，互联网侵权的易发性和极强的危害性导致立法者将网络环境下作品

利用的利益平衡砝码更多地投给了数字内容提供者。但是也应该看到，数字内

容传播已形成趋势，如果对数字内容的传播限制过多，就会使公共图书馆变成

承载数字文献的容器而已，图书馆的基本功能逐渐消退，图书馆就失去了运转

的动力和吸引力。公众获取数字文献资源的愿望被压抑，最终也会导致因制度

设计的失衡带来文化获取的不公平。为了改变这种利益不平衡的问题，应当适

时修改合理使用条款。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并没有对合理使用条款中

图书馆的豁免规则作出修改，而是加入了“合理使用作品，不得影响作品的正

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的表述”。这更接近于美国

合理使用制度的判断规则，虽然更灵活，但对图书馆合理使用数字文献助益不大。

未来修法中，至少应该规定，采取许可使用的模式下也应当允许图书馆对所合

法获取的数字文献资源进行全文本复制，但复制的数量要严格限制，具体数量

可以由图书馆根据馆藏需求与数字内容提供商协商确定，但要允许图书馆对所

制作的数字化版本提供借阅使用和馆际互借，但借阅使用仅限于图书馆场馆内，

馆际互借也不允许再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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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pyright Rules for Public 
Library Access to Digital Resources

Zhang Huichu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Abstract: The Law on Public Libraries in our country clearly defines the 

fun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Public libraries can provide digital resources to 

the public. Public access to digital resources for learning has been normalized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opyright rules, the 

function of preserving and inheriting digital resources in public libraries has 

been weakened, and public access to digital documents has been hindered. 

The convenience of obtaining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daily research of digital 

resources have made people try to apply the copyright rules of current text 

resources to the digital resources. However, no feasible solution has been 

formed.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copy the existing rules for copyright rules of 

public libraries to acquire digital resources, bu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mong all th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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