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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互联网中的版权保护应用案例，分析了当前应用互联网保护版权的优点和出现的问题，并针对侵权问题，研究得
出依据法律手段维权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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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Copyright）,又名“著作权”，指作者或其他人（包括法
人）依法对某一著作物享受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

第二条，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无论是否发表，依
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在中国，版权可以自动取得或登记取得。在学
理上，根据性质不同，版权可以分为著作权及邻接权。著作权是针
对原创相关精神产品的人而言的；而邻接权是针对表演或者协助传
播作品载体的有关产业的参加者而言的，比如表演者、录音录像制
品制作者、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如果发现
自己的版权遭到侵权，应该正确运用法律进行维权。现将近年来版
权保护在互联网的应用综述如下。 

1 版权保护 
1.1 版权保护的作用 
中国互联网版权保护的关键是在促进网络发展和保护著作权

人利益间寻求平衡。版权保护具体作用如下：（1）维护版权主体的
合法权益，有助于由于成绩形成的版权纠纷，并为处理版权纠纷提
供了根据。版权主体分为权利人和继受者：权利人是指作者和其他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继受者是指通过
赠与、继承、遗赠等继受方式取得者。当侵权现象发生时，法律会
保护版权主体，也就是权利人和继受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是版权的
合法持有者。这也将版权登记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在版权登记前
公开的、被别人引用的就会说不清楚所属权，而维权时保护版权主
体的利益也让版权纠纷简单化了。（2）请求版权维护后，标志着一
切权利归著作人所有。维护版权的法律制度正是为了保护著作人权
益，打击惩戒盗版等非法行为，让版权使用的风气变得更好。不是
只有经过版权维护，一切权力才归著作人所有，通过自动取得或登
记取得，著作人就拥有了其作品的版权。如果有不法分子利用盗版
销售获取利益，著作人通过法律维权，就可以声明自己的版权，维
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很好的将这种侵权现象杜绝。（3）享有任何商
品和效劳范围内商标注册的优先权，可以避免其别人侵权、恶意抢
先侵犯作品版权。这里提到的商标注册的优先权就是当下很流行的
热点话题，商业公司间剽窃创意的纠纷问题近年来一直不断，哪家
公司抢先注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使用作品，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利
益。后来的公司就算自己想出了同样的创意，也不能再注册了，如
果贸然使用还会有剽窃被注册公司或著作人控诉的风险，所以商标
注册前的保密措施很重要。（4）有利于作品的许可、转让，来完成
作品的经济价值。版权保护机制通过规范的法律流程，保护了著作
人依法对作品享有的权利，其中维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
因为不法分子盗版就是通过非法销售的方式来赚钱。（5）有关软件
著作权的保护。软件著作权是企业请求双软认证的必备条件，也是
企业请求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软件著作权，是指软件公司或著作
人对软件作品依法享有的权利，这关乎到企业的发展前途，也是盈
利的前提，所以要重视保护软件著作权。 

1.2 版权保护的意义 
版权保护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版权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如何

防止使用”，而是“如何控制使用”，就是说怎样正确享受著作人对
作品的权利。张磊等在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分对版权产业发展的影
响[2]提出版权法律保护是一个规范性系统，其包括立法保护、执法
保护、司法保护等具体环节。而版权保护的机制，主要包括版权司
法保护、版权行政保护、版权社会服务体系、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版权运营管理等。李建华等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公有领域的立法
构造[3]中提出，无论在著作权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公

有领域一直受到来自著作权扩张运动的各种威胁。目前，我国是知
识产权申请量和拥有量最大的国家，知识产权包括版权，而著作权
扩张运动也让版权在公有领域受到了互联网高科技等盗版、侵权的
威胁，所以版权的保护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该提高版权保护
意识，比如学校开展讲座、企业开设第二课堂等。《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1]第四条，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
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第七条，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著作权管理工作。可见版
权保护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只需要提高意识，还要学会运用法律，
寻求各省市国家监督管理部门的帮助，让侵害版权的不法分子按照
法律规定得到应有的惩罚，保护著作人的权益。 

2 互联网中的版权保护 
现今互联网应用普及，版权归属问题也由网上登记注册得以解

决，但互联网中版权管理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企业因资源高度
雷同所导致的侵权问题、网络平台数据共享引起的泄露使用问题、
版权的使用和获利分配问题等，具体分析如下。 

2.1 企业登记 
根据国家版权局发布的信息，2019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

4186549 件，同比增长 21.09%。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信息统计，2019 年全国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登记
1484448 件，同比增长 34.35%。当版权企业完成网上注册，当有人
侵权时，版权企业即可执行著作人的权利，依法对侵权方进行控诉
和索赔，侵权方也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2 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日益普遍，在网站上可以搜索到一些著作的信息，但

下载就需要花钱，这迫使了一些不法分子做出侵权的违法行为，采
用高科技手段制作并使用盗版，而资源共享也造成了信息的泄露，
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现在疫情期间，为方便广大学者研究，停课
不停学，知网等数据平台免费开放，供学者分析疫情、发表论文，
这是特殊时期的人道主义做法。 

2.3 知识付费 
在正常情况下，考虑到版权保护，如果想要在知网下载文章，

是需要付费的。这不只是收取著作权人的权益，还有网络平台的管
理的经费，这就使得资源共享与知识付费密不可分。刘广锋等在专
业出版知识服务标准体系构建研究[4]提出，知识服务是指以数字出
版内容资源为依托，围绕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将内容资源进行碎
片化拆分和针对性重组，为用户提供知识产品或问题解决方案的个
性化、专业化服务。 

版权保护之路还很长，需要监管机构和广大学者共同维护，我
们要提高版权保护意识，合理充分的利用互联网，发挥当今互联网
行业的优势，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促进版权保护的进行，将版权保
护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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