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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组织编写
的 80 万字专著《中国版权研究报告
2022-2023》日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正式出版发行。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产业
繁荣发展成为版权事业发展的目标
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建构中国自
主的版权知识体系和版权文化学术
话语体系，成为版权研究的使命任
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加速迭代创新，中国
版权事业更是迎来诸多机遇与挑
战，面临许多亟待研究回应的热
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版
权保护中心持续开展版权年度课题
征集工作。一方面，汲古润今，主
动设置版权历史文化、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等传统课题研究方向，引导
学界从古籍记载、实物史料、实地
调研等事实层面出发，梳理千年中外
版权脉络，以创新自主的中国版权理
论阐释问题、破解困境。另一方面，
前瞻数字时代的版权变革，追踪新技
术在版权基础理论、行业实践、国际
交流等方面引发的新挑战，探索版权
学理机制、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
面的新路径，为推进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实施保驾护航。

这 本《 中 国 版 权 研 究 报 告
2022-2023》，汇集了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年度课题研究的精华成果，全书
分为上下两卷，共有 5 编 24 篇子报
告。报告既坚持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的叙事方向，关注版权历史文化、民
间文艺版权、少数民族非遗版权等焦
点问题；又直击元宇宙、数字藏品、
用户生成内容 （UGC）、数字版权、
区块链等版权前沿问题；此外，还从
交叉学科视野探索版权金融、版权
贸易、版权国际传播和版权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问题。

“版权前沿领域”编包含10篇子
报告，涉及元宇宙、数字或数据、
数字藏品、区块链等新技术衍生版
权内容。相关报告分别探讨了元宇
宙背景下版权底层逻辑的转变，检
视了现有版权规则和原则的适应
性 ； 创 新 性 地 提 出 了 数 字 时 代
UGC 的授权许可机制，分析了影
视数字版权保护事前防御失灵、事
中管控遇阻、事后救济局限等问
题，并从法律、技术等方面提出解
决方案；提出了革新数据版权制
度、设立中国版权保护大数据服
务平台、构建国家版权信用体系
等数据版权发展建议；将联盟区
块链技术作为应用于互联网侵权监
管和版权保护的最佳选择，并提出相
应建设方案；同时，探讨了应用NFT

技术的数字版权保护路径以及 NFT
版权保值增值方案。

“版权文化与历史”编包含 4 篇
子报告，通过史料梳理、文献分析
等方法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如“中
国古代社会对版权保护已有深刻认
识，国人于刊印之间萌生的版权思
想与实践探索领先同期世界各国”
等。此外，相关报告认为，在大数
据时代只有通过提高知识可及性等
方式优化版权保护制度，才能促进
版权产业发展，实现文化繁荣，并
提出了相应的版权确权、授权、维
权方案。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编包含 4
篇子报告，分析了配套立法缺失带
来的民间文艺作品版权开发困境，
结合民族地区的民间文艺作品问题
以及版权人诉求，提出了民间文艺
版权分层保护等创新理念和建议。

“版权贸易与产业”编包含 4 篇
子报告，涉及国际音视频版权交易
与保护、版权贸易商业模式等议
题。相关报告针对上述领域的现实
困境与发展路径，提出了系统性的
版权交易保护方案，如建议在管理
体制、法律规范等方面多措并举，
应对区块链技术在作品独创性认
定、作者确认等方面的问题；通过
翔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了“一带
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版权贸易的
发展态势、特征与不足，构建了

“三位一体”的版权贸易商业模式；
从文化金融和数字版权现状及发展
趋势切入，以构建数字版权公共服
务平台为核心，探讨了数字版权对
文化金融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数字
版权将成为文化产业关键性金融支
持工具等观点。

“版权交叉研究”编包含 3 篇子
报告，涉及版权与人才培养、刑
法、国际传播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设计了版权纠纷调解人才培养的方
案，探讨了刑法从属理念对于规避
著作权技术措施入罪条款的指导作

用，提出了评价主题出版物版权国
际传播力的指标体系。

全书通过严谨的理论推演、科
学的研究方法、翔实的数据图表，
深度解析了版权理论与实践发展动
态，为强化相关问题的体系化构
建、学理化阐释、创新性表达，推
进版权保护和服务在机制、技术、
标准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为讲好中
国版权故事、赋能文化产业发展、
加快推进版权强国建设，提供了必
要的学术基础支撑。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4 年，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将继续坚持“学
术引领、技术支撑、服务赋能”的
工作定位，加强版权基础性研
究和前沿性研究，持续聚焦人
工智能版权、版权文化等研
究领域，有条不紊地推进新
一年度课题研究工作，致
力于定期向广大读者呈
现反映版权理论与实
践发展动向的研究
报告，为弘扬千年
版权文化、推进
数字时代版权
的 创 新 发
展 贡 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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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版权理论与实践发展动态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我国传统文化的经
典 《大学·中庸》 有言在

先：“物有本末，事有始
终 ， 知 所 先 后 ， 则 近 道

也。”（引自 《大学·中庸》 中
华书局，2006 版），这为我们

后人研究学问指出了一个方法
论原则。学习历史、研究历史、

借鉴历史、创造历史是人们实践
活动和文化传承的基本规律，可以

给人们增添认识过去、把握现在、
开拓未来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印刷博物馆原馆长孙宝林
编著的 《世界印刷文化史》，就是这
样一部探究印刷文明本来、知古鉴今
的力作。在其出版付印之前，作者送
来了书稿，嘱我作序，有幸先睹为
快。加之我国是对人类印刷文明作过
重要贡献的国家，我始终充满敬意和
自豪，故而允之，有言可序。

印刷技术的出现，是人类继语
言沟通、文字书写之后最伟大的一
次传播革命，它以能把人们的思
想、文化、信息、设计、创意、图
形等精神创造复制到相应的物质载
体上的伟大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
碑。因为它改变了语言、文字传播
的业态和局限性，使人们的思想文
化知识跨越了生存的时间和地理空
间，变得不朽。

第一，满足了人类记录历史和
保存记忆的长期愿望。克服了口传
谬误和书写差错的缺点。大量精
编、细校的印刷经典，长期留住了
信史和人类的集体记忆，让人类不
忘曾经走过的路。

第 二 ， 解 决 了 人 类 思 想 、 文
化、知识远距离交流传播的难题。

推进了多元思想、多样文化、多种
知识大范围交流互鉴，整体加快了
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

第三，促进了文化知识的生产
和人文教化的社会化。由于有了印
刷业的支持，大量的文化知识，如
哲学、文学、科学、宗教、艺术作
品等得以印刷出版，带来了文化业
的繁荣。而书籍的印刷发行又为教
书育人提供了文本，于是大规模的
社会教化机构就发展起来了，从书
院、经院到各类学校，社会教育蓬
勃兴起。

第四，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和生产方式，加快了社会文明进
步。印刷出版物一经问世，就震动
了宗教界和世俗社会，文化进入了
千家万户。读书成了生活方式和有
志青年的追求。而知识又改变了大
多数人的理想信念，社会的创造力
激发出来，变革的力量增强了。在
经济方面，出现印刷货币、契约、
合同、证券等印刷产品，实现了人
类第一次将资产、资本的虚拟化有
价证券代替了黄金、白银、铜钱、
土地、矿山和机器等，大大解放了
生产力，提升了贸易、投资能力。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恩
格斯等都对其作过高度肯定和精彩
的论述。

中华民族是对印刷文明作出过
特殊贡献的民族，在印刷技术的物
质载体和工艺技能方面都有着超越
世人的发明创造。印刷技术的关键
在“印”，而“印”在中国古代疆域
6000 多年前就出现了，从最初的部
落“印信”到夏、商、周王室及封
国、诸侯国的“典册授印”，都是权
威的证明。那时候印章的符号或文字

虽简略，但其制作过程已经具备印刷
的基本要素，是蔡伦造纸、雕版印
刷、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印刷出
版业进步发展的技术原理的探索过
程。正是造纸术和印刷术成就了中国
出版，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了
数以百万计的历史经典，以其强大的
传统文化力量，为中华民族立心立
命、立魂立德，熔铸了几千年生生不
息的文化血脉。这一点得到世界公
认。联合国主编的 《人类文明史》，
英国人主编的《思想史》《科技史》，
以及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的关于
印刷文化的书，都充分记述了中国的
这两大发明。而西方启蒙学者、马克
思主义的创始人等都充分肯定了中
国人对印刷文明的伟大贡献。作为
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我们为此感
到光荣而自豪。

《世界印刷文化史》 正是以文化

史的视域和历史学的方法，讲述印
刷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
事，替被誉为人类文明之母的伟大
发明立传存史，讴歌凝结在几千年
印刷技术工艺和印刷出版重塑文明
史之上的人类智慧和共同劳动成
果。书稿读之，油然而生敬意，使
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加深
入内心。初读此书，我以为有以下3
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宏大的视野。以全人类的
印刷文化起源、发展、交流、互鉴
为叙事本体，展示了全景式的印刷
文明景象。让人们看到在探索人类
文明的进程中，各个民族、各个地
域、各个时代的探索者、创造者，
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构成了
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性。坚
持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始终是文
明演进的正确选择。

二是科学的态度。以正确的历
史观和严谨的学术规范，增添了作
品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治史
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史从事出、事从人出、论
从实出，增强了历史深度和可信
度。而在研究上，则引证和吸收了
中外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丰
富了整个著作的内容和印刷文化的
厚度，体现了编著者的科学精神和
对真理性的追求。

三是爱国的情怀。在全球视野
的印刷文化中，以崇敬的笔融，表
达了对我国古代发明印刷术历史功
绩的景仰，讲述了印刷文明对中华
民族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独特作
用，以及现代印刷文化在传承历史
文化、赓续民族血脉、创造时代文
明方面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在印刷

文明、数字文明迭代融合发展的新
格局中，如何弘扬和发展印刷文
明，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的研究，更
是充满了自主、自立、自信，表达
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据我所知，宝林同志在主持中
国印刷博物馆工作时，以刻苦钻研
专业和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盘活
了馆藏资源，创新了服务社会教育
方式，以多种方法唤起了社会对印
刷文化的重视和热爱，在国内外青
少年中广泛开展了中国印刷文化的学
习和实践。尤其在学术的高度上，开
拓了《印刷文化（中英文版）》学术
期刊和国际印刷文化论坛等多个文化
交流互鉴阵地，在国际上维护了中国
印刷术发明者的声誉，使中国印刷文
化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这次编著的

《世界印刷文化史》，又是一部具有世
界性的印刷文化史，必将在世界了
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双向传播
中，起到兴文化、展形象的积极作
用。我为这些厚植文化之根的编
者、作者们点赞！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明。知古鉴今、继往
开来，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万古
长青的力量之源。让我们共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传统和创
新精神，勇担新的文化使命，坚持
开放包容和文明互鉴，实现文明新
超越，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新闻出版总
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

印刷文明研究之力作
——为《世界印刷文化史》序

□柳斌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