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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技术和版权》

内容概要

《媒体、技术和版权:经济与法律的融合》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讨论美国版权法律界所涉及的媒体、
娱乐和新技术问题。我社出版了波斯纳的《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也是对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
此书与之不同之处是所涉及的领域以及讨论的方式。波斯纳的书没有涵盖数据库等比较新兴领域的法
律问题；而且也主要通过经济模型等较为深度的方式分析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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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迈克尔·A.艾因霍恩（Einhor M.A.），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远程信息研究
所资深研究员，美国菲尔莱·狄更斯大学西尔伯曼商学院教授。曾多次作为经济学顾问和专家证人参
与有关知识产权、传媒、娱乐、许可、侵权和反垄断领域案件的审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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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技术和版权》

章节摘录

版权页：1前言1.1经济学和版权在美国，原创作品的版权依据1976年版权法受到保护。该法案已被汇
编人《美国法典》第17编。[1]该法第102条将版权保护范围扩展到所有固定于任何可感知表达媒介之
上的原创作品。[2]列举的八种作品包括文字作品、音乐、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影视作品、录音
和建筑类作品。[3]第106条赋予版权所有人复制、制作演绎作品、发行、公开表演和公开展出其作品
等排他权。[4]然而，该法也就这些权利的行使设置了重要的限制，包括合理使用[5]，有效期限[6]，
思想一表达二分法[7]，首次销售规则[8]和实验室[9]、教学[10]、盲人和残疾人免责[11]等。从经济学
角度可以合理地阐释版权对艺术作品或软件的保护。大部分的生产成本必须先行投人，而创作和开发
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努力。没有版权的保护，产品将是非排他性的，也就意味着，任何看到或听到
该产品的人都可以使用其内容。虽然免费的复制、表演和展出可能使使用者获利，但诸如此类的不劳
而获将剥夺创作者从投人的努力中获得合理回报的机会。迟早，这种剥夺性的危机将使问题复杂化并
降低原创动力。对这个经济学问题，一般的补救措施是通过保护性的社会契约建立财产权一例如，版
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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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技术和版权》

精彩短评

1、涉及到较多的经济学分析，理解起来颇费力
2、从多个角度来论述版权这种法律和经济现象。
3、欧美的学术书最好的一点就是：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做的特别到位。当然这是一本写版权的书
，所以做得更到位。不过也和出版社的学术倾向有关系——那些写畅销书的外国作者（特别是记者之
类）写的书就基本上没有详细的注释和索引，大不了在数最后弄个参考文献了事。

要说缺点就是目录稍微简单了点儿。畅销书的目录往往狠抓眼球，但学术书的目录也应该起码到二级
目录。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这本书在学术逻辑的严谨上是不够的——由于思维的跳跃性和缺乏体系，
作者弄不出个像样的二级目录出来，就只好只有一级目录了。

也许作者本身不是搞经济的，所以有心想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版权以及相关的媒体、技术问题，但总体
上这不是一本用经济学方法讨论问题的书。
4、原著应该很好，可惜译者的功夫太差，我没办法读下去。看来英文好不等于翻译
5、04年的书，12年才被译成中文，近十年前美国遇到的一些网络方面的案子在中国现在才开始被讨论
。。我们是有多么落后啊。。。所以看译著永远跟不上时代。。
6、译文糟糕。原著应该是本相当可爱的书，科斯式的经济分析，稍浅尝辄止，案例梳理与经济分析
未见圆融。2、3、6、7是重要问题，可参考。
7、略艰涩难懂
8、我们对版权法的研究过多的局限于舆论的控制，言论自由的程度，较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版权
产业。换个角度看问题，天空会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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