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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五大看点
酝酿近10年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正式启动——这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于4月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从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到加强法律衔接并落实有关国际条约义务，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诸多新看点值得关注。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将“电影作
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改为“视听作品”。修改广播权
有关表述，以适应网络同步转播使用
作品等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作
品类型不断出现。几秒钟的短视频
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吗？计算机字体、音乐喷泉、体育赛
事直播、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乃至人
工智能生成物，能否列为著作权法
保护对象？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
张洪波认为，近年来，不少新形式
的作品已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

作品，但不属于现行法律中的“电
影作品”，划入“类电作品”也有些
勉强。草案的修改更明确了作品
种类，不仅解决了实践中短视频
等新业态作品如何归类的难题，
同时也与国际公约接轨。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
长刘春田称，随着作品创作内容与表
达方式的日新月异，利用先进技术侵
犯著作权的手段也不断翻新。为解
决现行著作权法部分规定难以涵盖
新事物、无法适应新形势等问题，草
案作出包括“视听作品”“广播权”等
在内的多项修改，是我国著作权制度
不断完善的表现。

根据草案，对于侵权行为情
节严重的，可以适用赔偿数额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将法定赔偿额上限由五十万元提
高到五百万元。

统计表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
间里，法院审理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占到知识产权纠纷总量的 60％。
维权成本高、侵权赔偿数额低等问
题饱受诟病。

张洪波认为，“得不偿失”是造成
著作权维权难的主要原因。提高法
定赔偿数额、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顺应了社会各界的多年呼吁，符合我
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对
侵权盗版行为将产生强大的震慑和
警示作用。

“加强保护最重要的是确保违法
成本高于违法收益。”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

草案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应当将许可使用费收取和转付、管理
费提取和使用、使用费未分配部分等
总体情况向社会公布，并应当建立权
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
查询。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管
理。增加著作权主管部门询问当事
人、调查违法行为、现场检查，查阅、
复制有关资料以及查封、扣押有关场
所和物品等职权。

主管部门执法手段偏少、偏软，
也是造成维权难的重要原因。张洪
波认为，草案明确了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开展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法律依

据，有利于提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工作的透明度和专业能力。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会名誉会长吴汉东表示，强调国家主
管部门加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的监督、管理，能够更好地规范著作
权集体管理行为，保护著作权人利
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有利于提
高著作权领域治理效能。

阅文集团CEO吴文辉表示，仅
过去一年，中国网络文学盗版损失规
模就达50多亿元。他呼吁主管部门
持续加强管理监督，从业者提升法律
意识、加强自律，共同塑造清朗的行
业环境。

与现行著作权法相比，草案增
加了作品登记制度，方便公众了解
作品权利归属情况，明确有关作品
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认定的
登记机构办理登记。

近年来，我国著作权登记数量快
速增长。据国家版权局通报，2019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4186549
件，同比增长21.09%。一方面，我国
著作权登记数量快速增长，但另一方
面，现行著作权法中始终未对著作权
登记作出明确具体规定。

“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
下，迫切需要厘清作品权利归属。”吴

汉东认为，作品登记制度将发挥多方
面作用：明确归属，便于认定作品的
著作权主体；减少著作权纠纷，便于
在交易时厘清著作权主体；主张权利
时，登记事项可作为著作权人拥有权
利的初步证明；保护权利人的相关经
济利益；促进版权对外贸易的发展。

草案还有一些引人瞩目的修
改，如将“公民”修改为“自然人”，将

“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
延长摄影作品保护期等。

“这些修改是为了统一现行立
法术语，加强与其他民事法律的衔
接，落实我国近年来加入的有关国
际条约义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

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正志说。
刘春田表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

采用了分散立法的方式，形式上游离
于民法制度体系。修正案草案在表述
上与民法总则等民事法律保持一致，
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

王正志认为，除了加强立法，行
政执法、司法保护等方面也要进一

步发力，加快对著作权侵权的行政
处理速度，加大行政处罚和司法判
罚的力度，使用高判赔、高量刑等方
式制裁侵权者。

“著作权法的修改不仅符合我
国国情，也与国际惯例更加接轨。”
刘俊海说。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看点一 加强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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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高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修订
草案三审稿切实加强了医疗废物特
别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过程中医
疗废物的管理。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及时处理医疗废物是一个重要环
节。有的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
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建议，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医疗废物作出
更具针对性的规定。修订草案三
审稿明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能力建设。
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了监管职

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生
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危害公
众健康、污染环境。

在主体责任方面，修订草案三
审稿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法
分类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
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及时收
集、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医疗卫
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
失、泄漏、扩散。

同时，修订草案三审稿规定，重
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医疗
废物等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
置等工作，保障所需的车辆、场地、处
置设施和防护物资。

此外，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事权划分的原
则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重大传染病
疫情等突发事件产生的医疗废物等
危险废物应急处置。

据悉，修订草案三审稿还在统筹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建筑垃圾污
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减少和回收利
用包装物、强化实验室固体废物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我国拟修法
加强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医疗废物管理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记

者张泉）生物安全法草案二审稿26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草案明确，国家加
强对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采
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活动的
管理和监督，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和
生物资源安全。

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
安全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方
面。为进一步加强人类遗传资源和
生物资源管理，草案明确，开展我国
人类资源调查，制定重要遗传家系
和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申报登记
办法，开展生物资源调查，制定重要
生物资源申报登记办法。

草案规定，采集、保藏、利用、对

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
合伦理原则，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我国人
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境外组织、个人
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
或者开放使用的，应当事先报告并
提交信息备份；可能影响公众健康、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还应
当通过安全审查。

草案明确，国家加强对外来物
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相关名
录，加强对名录所载外来入侵物种
的调查、监测、预警、控制、评估、清
除以及环境修复等工作。任何单位
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
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生物安全法草案：

加强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管理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
者朱基钗 孙少龙）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草案26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第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对
政务处分的程序进一步规范、细化，
完善了听取被调查人陈述和申辩制
度，增加了政务处分的办案期限，同
时完善了政务处分决定的程序以及
内容和形式。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于
2019年8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并于当年10月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
其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
审、复核、申诉以及法律责任等。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
地方提出，应当进一步规范、细化政
务处分的程序。据此，草案二审稿
完善听取被调查人陈述和申辩制
度，增加规定，不得因被调查人的申
辩而加重政务处分。完善政务处分
决定程序，规定调查终结后，监察机
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

理。完善政务处分决定的内容和形
式，规定决定给予政务处分的，应当
制作政务处分决定书。二审稿还对
政务处分决定书的内容作出规定。

此前的草案一审稿规定，公职
人员有两种以上行为应当受到处分
的，按其数种违法行为中应当受到
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有的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按照
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有违过
罚相当原则。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
修改，明确公职人员有两个以上违法
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政务处分。依
法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种类不同的，
执行其中最重的政务处分；依法应当
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种类政务处
分的，执行该处分，并在一个政务处
分期间以上、多个政务处分期间之和
以下，确定政务处分期间，但是最长
不得超过四十八个月。

为保护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草案还明确，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
定程序，公职人员不受政务处分。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二审

中国工程院发布

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
十六大技术挑战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徐海波 温竞
华）为推动我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领域高质量发
展，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信息与
电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26日发布“中国
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六大技术挑战（2020）”，
分析了我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在感知、网络安全、
新基建等16个领域方向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这16个领域包括微电子光电子、光学工程、
感知、测量计量与仪器、电磁空间、网络与通信、网
络安全、水声工程、电磁场与电磁环境效应、控制、
认知、计算机系统与软件、计算机应用、工业软件
系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新基建。

以新基建为例，专家组介绍，以5G、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正在发挥战略性和
先导性作用，支撑疫情期间及后期的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随着建设速度的加快和规模不断扩
大，技术协同、大规模组网、应用模式创新、光电
芯片和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支撑、网络安全、高
可靠绿色化低成本、与各行业融合的垂直整合等
是该领域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香港爱国爱港人士筹备成立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新华社香港4月26日电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
建华、梁振英26日在香港同传媒茶叙时介绍，他
们决定发起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团结各界
人士，凝聚共识，为香港寻找出路。

据介绍，大联盟由董建华和梁振英共同发起，
大联盟将从社会各界邀请不同年龄层的1000多
名代表作为共同发起人，针对修例风波及新冠肺
炎疫情后香港面对的困境，配合特区政府寻找解
决方案，为年轻人找出路。

董建华表示，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对
香港冲击很大，香港发展前景雪上加霜。面对
这些困境，为了寻找解决方案，他们决定发起成
立这个大联盟，团结各界人士，凝聚共识，为香
港寻找出路。只有团结，香港才能战胜这个空
前的危机。

梁振英表示，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法治，
没有团结，香港就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也
不会有前景。大联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希望
吸引社会更多阶层、更多行业、更多年龄层的人
一起来参加，为香港寻找出路。

董建华和梁振英均强调，大联盟重在行
动，而不是为选举服务，资金由民间筹集。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
成交金额近300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吉宁）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最新数据，截
至24日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
交金额达297.78亿元。

在交易方式方面，本周（4月20日至24日）新三
板挂牌公司成交33.15亿元，其中以做市方式成交
20.39亿元，以集合竞价方式成交12.76亿元。

在指数方面，几大指数较上周呈现波动调整
态势，截至24日收盘，三板成指报973.44点，三
板做市指数报1104.74点，连续两天以绿盘报收。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本周成交金额最高的
是阿拉丁，成交额1.82亿元。

截至24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8652家。

3月我国债券市场
发行债券5.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债券
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5.3万亿元。

央行公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3月份，
我国国债发行 370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3875.2亿元，金融债券发行1.06万亿元，公司信
用类债券发行1.61万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1156.2亿元，同业存单发行1.7万亿元。

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
共计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6.87%，环比增长
85.14%。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4%，较
上月下行43个基点；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
为1.44%，较上月下行37个基点。

此外，3月份，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24.5 万亿元，日均成交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77%。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成交1.93万亿元，
日均成交879.5亿元，同比增长148.95%。

“现代商船阿尔赫西拉斯”轮靠泊在青岛港前
湾码头（无人机照片，4月26日摄）。

当日，载箱量可达2.4万标准箱的世界最大
集装箱船“现代商船阿尔赫西拉斯”轮从山东青岛
港开启首航，这条船的甲板面积超过2.4万平方
米，相当于3.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新华社发

世界最大集装箱船首航青岛港

看点二 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看点三 丰富执法手段，加大监管力度

看点四 拟增加作品登记制度

看点五 强化法律衔接，完善著作权保护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