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00 年 1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4 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3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02 次会议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第一次

修正 根据 2006 年 1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 1406 次会议《关于修

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决定（二）》第二次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和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对这类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

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

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 终端等设备

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第二条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

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

术和科学领域内 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

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第三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

唆、帮助他人实施侵 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

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第四条 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 网络实施侵犯

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

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 条的规定，

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第五条 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

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 拒绝提供的，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六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专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著作权技术保护

措施的方法、设备或 者材料，而上载、传播、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

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追究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民事侵权责 任。 

  第七条 著作权人 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

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

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 索要请求。 



 
  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依照

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在诉前申请人 民法院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

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裁定，也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八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而采 取移除被控侵

权内容等措施，被控侵权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著作权人指控侵权不实，被控侵权人因网 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遭受损失而

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由提出警告的人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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