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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缔约各方，

出于以尽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发展和维护保护作者对其文学和艺术作品之权利的愿

望，

承认有必要采用新的国际规则并澄清对某些现有规则的解释，以提供解决由经济、社会

、文化和技术发展新形势所提出的问题的适当办法，

承认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汇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作与使用的深刻影响，

强调版权保护作为文学和艺术创作促进因素的重要意义，

承认有必要按《伯尔尼公约》所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

、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达成协议如下：



第 1 条
与《伯尔尼公约》的关系

(1)

对于属《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所建联盟之成员国的缔约方而言，本条约

系该公约第20条意义下的专门协定。本条约不得与除《伯尔尼公约》以外的条约有任

何关联，亦不得损害依任何其他条约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2)

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减损缔约方相互之间依照《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已承担的现有义务。

(3)

“《伯尔尼公约》”以下系指《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7月24日的

巴黎文本。

(4) 缔约各方应遵守《伯尔尼公约》第1至21条和附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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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版权保护的范围

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

第 3 条
对《伯尔尼公约》第2至6条的适用

缔约各方对于本条约所规定的保护应比照适用《伯尔尼公约》第2至6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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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1条第(4)款的议定声明：《伯尔尼公约》第9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完全适

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
保护的作品，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意义下的复制。

2

关于第3条的议定声明：不言而喻，在适用本条约第3条时，《伯尔尼公约》第2至6条中的“本联

盟成员国”，在把《伯尔尼公约》的这些条款适用于本条约所规定的保护中，将被视为如同系指
本条约的缔约方。另外，不言而喻，《伯尔尼公约》这些条款中的“非本联盟成员国”，在同样
的情况下，应被视为如同系指非本条约缔约方的国家，《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8)款、第2条之

二第(2)款、第3、4和5条中的“本公约”，将被视为如同系指《伯尔尼公约》和本条约。 后，

不言而喻，《伯尔尼公约》第3至6条中所指的“本联盟成员国之一的国民”，在把这些条款适用

于本条约时，对于系本条约缔约方的政府间组织，指系该组织成员的国家之一的国民。



第 4 条
计算机程序

计算机程序作为《伯尔尼公约》第2条意义下的文学作品受到保护。此种保护适用于各

计算机程序，而无论其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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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数据汇编(数据库)

数据或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用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

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资料本身，亦不损害汇编中的数据

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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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发   行 权

(1)

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

原件或复制品的专有权。

(2)

对于在作品的原件或复制品经作者授权被首次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之后适用本条第(

1)款中权利的用尽所依据的条件(如有此种条件)，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影响缔约

各方确定该条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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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4条的议定声明：按第2条的解释，依本条约第4条规定的计算机程序保护的范围，与《伯尔

尼公约》第2条的规定一致，并与TRIPS协定的有关规定相同。

4

关于第5条的议定声明：按第2条的解释，依本条约第5条规定的数据汇编(数据库)保护的范围，

与《伯尔尼公约》第2条的规定一致，并与TRIPS协定的有关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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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6和7条的议定声明：该两条中的用语“复制品”和“原件和复制品”，受该两条中发行权
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



第 7 条
出 租 权

(1)   (i) 计算机程序、

 (ii) 电影作品、和

(iii) 按缔约各方国内法的规定，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

的作者，应享有授权将其作品的原件或复制品向公众进行商业性出租的专有权。

(2) 本条第(1)款不得适用于：

  (i)程序本身并非出租主要对象的计算机程序；和

 (ii)

电影作品，除非此种商业性出租已导致对此种作品的广泛复制，从而严重

地损害了复制专有权。

(3)

尽管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缔约方如在1994年4月15日已有且现仍实行作者出

租其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复制品获得合理报酬的制度，只要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

品的商业性出租没有引起对作者复制专有权的严重损害，即可保留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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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向 公 众 传 播 的 权 利

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11条第(1)款第(ii)目、第11条之二第(1)款第(i)和(i

i)目、第11条之三第(1)款第(ii)目、第14条第(1)款第(ii)目和第14条之二第(1

)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

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

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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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6和7条的议定声明：该两条中的用语“复制品”和“原件和复制品”，受该两条中发行权
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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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7条的议定声明：不言而喻，第7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不要求缔约方对依照该缔约方法律

未授予其对录音制品权利的作者规定商业性出租的专有权。这一义务应被理解为与TRIPS协定第1
4条第(4)款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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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8条的议定声明：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施不致构成本条约或《伯尔
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并且，第8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理解为阻止缔约方适用第11条之二第(
2)款。



第 9 条

摄影作品的保护期限

对于摄影作品，缔约各方不得适用《伯尔尼公约》第7条第(4)款的规定。

第 10 条
限制与例外

（1）

缔约各方在某些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况

下，可在其国内立法中对依本条约授予文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规定限制或例外。

（2）

缔约各方在适用《伯尔尼公约》时，应将对该公约所规定权利的任何限制或例外限于

某些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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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关于技术措施的义务

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

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

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

第 12 条
关于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

(1)

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补救而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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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10条的议定声明：不言而喻，第10条的规定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中依《伯尔尼公约》

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同样，这些规定应被理解为允
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

另外，不言而喻，第10条第(2)款既不缩小也不延伸由《伯尔尼公约》所允许的限制与例外

的可适用性范围。



合理根据知道其行为会诱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对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涵盖的

任何权利的侵犯而故意从事以下行为：

  (i) 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任何权利管理的电子信息；

 (ii)

未经许可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或向公众传播明知已被未经许

可去除或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或作品的复制品。

(2)

本条中的用语“权利管理信息”系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

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

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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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
适用的时限

缔约各方应将《伯尔尼公约》第18条的规定适用于本条约所规定的一切保护。

第 14 条
关于权利行使的条款

(1) 缔约各方承诺根据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本条约的适用。

(2)

缔约各方应确保依照其法律可以提供执法程序，以便能采取制止对本条约所涵盖权利

的任何侵犯行为的有效行动，包括防止侵权的快速补救和为遏制进一步侵权的补救。

第 15 条
大   会

(1) (a) 缔约方应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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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12条的议定声明：不言而喻，“对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涵盖的任何权利的侵犯”的
提法既包括专有权，也包括获得报酬的权利。

此外，不言而喻，缔约各方不会依赖本条来制定或实施要求履行为《伯尔尼公约》或本条约
所不允许的手续的权利管理制度，从而阻止商品的自由流通或妨碍享有依本条约规定的权利。



    (b) 每一缔约方应有一名代表，该代表可由副代表、顾问和专家协助。

    (c)

各代表团的费用应由指派它的缔约方负担。大会可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称为

“本组织”）提供财政援助，以便利按照联合国大会既定惯例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或向

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缔约方代表团参加。

(2) (a) 大会应处理涉及维护和发展本条约及适用和实施本条约的事项。

    (b)

大会应履行依第17条第(2)款向其指定的关于接纳某些政府间组织成为本条约缔约方

的职能。

(c)

大会应对召开任何修订本条约的外交会议作出决定，并给予本组织总干事筹备此种外

交会议的必要指示。

(3) (a) 凡属国家的每一缔约方应有一票，并应只能以其自己的名义表决。

    (b)

凡属政府间组织的缔约方可代替其成员国参加表决，其票数与其属本条约缔约方的成

员国数目相等。如果此种政府间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行使其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

参加表决，反之亦然。

(4) 大会应每两年召开一次例会，由本组织总干事召集。

(5)

大会应制定其本身的议事规则，其中包括特别会议的召集、法定人数的要求及在不违

反本条约规定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决定所需的多数。

第 16 条
国 际 局

本组织的国际局应履行与本条约有关的行政工作。



第 17 条
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资格

(1) 本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均可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2)

如果任何政府间组织声明其对于本条约涵盖的事项具有权限和具有约束其所有成员国

的立法，并声明其根据其内部程序被正式授权要求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大会可决定

接纳该政府间组织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3)

欧洲共同体在通过本条约的外交会议上做出上款提及的声明后，可成为本条约的缔约

方。

第 18 条
本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除本条约有任何相反的具体规定以外，每一缔约方均应享有本条约规定的一切权利并

承担本条约规定的一切义务。

第 19  条
本条约的签署

本条约应在1997年12月31日以前开放供本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和欧洲共同体签署。

第 20 条
本条约的生效

本条约应于30个国家向本组织总干事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三个月之后生效。

第 21  条
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生效日期

本条约应自下列日期起具有约束力：

   (i) 对第20条提到的30个国家，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ii) 对其他各国，自该国向本组织总干事交存文书之日满三个月起；

(iii) 对欧洲共同体，如果其在本条约根据第20条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

书，则自交存此种文书后满三个月起，或如果其在本条约生效前交存批

             准书或加入书，则自本条约生效后满三个月起；

      (iv) 对被接纳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其他政府间组织，自该组织交存加入   

书后满三个月起。

第 22 条
本条约不得有保留

本条约不允许有任何保留。

第 23 条

退    约

本条约的任何缔约方均可退出本条约，退约应通知本组织总干事。任何退约应于本组

织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 24 条
本条约的语文

(1)

本条约的签字原件应为一份，以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签署，

各该文种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

除本条第(1)款提到的语文外，任何其他语文的正式文本须由总干事应有关当事方请

求，在与所有有关当事方磋商之后制定。在本款中，“有关当事方”系指涉及到其正

式语文或正式语文之一的本组织任何成员国，并且如果涉及到其正式语文之一，亦指

欧洲共同体和可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其他政府间组织。



第 25 条
保 存 人

本组织总干事为本条约的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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