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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权战略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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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实施版权战略促进了版权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我国应借鉴美国实施版权战略的成功经验 ,在文化产业立法、文化产业的科技投入和创新、

文化产业的产业化以及国家在政策上的扶持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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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现状
1. 美国的版权产业

在美国 ,人们主要采用“版权产业 ”来表述商

业的和法律的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广义的版权产

业 ,是指与创作、传播、复制和发行文学、艺术和科

学作品的行业和收集、储存与提供信息的信息行

业 ,主要包括图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业 ,广播、

电影、电视业、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表演与其他

娱乐业 ,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园艺设计业 ,电脑程

序设计与软件开发业 ,信息网络传播业、广告业等

等。简单地说 ,版权产业就是使用智力作品并依靠

版权保护进行经营和持续发展的产业。版权产业

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柱和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出

版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版权作为一种独

立的产业 ,美国在 1977年就确立了。为了加强版

权保护制度的建设 ,美国在 1976年修订了历经半

个多世纪的版权法。自此 ,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战

略性的转变 ,由过去以农业、重工业为主转变为优

先发展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版权产业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产业

之一 ,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和基础因素 ,其发展水平

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标尺。依照国际知识产权联

盟的标准 ,版权产业可分为四类。第一、“核心版

权产业 ”,主要包括广播影视业、录音录像业、图

书、报刊出版业、戏剧创作业、广告业、计算机软件

和数据处理业等 ,其基本特征是研制、生产和传播

享有版权的作品或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第二、“部

分产权产业 ”,产业内的部分物品享有版权保护 ,

较典型的如纺织、玩具制造和建筑业等。第三、

“发行类版权产业 ”,主要是以批发和零售方式向

消费者传输和发行有版权的作品 ,如书店、音像制

品连锁店、图书馆、电影院线和相关的运输服务业

等。第四、“版权关联产业 ”,其所生产和发行的产

品完全或主要与版权物品配合使用 ,如计算机、收

音机、电视机、录像机、游戏机和音响设备等产

业。[ 1 ]

2. 美国版权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版权产业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外汇收入、文化

扩张息息相关。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做出了重大

贡献。在美国 ,版权产业尤其是“核心版权产业 ”,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因 ,是美国“知识经济”的驱动力。根据国际知识

产权联盟发表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 : 2002年

度报告》,版权产业对美经济的作出了重大贡献。

(1)美国版权产业带动经济增长

根据有关的报告显示 ,自 1977至 2001的 24

年里 ,美国 GDP中版权产业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势

头 ,其中“核心版权产业 ”的年增长率平均为

7101% ,超过同期其他非版权类经济部门增长率

(310% )和美国经济总增长率 ( 312% )的两倍多。

24年中 ,其产值已从 1977年的 434亿美元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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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 5351亿美元。1999年以来 ,美国经济大

幅下滑 , 2001年的美国经济已显露疲惫之态 , GDP

增长从 2000年的 4114%降到 2001年的 1118%。

然而 ,美国版权产业却能“逆势而行 ”,其净产值依

然保持递增态势。在实际 GDP中 ,“核心版权产

业 ”1999 - 2000年和 2000 - 2001年的增长率分别

为 8136%和 3134%。2001年 ,美国“核心版权产

业 ”净产值总计为 5351亿美元 ,占当年 GDP比重

的 5124% ;总体版权产业产值达到 7912亿美元 ,

约占 GDP比重的 7175%。就产值来说 ,核心版权

产业超过了美国制造业中的任何部门 ,如化学、金

属加工、塑料与橡胶制品、电子设备、工业机械与设

备 ,也超过了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 2 ]

(2)美国版权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1977年 ,美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为 300万人 ,

占全国就业总量的 3130% , 2001年美版权产业就

业人数已达 800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5190%。

“核心版权产业 ”的表现尤其突出 ,创造的就业机

会远多于飞机、汽车、钢铁、药品、纺织、食品加工和

电子器件等传统知名产业 ,提供的就业量甚至比化

工、纺织、木材、造纸、家具、飞机、石油和煤炭产业

的就业人数总和还要多。

(3)美国版权产业的出口额居美国各行业之首

1991至 2001年 ,出口额平均年增长 9141%。

据保守估算 , 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 ”的出口

额至少有 88917亿美元 ,远远超过化工、汽车、飞

机、农产品、计算机和电子器件等产业的出口额。

计算机软件和电影业的出口表现最为抢眼 , 2001

年的出口额分别为 607亿 和 1469亿美元 ,是美创

造出口利润的两个大户。

二、美国版权战略的主要内容
1. 完善的法律制度 ,重视版权的保护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

国家之一 , 1790年美国就颁布实施了第一部《版权

法 》。此后 ,根据美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 ,美国国会不断地对《版权法 》加以调整和完善。

1976年美国对版权法进行了全面修改 ,修改后的

版权法构成了美国现行版权法的基本法律框架。

1976年版权法自实施以来到 2000年先后经历了

46次修正 ,经过不断修正 ,使法律更加完善 ,版权

保护也更加全面。例如 , 2003年年美国版权法将

个人著作权保护期从著作人终生及死后 50年延长

至 70年 ,公司版权保护期从 75 年延长到 1995

年。[ 3 ]

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科学技术背景下 ,文化产

业中围绕版权方面也不断地出现新的法律空白 ,为

了弥补这些空白 ,美国政府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

规。例如 ,为了加大对涉及电影和录音制造业的版

权侵权的处罚力度 ,国会在 1982年通过了《反盗版

和假冒修正法案 》。最为明显的是在数字版权领

域 ,为了加强数字版权保护 ,美国国会颁布实施了

多部数字版权保护法案。为了保护和促进美国软

件产业的发展 ,美国在 1980年就颁布实施了《计算

机软件保护法 》,成为最早采用版权制度来保护软

件知识产权的国家。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对文化

产业发展的需要 ,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反电子盗

版法 》( 1997年 )和《跨世纪数字版权法 》( 1998

年 ) ,以加强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这些法

律、法规的颁布 ,加强对美国文化产业的保护 ,提高

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在加强国内相关立法同时 ,美国大力推动知识

产权保护的国际化进程 ,以促进其文化产业占领国

际市场。根据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 ,美国通过

《伯尔尼公约实施法 》,开始对《伯尔尼公约 》的成

员国提供高水平的版权保护。当《伯尔尼公约 》对

版权保护的原则和标准 ,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需

求 ,一方面 ,他们利用 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

法 》中的特别 301条款 ,迫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美国

版权的保护 ;另一方面 ,从 1986年开始 ,美国利用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机会 ,全

力推动建立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版权保护体制

和机制 , 1994年最终达成了 TR IPS协议。大大提

高了国际保护版权的整体水平 ,而且为越来越多的

国际版权纠纷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 , TR IPS协议使

美国日益强大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广泛有效的国际

保护机制。

2. 政府制定优惠政策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

投入版权产业 ,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 ,吸引大量资本在版权产业中寻觅商机。早在

1917年 ,美国联邦税法就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

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 ,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美国

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各州、各企业

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美国还

采用贸易保护主义 ,对外国进口文化产品课以重

税 ,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 ,只能采取直接

投资的方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

的利润回报率 ,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版

权产业。目前 ,在好莱坞最具实力的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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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哥伦比亚三星的幕后老板是日本的索尼公司 ,

福克斯的老板则是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在流行

音乐产业中 ,在美国市场上赚取钞票更多的是日本

的索尼、荷兰的宝丽金、德国的 BMG等。

3. 加大版权产业的科技投入和创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版权产业的发展要依靠

科技的力量 ,不断的创新 ,创新才能创造新的文化

产品和价值。美国的版权产业非常注重加大对科

技的投入和应用 ,网络传输、数字化、通讯卫星、数

字电视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美国版权产业拥

有了向全世界扩展的“桥梁 ”和“利器 ”。例如 ,在

图书和唱片业 ,利用因特网技术开发的网上售书业

务 ,极大促进了产品销量的飞速增长。并且在文化

产品的开发上 ,在引进别国产品内容的同时 ,进行

了大胆的创新 ,加入本国文化和高科技的手段 ,大

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各种表演惟妙惟肖 ,惊心动

魄 ,让艺术和科技的真正融会贯通。

4. 遵循市场规律 ,追求高额利润

美国版权产业以产业规律来经营 ,在市场竞争

机制下 ,依靠商业运作 ,让最好的文化产品流行于

市场 ,利用市场的有利资源充分发挥其优势 ,促进

版权产业的发展。美国版权产业一直遵循“高成

本 ,高收益 ”的投资理念 ,“利润最大化 ”永远是他

们的第一信条。与普通商业投资相比 ,投资美国版

权产业的回报更为巨大和迅速。比如 ,风靡全球的

《泰坦尼克号 》投资近 2亿美元 ,《蜘蛛侠 》三部电

影的总投资近 6亿美元 ,但它们的票房收入分别高

达 18亿和 25亿美元。高收益率坚定了投资者对

投资美国版权产业的信心 ,从而使美国版权产业始

终立于不败之地。同时 ,美国的版权产业严格遵循

市场规律 ,通过产品开发、建立全球销售网络、宣传

促销和捆绑销售等多种手段和方法 ,以实现利润最

大化。例如 ,迪斯尼公司的营销策略是分五步走来

获取最大利润 :票房收入是第一轮收入 ;发行录像

带、DVD是第二轮收入 ;迪斯尼主题公园的推广是

第三轮收入 ;特许经营和品牌专卖是第四轮收入 ;

最后 ,通过电视媒体获取最后一轮收入。据统计 ,

在迪斯尼的全部收入中 ,电影发行加上后续的电影

和电视收入只占 30% ,主题公园的收入占 20% ,其

余的 50%则全部来自品牌销售。

5. 注重人才战略 ,重金培养引进、储备大量专

业人才

版权产业是智力密集型产业 ,需要吸引、培养、

储备一大批具有国际化视野、具有创新精神的管理

型人才、市场拓展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正是这些

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推进了美国版权产业的高速发

展。美国版权产业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广阔的市

场前景 ,每年从世界各地吸收大量优秀文化艺术人

才 ,源源不断地给美国文化产业市场注入新鲜血

液。在人才引进的同时 ,他们还根据产业发展的需

要 ,通过多种方式 ,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产

业人才。正是这些人才的重用 ,才使得美国版权产

业拥有现在的高速发展。

三、美国版权战略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我国

的文化产业 ,并把它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文

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和创新 ,这为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而我国所

指的文化产业比美国的版权产业在内涵和外延上

还要宽泛。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李顺德教授

认为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版权产业。从本质上讲 ,

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提供精神产品的

生产和服务的产业。狭义的文化产业就是指版权

产业 ,包括出版发行业、新闻业、广播影视业、网络

服务业、广告业、计算机软件业、信息及数据服务业

等。广义的文化产业 ,除了版权产业以外 ,还包括

艺术创作业、艺术品制作业、演出业、娱乐业、文物

业、教育业、体育业、旅游业等。我国应借鉴美国实

施版权战略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在文化产业立

法、文化产业的科技投入和创新、文化产业的产业

化以及国家在政策措施上的扶持都应该有所作为。

1. 启示之一 ———我国应建立文化产业法律保

障体系
(1)我国须制定文化产业法及相关法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秩序经济。文

化产业涵盖面广 ,牵涉到众多业务主管部门 ,如果

没有一套科学完善系统的文化产业法 ,是极不利于

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产业主要是精神产品的生

产 ,文化产业既要按照《公司法 》、《合同法 》、《证券

法 》等基本法律法规运作 ,又要遵循文化市场需求

和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 4 ]

文化产业立法首先要解决市场准入的问题。

鉴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需要降低门槛 ,以吸

收更多的资金进入文化产业。[ 5 ]比如降低注册资

本 ,注册资金不设最低限额 ,在出资方式上应该有

多样性 ,权利、技术、劳务、品牌等都可出资。在文

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也应具有多样化。可以是个

体、个人合伙和独资企业的形式 ,也可以是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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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合作组织等形式。在设立程序上要简化审查

批准程序。在规范市场上 ,制定公平竞争的文化市

场规则 ,提高文化经营效益。应该按照文化产业性

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 ,如文化产业投资法、文化市

场管理法、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等。
(2)加大打击侵权、盗版力度

我国在 2000年修改著作权法后 ,提高了著作

权保护的标准 ,超过了 TR IPS协议的最低要求 ,但

版权市场上盗版事件屡禁不止 ,这将影响我国版权

产业的发展。因此 ,我国的版权的保护在今后还有

必要继续加强。第一、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发挥

版权、新闻出版、海关、工商、公安、“扫黄打非 ”、文

化等部门联合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优势 ,形成综合

治理、齐抓共管的反盗版态势 ;大力惩治和打击重

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假冒和盗版行为 ,情节严重者 ,

一经查实 ,不仅要给予权利人足够的赔偿 ,甚至惩

罚性赔偿 ,还要加重对侵权者的刑事处罚力度。[ 6 ]

第二、加强版权的司法保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成

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 ,对审理著作权案件起到了倡

导和监督作用。建议在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繁

荣的地区 ,基层以上的人民法院都应建立知识产权

审判制度。第三、要激发权利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

识。使“尊重他人的版权 ,保护自己版权 ”的意识

深入人心 ,版权所有者、经营者应进一步提高版权

保护意识 ,积极合理地运用法律手段与技术手段打

击侵权与盗版。

2. 启示之二 ———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优

惠政策 ,培育国内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和导向 ,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

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等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的重要文件 ,提出了对文化基础设施加大投入 ,

培育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 ,文化经营单位

所得税返还和征税优惠 ,扶植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

等政策。同时 ,政府还应及时采取有效的调控措

施 ,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促进体制创新 ,

培育市场主体 ,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 ;

二是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政策 ,降低门槛 ,向民营资

本开放 ;三是积极整合文化资源 ,充分发挥在国家

宏观调控下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打

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 ,对文化资源重新

进行整合 ,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 ;四

是实施“走出去 ”的发展战略 ,采取有效措施对出

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给予优惠 ,为文化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 ,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

必要条件 ;五是扶持发展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重

点文化产业项目 ,以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 ,作为文

化产业引导资金 ,以资金补助和信贷贴息等形式 ,

支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与运营 ;六是加强文

化产业理论和政策法规研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落实等。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控措施 ,并

不会抑制文化产业的多元发展 ,而是更有利于增强

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丰富性

和多元性。

3. 启示之三 ———加大文化产业科技投入和技

术创新

文化产业的生产要求创造性和个性 ,要求自主

知识产权以及原创性 ,创新到一定程度时 ,就可以

批量生产 ,而且同一产品被拷贝的次数越多 ,其产

生的价值和品牌效应就越大。比如 ,美国的卡通产

业产值与汽车产业产值相当 ,而其视听产品出口额

仅次于航空航天等少数行业。因此 ,在文化产业竞

争十分激烈的今天 ,我们要创造竞争的优势 ,必须

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先进科技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第一、政府要制定政策法规 ,促进科技成果向文化

产业转化。对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产业实行优惠政

策和奖励 ,把文化产业的科技化研究纳入国家研究

课题。由政府拨出一定的资金 ,鼓励文化产业的科

技开发。第二、促进科技转化机制的良性运行。研

究单位、文化管理部门、科技中介机构和文化经营

单位 ,要协调疏通科技向文化产业的转化 ,加速科

技新成果向文化产业转化的进程。第三、有条件的

文化产业单位要建立研发中心。通过资金投入、招

集人才 ,瞄准尖端技术 ,开发文化产品 ,使文化产业

的经营单位集生产、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第四、提

高文化产业各个环节的科技含量。在研发手段、生

产环节、传播渠道、接受方式等方面 ,借助科技的手

段予以创新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及产品 ,建

立起自己的文化技术标准体系 ,把握制定文化产业

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只有落实这些措施 ,中国文化

产业才能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

像中国的“蓝猫 ”就是依靠自己的作品创新和

技术创新 ,赢得了与外国版权产业巨头叫板的机

会。[ 7 ]从 2001年开始 ,“蓝猫 ”跨越多个行业迅速

延伸到图书、音像、玩具、文具、鞋服等 16个行业。

目前这部动画片仅品牌授权年收入已达 1600万

元 ,版权输出至 15个国家和地区 ,专家估计“蓝

猫 ”的核心版权产业年销售额将超过 4亿元。

4. 启示之四 ———掌握版权市场的运行规律

在文化产业中 ,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营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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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特的产业链模式 ,而这种产业链模式的本质是

要求投资者、经营者和从业者必须走向市场 ,遵循

市场运行规律 ,注意文化创新 ,开拓产业资源 ,加大

科技投入 ,刺激市场消费 ,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比如 ,我国三臣卡通集团就借鉴了迪斯尼的商

业运作模式 ,在“蓝猫 ”上做文章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一是组建了蓝猫产业群 :依托蓝猫卡通形象为

品牌资产 ,通过商标分类授权的形式与其他众多公

司形成股份公司。蓝猫产品研发和设计主要采取

委托研发或买断技术的形式 ,借助外部科研力量组

建虚拟研发网络。蓝猫制造主要依靠采取 OEM形

式或由品牌授权公司制造。蓝猫销售渠道主要靠

自建的 2600家专卖店和合作伙伴的网络。蓝猫在

品牌运作上借鉴了宝洁的多品牌策略 ,推出了“淘

气 ”、“咖喱 ”、“菲菲 ”、“甜妞 ”等子品牌。蓝猫的

广告宣传主要依靠蓝猫系列卡通电视片或者用节

目换取电视台广告播放权形式。二是“蓝猫 ”的版

权产业延伸。三臣卡通企业集团以系列卡通电视

剧中的“蓝猫 ”形象为品牌 ,以“蓝猫 ”观众 ———儿

童为目标市场 ,进行版权产业延伸 ,开创了我国

“版权产业延伸 ”之先河。蓝猫独特的“艺术形

象 —生产制造 —整合营销 ”产业链模式被业内尊

称为“蓝猫模式 ”。

5. 启示之五 ———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

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上的竞争 ,不仅仅

是资本实力、技术含量、市场环境、品牌专利等方面

的竞争 ,更主要的是文化产业人才的竞争。如果没

有尽快解决人才问题 ,就必然会拖文化产业发展的

后腿 ,造成研发落后、文化产品缺乏竞争力、营销模

式落后、经营效益差 ,甚至大量的文化企业被国际

集团兼并的危险。所以 ,培养引进文化产业专业人

才 ,丰富人才资源 ,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我国应高

度关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 ,完善人才激

励机制 ,拓宽人才选拔途径 ,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的环境。目前急需培养和引进的是 :科技创新人

才、经营管理人才、文化经纪人才、文化传播和营销

人才。要创造条件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 ,实施

引得进、留得住、用得活的人才战略。国家文化产

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以及综合性大学 ,应积极参

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 ,为文化产业可

持续发展积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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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lightenm en t of Am er ican copyr ights stra tegy on Ch ina πs cultura l

industry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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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 lementation of copyright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romotes copyright industry rap id development and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econom ic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American copy2
right strategy, enhance the support to cultural industry legislation, scientific investment in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in2
dustrializ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other relate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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