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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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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激励科技创新、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版权登记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形式。科技报

告是科研项目投入的成果形式，实行科技报告版权登记有助于认定和公示版权权利状态，激发创作热情，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和应用，保障交易安全，提高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对科技报告登记制度的内涵、现

状、登记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并为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建立提出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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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very important to encourag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keep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is the resul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opyright regist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helps to Identify and state public copyright rights, stimulate creative enthusiasm,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nsure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s,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and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and principle of th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and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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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作为科研活动的过程、进展和结

果的记录与归纳，饱含了科研人员的创作智慧和

创新成果，是一种重要的科技文献，承载着科研

机构的知识资产和技术诀窍。科技报告作为一种

知识产品，通过合理传播和转化利用，能够创新

产品和服务，带来高附加值，创造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因此，科技报告的权利主体应该拥有

版权，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目前，科技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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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刚刚兴起，需要在强化对科技报告知识产

权认识的同时，做好科技报告产权归属的认定工

作，建立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向第三人宣告

权利，使得权利关系比较透明，提升科研人员撰

写呈交科技报告的积极性，规范科技报告使用行

为和服务方式，在推进科技报告传播和利用的同

时，维护和保障科技报告版权人的利益，保护交

易安全。本文就建立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有

关问题作一扼要阐述。

1 科技报告版权登记的意义

（1）版权登记具有版权认定作用，确立版权

归属

版权登记的本质是对事实的认定，即认定

版权归属于某人的一种事实状态，从而为保护权

利人合法权益提供初步证据。例如：美国法律确

定，作品进行版权登记后，就可以作为法庭上的

初始证据使用 [1]。日本版权法也规定，对作品进

行版权归属登记后，推定登记事项为真实，并将

其作为版权的初始证据。我国《计算机软件版权

登记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中

也做出规定，版权登记证明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

据。我国《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也可以推断

出登记的目的在于“为解决版权纠纷提供初步证

据”。

（2）版权登记起到版权公示作用，宣示权利

状态

由于版权具有非物质性特点，可被多人以

不同或者相同方式使用，特别是对于没有发表的

作品，更需要以某种方式表征权利状态，防止侵

权。版权登记本身不仅包括“登录与记载”，而

且向社会公开，供不特定人查询 [2]。通过版权登

记，并在某个平台进行公布，以登记方式表征作

品的权利归属和交易状态，一方面可以表明作品

的版权归属，保护版权人权利，另一方面可以防

止“一物多用”，避免第三人受到损害。

（3）版权登记可以激励权利人撰写、利用科

技报告的热情

版权登记制度是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登

记机关通过版权登记，为版权人颁发版权证书，

提供版权证明文件，一方面保护权利人在科技报

告传播、共享、转化、应用中的权利，防止利益

受损，免除权利人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发权利人

撰写、呈交科技报告的热情。另一方面通过版权

登记这种确权行为，宣告权利人对科技报告拥有

版权，本身也是对作者科研能力的一种表彰和认

可，可以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撰写高质量的科

技报告。

（4）版权登记能够保障交易安全，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版权是一种“超越性品质”的抽象物，不能

像有体物那样为人所实际占有，同时又具有开放

性和资源可共享性，如果这样，则更容易遭受侵

害 [3]，很容易导致同一作品多次转让，允许多人

使用，或者第三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盗用他

人版权的情况发生。版权登记具有可确信的权利

外观，取得权属证明文件，可使交易者准确掌握

作品的权利信息，了解作品的权属状况和交易状

态，增加其交易信心，消除后顾之忧，保障交易

安全，促进知识产权转化和利用。

2 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内涵

我国是《尼泊尔公约》的成员国。按照《尼

泊尔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版

权实行自动产生原则，即一件作品的版权自作品

被创作完成时即自动产生，并受到法律保护，而

不需要履行登记程序 [4]。但由于版权的客体具有

无形性，权利人不能对版权发生实在而实际的控

制，加之作品可以通过复制等方式为他人所用，

很容易造成版权侵害情况的发生，因此版权登记

制度应运而生。版权登记通过将作品在版权行政

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对版权进行形式上的确认，

起到进一步明确版权归属，洞察版权交易状态，

回避版权传播利用风险，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版

权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科技报告是科技人员为了描述其从事的科

研、设计、工程、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过程、进

展和结果，并按照规定的标准格式编写而成的特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7卷第5期  2015年9月

─22─

种文献 [5]。科技报告内容翔实、专深，包括：科

研的基本原理、方法、技术、工艺和过程等，附

有图表、研究数据以及研究方法，承载了科研人

员的智慧、思想和方法，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

价值的知识产品，是拥有版权的，应当受到版权

保护。我国《著作权法》指出，著作权法保护的

作品类型包括：以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工程技术等形式创作的作品。科技报告则

属于以自然或社会科学为内容的文字作品类型。

然而，科技报告不用于一般作品，科技报告是政

府资助科技计划项目所产生的科技成果形式。我

国对于政府资助科技项目所产生的科技成果的知

识产权，同美国、日本等国一样，经历了由国家

所有向项目承担单位所有的转变过程。之前，公

共资助的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归国家所有，导致普

遍面临转化率低，商业利用率低，资助目标难以

达到的难题。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

日本等国开始进行公共资助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将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下放

给项目承担单位。激发了项目研究单位的研发活

动，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提升了这些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6]。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在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

果知识产权的改革中，也进行了“放权让利”。

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关于

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

均就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做出规

定：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

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

国家授予项目承担单位。科技报告作为政府财政

投入科技计划项目的成果产出形式，其版权归项

目承担单位所有，即项目承担单位是科技报告的

版权人，是版权登记的申请人和权利人，可以对

科技报告进行版权登记、交易等版权处置行为。

因此，科技报告版权登记是指项目承担单位向科

技报告版权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登记机构将

科技报告的版权归属以及交易变更等情况进行审

核、登记的行为。

3 我国版权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1）缺乏对版权登记的一般法律规定

我国《著作权法》作为版权保护的基本法

律，至今没有规定版权登记制度，体现了我国著

作权法在保护版权方面的不完善性。虽然我国制

定了《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办法》《著作权质押登记办法》等有关版权

登记的部门规章，但是，由于缺乏《著作权法》

的基本规定，使得这些部门规章缺乏一定的法律

依据。另外，由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较低，使得

版权登记的法律地位无法得到体现。

（2）缺乏科技报告版权登记的特别规定，无

法对科技报告版权进行有效保护。

虽然我国于1994年颁布了《作品自愿登记

试行办法》，但是，该办法只是针对一般作品的

版权登记，仅简单地规定了登记机关、登记程序

等内容，对于登记效力、登记费用等问题并没有

做出明确规定。而且登记的审查标准、登记程序

等均存问题，需要修改。我国于2002颁布了新的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对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进行版权登记保护。而科技报告作为公共

财政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的科技成果，承载了大

量的科技知识资源，更需要知识产权保护。但是

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相

关规定，虽然科技部《科技成果登记办法》规定

了科技成果登记制度，但是这种登记行为只是科

研管理部门统计、管理科技成果的一种手段，并

不具有权属证明的法律效力 [7]，无法起到科技报

告版权保护的作用。这种制度上的缺失势必影响

项目承担单位撰写、传播、利用科技报告的积极

性，影响科技成果的利用、转化率。

（3）缺乏对版权登记效力的明确规定，影响

版权登记作用的发挥

无论是《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还是《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都缺乏对版权登记

效力的明确规定。尽管可以从《作品自愿登记试

行办法》第1条推断出登记的初步证据效力，但

是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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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版权法第410条明确规定：“在任何诉讼

程序中，在作品首次出版以前进行登记的证明，

或在作品首次出版以后5年内进行登记的证明均

应成为版权有效或证书中所述事实确实性的初

步证据。”第411和412条分别规定，在特定情况

下，登记是提出侵权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对某些

侵权行为获得救济的前提条件。《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登记办法》甚至连登记效力的推断都没有，

这将极大地消弱了版权登记制度在维护交易安

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

（4）数字化环境下对登记作品缺乏管理与利

用措施

 版权登记所保护的是作品的版权不受侵

犯，但同时作品是承载了创作者智慧的知识资

源，在保护作品版权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如何更

好地传播、利用作品，使其能够为更广大的公众

服务，创造更高的价值，同样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问题。美国国家版权局是版权登记的统一机关，

而国家版权局是国会图书馆的下属机构。美国版

权法规定，在版权局登记的作品应当同时向国会

图书馆提交一份作品的副本或复印件，作为国会

图书馆的资源进行储存。因此，美国版权登记不

但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而且丰富了国会图书馆

的收藏资源内容，促进了作品的传播和利用。我

国版权登记的机关为各级版权局及其所属的专业

机构，虽然国家版权局建立了统一的作品登记信

息数据库管理平台 [8]，但是该平台的主要是登记

行为管理和登记信息的查询工具，并没有展示更

多的作品信息，难以实现知识储存、交流、利用

的作用。

4 建立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原则

科技报告版权登记除了要遵循客观、准确原

则，及时、效率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基本原

则外，还要遵守如下几项原则。

4.1 自愿登记

自愿登记是国际版权保护遵循的普遍原则。

因为版权具有人身权属性，属于私法自治的范

畴，应当尊重权利人的意识自治，不要过分干

预。另外，版权本身属于自动取得方式，版权人

在法律上已经拥有版权，登记只是版权人对版权

采用的进一步保护措施，对于是否采取进一步保

护措施，应当尊重权利人的意思。美国版权登记

曾经历了从强制登记向自愿登记的过程，目前

自愿登记已经深入人心，年均申请量达50万余

件 [9]。

版权登记除了保护版权，还有公共服务的性

质，因此登记既不能不收费，也不能收费过高。

不收费，有可能引发“烂申请”，无法拦截无价

值的作品，导致垃圾版权和版权丛林问题，同时

也会增加登记部门的审核负担。收费过高则打击

申请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登记制度的建立。美国

实行登记收费，经过数次调整，现在通过纸质申

请提交的收费标准是每件45美元，网络提交的收

费标准是每件35美元。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4.2 统一登记

建立统一的版权登记机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

做法，美国版权登记机构是国家版权局。该局是

国会图书馆的下属机构，美国作品在登记以后便

同时成为国会图书馆的公共资料 [1]。我国科技报

告来源渠道众多，既包括科技部、交通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国家级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报

告，还包括省、市等地方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报

告。为了方便登记、查询和利用，避免造成重复

登记、权利冲突等问题，应当建立统一的科技报

告版权登记机构。鉴于科技部在国家科技报告制

度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委托相关科技信息机构负

责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建设与运行的做法，建

议在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建设运行中，由受委

托的科技信息机构同时担当科技报告版权统一登

记的职责，负责受理科技报告版权登记申请，审

查申请材料，做出登记决定，颁发登记证书等工

作。将科技报告版权登记与呈交、审核、收藏、

共享、利用等工作相统一，实现对科技报告的全

面、统一管理。

4.3 强化公示

版权登记是对作品权属事实和交易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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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手段，根据登记属性的不同，可划分为版权

权属登记和版权交易登记。权属登记是对静态事

实状态的记录，指科技报告完成时，科研机构作

为版权人初次向登记机构申请版权登记，颁发

版权登记证书的行为。变更登记是对动态事实的

记录，是指在科技报告利用过程中，当发生版权

交易时，交易人须向登记部门登记版权转移的相

关信息。权属登记是科技报告的初始登记，登记

事项一般包括：申请人姓名、所属地、代办人姓

名、职务、联系方式、所属项目名称、项目编

号、资助形式和级别、完成时间、发表情况、相

关财产权内容等信息；变更登记事项一般包括：

变更原因、时间、权利继受人、权利类别，如果

属于交易的，需写明交易当事人、交易时间、地

点、合同书信息、涉及的财产权内容等信息。

4.4 法定程序  
版权登记需要遵循一定程序，简捷、便民、

高效，通过网络化数字业务平台，经历在线申

请、审核、公示和颁证等环节。（1）申请。应当

按照要求填写、提交申请表，申请表的内容一般

包括：申请人信息，作品信息（包括科技报告内

容、项目名称、资助方式、完成时间、地点、

作者、是否发表等），其他与科技报告有关的信

息等。（2）审查。分网上预审和书面审查两个阶

段，审查人员根据申请人在线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网上预审，如果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申

请人进行补充、更正。如果网上预审通过，则通

知申请人提交书面材料，进行书面审查。（3）
公示。  对于通过审查的科技报告，设定一定的

公示期，公示期为异议期，在公示期内，利害相

关人可以对版权登记情况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应

的证明材料。如果异议成立，则驳回版权登记申

请。对于驳回的异议申请，给予申请人一次申请

复审的机会。如果异议不成立，则公示期满后做

出予以登记的决定。（4）颁证。对于公示期满无

异议或者有异议但是经调查核实后无争议的科技

报告，由登记机关颁发科技报告版权登记证书，

登记证书应当根据科技报告的类型、渠道等特点

设定标准统一的登记编号，方便归类和查询。

5 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建设策略

5.1 制订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办法

美国早在1790年就首创了《联邦登记法》，

开始实施版权登记制度。我国现行《著作权法》

并没有规定版权登记制度，1994年国家版权局

发布的《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主要针对一般

性作品的版权登记，简单规定了登记机关、程序

等内容，并没有对科技报告这种特别的科技成果

版权登记做出规定。科技部发布的《科技成果登

记办法》只是对科研项目成果的统计管理手段，

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科技报告知识产权保护的作

用。我国已经制定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

法》，并起到较好的效果，建议结合科技报告制

度建设专门制订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办法，给与科

技报告版权登记的权属证明法律效力，对科技报

告版权登记的原则、主体、机构、内容、效力、

标准、费用、程序等事项做出明确规定。 
5.2 建立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平台

随着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

建立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需要从系统和技术

手段上保障制度的运行，美国2007年之前主要

采用邮局寄送方式申请版权登记，2007年之后

采用电子申请系统，实行网上登记，降低了登记

成本，缩短了登记时间，提高了登记效率。建议

结合我国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建设和运行，

开发统一的科技报告登记平台，推行网上登记系

统，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对科技报告版权登记进行

统一管理。同时，在科技报告工作中结合科技报

告版权登记建立科研人员科技报告作品版权数据

库，并通过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各项服务措

施的推行，向公众开放公示科技报告版权信息，

供公众查询监督和使用。

5.3 实行分类登记、强化版权审核

科技报告不同于一般作品，首先，科技报

告产生于科技项目，我国科技项目类型众多，有

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利益和重大公共利益的，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科技报告因涉及国家秘密和国

家安全不能公开。其次，科技报告本身内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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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仅描述了科研过程的细节，而且涉及技术

秘密、工艺诀窍和图纸配方等知识产权，对科技

报告版权的利用和处分，将涉及其他知识产权问

题。因此，在科技报告版权登记时，要实行分类

登记，分级管理方式，强化对科技报告的版权审

核，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涉密科技报

告，另行渠道处理。对于涉及技术秘密、专利、

软件等其他知识产权问题时，遵照相关法律的规

定办理。

5.4 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

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版权登记机制有

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科技报告版权登记的积极性，

推进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的发展。所以，科研

机构需要将科技报告版权登记与科研评价、绩效

考核相结合，将版权登记作为科研人员绩效考核

的重要依据，对完成版权登记的科技报告撰写人

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相关部门应当对完成科技报

告版权登记数量和质量较高的科研单位给予表彰

奖励，并在新项目评审中优先安排。应该鼓励、

支持企业进行科技报告版权登记，登记质量和数

量将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创新型企业认定、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申请的重要资格指标和条

件。将科技报告版权登记作为科研机构科研水平

和科研实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5.5 强化科技报告版权保护意识和社会氛围

应当强化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版权保护意

识和社会氛围，将科技报告版权保护工作贯穿于

科技报告工作的全过程。在立项之初，需要向科

研人员讲解科技报告版权登记的重要性和版权登

记的相关规定，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

律和科技报告撰写呈交和利用的权益通告给课题

组。在科技报告工作中，需要在科技报告呈交、

审核、登记、传播、转化、应用、交易的各个环

节加强科技报告版权保护工作。向科研人员和课

题组培训和宣传每个阶段的保护内容和方式，及

时提醒科研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版权登记，同

时在登记时给予指导 [10]。项目结项时，要审核

是否所有科技报告都进行登记，获得版权权属证

明。 

6 结语

版权登记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已经建立和成熟，我国

版权登记制度具有滞后性，与我国科技投入规模

有很大差距。科技报告是科技计划项目的重要产

出形式，需要建立完善的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

保证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权益，实现

科技资源持续积累和开放共享，保障科技报告转

化交易安全，促进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的推广应用

及产业化，进而实现科技计划项目的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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