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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CC协议（知识共享协议）为视角，探讨网络环境下科技报告知识产权授权许可。首先介绍CC协议，分析科

技报告知识产权问题。然后对CC协议在科技报告知识产权的适用性进行分析，认为CC协议对科技报告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于：为非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科技报告的提交提供了重要动力，为承担财政支持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种知识产

权授权选择，有效地促进了科技报告的开放共享。最后进行案例分析，提出适用于科技报告的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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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C protocol, analyz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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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CC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lies in pro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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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推进，部分

政府科技报告陆续上网公开以供用户进行公共查

询、全文浏览，但在当前科技报告知识产权归属

尚未明晰、知识产权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容

易产生未经授权许可进行复制、上载、传播科技

报告等行为，导致科技报告开发利用中的知识产

权风险，因此需要建立与完善科技报告知识产权

授权许可机制 [1]。这种授权许可机制是面向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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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方的权益保护办法和权益平衡机制 [2]，对

于维系知识产权和开发利用科技报告信息资源之

间的平衡有着重要作用 [1]。本文以CC协议为视

角，探讨科技报告著作权的授权机制。

1 CC与CC协议

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 Commons，简称

“CC”）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

斯格（Lawrence Lessig）等于 2001 年发起成立，

是一家非营利组织。CC的产生契合了网络时代

知识产权保护的境况。一方面，各国对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逐步提高，作品在创作完成时自动“保

留所有权利”，每一次使用作品都要受到规制，

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创新；另一方面，随着互

联网的出现，各种创作品取得、复制和传播的成

本变得极低，创作者知识产权易于被非法利用。

为使知识产权保护和创作品自由使用达到平衡，

CC基于“使用私有权利创造公共产品”的理念，

提出通过自愿和自由选择，即宣布“保留部分权

利”，构建一个合理、灵活的著作权体系，鼓励

对知识创造成果合法地分享与演绎。这样既可以

体现自我价值，又可以通过许可公众自由使用作

品，激发创新和交流 [3-4]。

CC协 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是 由

CC发布的适用于各类型作品分享的标准化版权许

可协议。它既适用于网络上的数字作品（文学、

美术、音乐等），也适用于非网络作品 [5]。CC协

议以相关著作权法律为基础，最初版本于 2002 年

在美国发布，但鉴于各个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

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CC随后以司法管辖区为

基础，结合当地著作权法，开展CC协议的本地

化工作。截至目前，知识共享组织已经完成了包

括中国大陆、美国、法国、德国等在内的 37 个国

家和地区的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中国大陆版

CC协议已于 2012 年底正式升级为 3.0 版本 [6]。

CC协议由授权要素和授权模式组成。其中，

授权要素有 4 个：署名（BY）、相同方式共享

（SA）、禁止演绎（ND）和非商业性使用（NC），

每一个授权要素都有其特殊的含义，规定了作

品创作者和使用者的相应权利和义务。4 个授权

要素进行不同的组合形成 6 套授权模式，即署

名（BY）、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署

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非商业性使

用（BY-NC）、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

共享（BY-NC-SA）、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

止演绎（BY-NC-ND）。这些授权模式构成了从

“松”到“紧”的授权限制，给作品的创造者提

供更加灵活便利的选择，为网络上的数字作品提

供了新的“护身符”[7]。

2 CC协议对科技报告著作权的适应性

2.1 适应性分析

（1）CC协议宗旨与国家推进科技报告制度

建设的最终目标一致。CC是授权许可下的自由

使用，作为一种资源共享模式，其对知识创造成

果合法分享与演绎的鼓励，能够有效促进公众

对作品的充分利用，促进科技创新。国家科技报

告工作则“以服务科技创新为根本目标，建立科

技报告共享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公众等提供开放

共享服务，推动科技报告的持续积累和开放共

享”[8]。CC协议宗旨与国家推进科技报告制度

建设最终目标一致，通过促进科技报告的开放利

用，带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2）CC协议是对科技报告技术保护手段的

有益补充，丰富、细化了科技报告版权保护手段

和版权保护内容。科技报告的共享服务主要是通

过专门的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向用户提供。根

据科技报告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科技报告服务

系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用户访问权限模型、权

限分配机制、用户审核机制和用户访问控制机

制。这种授权体系虽然保证了科技报告的安全

性，但由于只能通过向作者本人发送请求或者获

取阅点才能获取到全文 [9]，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科技报告的使用。但鉴于科技报告的公共资源

属性，强化科技报告的开放共享是必然的。CC
协议既能够保证相关著作权，又规定了作品的使

用方式，在内容上对用户访问权限模型等技术保

护手段形成了补充，丰富、细化了科技报告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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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手段和内容。

（3）CC协议成为承担非财政支持科研项目

的科研人员呈交报告的重要动力。当前科技报告

工作中要求财政性资金资助科技项目强制呈交科

技报告，对社会资金资助的科研活动鼓励引导

呈交科技报告 [8]。考虑到科技报告内容上的特殊

性和科技报告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类知识产权风

险，相当多的承担社会资金资助科研活动的科研

人员尚未主动呈交报告。而CC协议提供了一种

版权授权模式和安全性保证，让这些科研人员能

够按照自己的需求确定科技报告的授权以扩大自

身的影响力，成为承担非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的

科研人员呈交科技报告的重要动力。

（4）CC协议内容基本涵盖了科技报告著作

权内容，是一种对自身权利的宣示。科技报告著

作权在内容上囊括了 4 项人身权（署名权、修

改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 8 项财产

权（发行权、表演权、广播权、汇编权、翻译

权、改编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10]。CC
协议授权要素中，署名成为其基本要素之一。同

时，与CC协议英文文本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比

较，CC协议大陆版本加入了禁止侵犯作者著作

人身权的条款 [11]。除此之外，它还允许创作者自

愿根据著作权法赋予的权利授权他人在满足特定

条件下复制、展览、表演、放映、传播、修改和

发布其作品 [12]。CC协议的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

科技报告著作权内容，而且CC模式的前提就是

承认创作者的版权 [13]，创作者在使用CC协议进

行授权的同时，也直接宣示了授权人对作品的相

关权利，无需进行专门的版权登记。

（5）作为一种自动的标准化的直接授权模

式，简单易用。CC协议在中国大陆根据我国现

行著作权法已经发布了多个版本，而且CC协议

条款除采用法律文本、元数据两种方式进行表

述外，还采用了普通文本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文

字进行表述，可以让使用者更明晰如何使用。同

时，CC协议的许可说明和相关的许可信息被链

接到许可内容上，可以让使用者清楚地知晓哪些

文件或作品属于授权的范围 [13]。而且与传统的版

权授权模式相比较，CC许可模式为直接授权模

式，即作者可将作品以相同或不同的许可条件直

接授权给不同的用户 [14]。

2.2 适应性应用

CC协议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库建设中已有所应

用。现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为案

例，探讨CC协议在科技报告共享服务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简

称NSL Open IR，以下称“知识库”）主要实现

对本机构知识资产的收集、保存、合理传播和利

用，其在提交人、提交内容、提交步骤、传播许

可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在传播授权许可

上支持CC 协议中的BY、BY-NC-SA、BY-ND、

BY-SA、BY-NC-ND、BY-NC、CC0 及ODC 
PDDL等多种协议。基于CC协议的著作权许可

如表 1 所示。知识库在CC协议的基础上，为保

证合理有序开放，在知识库系统中增加“开放类

型”，设置为“开放获取”“延迟开放”“限制开

放”“未开放”四大类。其中，“开放获取”是所

有用户均可浏览或下载；“延迟开放”则设定一定

的时限，在时限限制结束后，所有用户均可浏览

或下载；“限制开放”是在一定用户范围内的限制

使用。这与科技报告的保密等级相类似。如存储

于知识库中由王鹏龙等撰写的《环境移民国际研

究态势的文献计量评价》一文，其开放类型为开

放获取，使用许可为CC BY-NC-SA，用户可免

费下载并使用该篇论文，在引用该篇论文时，用

户要标明作者等信息，最后形成的新作品也需

采用相同的使用许可①。又如存储于知识库中的

《国外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调研报告》一文，其

开放类型为“延迟开放”，使用许可为CC BY-

NC-SA，用户在 2016 年 9 月 10 日后方可免费下

载②。

       
① 具体见http://ir.las.ac.cn/handle/12502/8600?mode=full&submit_simple=Show+full+item+record。
② 具体见http://ir.las.ac.cn/handle/12502/8461?mode=full&submit_simple=Show+full+item+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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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报告著作权许可的主体、客体和内容

著作权中的客体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科

技报告CC许可的客体即为科技报告，主要包括

立项报告、专题报告、进展报告和最终报告。从

资助来源的角度看，科技报告主要分为两类，即

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 /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

和社会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针

对前一类，国家要求强制呈交，对于后一类则要

求引导自愿呈交。

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具

有合作作品、职务作品、委托作品三重性质，当

科技报告著作权在项目合同书中无另行约定时，

其著作权归项目承担单位 [10]。当在合同中有约

定时，则按合同约定判断著作权的主体。如在山

东省软科学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申报 2016 年山

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

“软科学办公室与研究人员对立项项目成果拥有

共同所有权、使用权，软科学办公室有优先使用

权，课题组成员拥有课题成果的署名权”[15]，主

体则涉及软科学办公室与研究人员。非财政支持

科研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其权利主体更加多样，

可能是科技报告作者、项目承担单位、出资单位

等。总结起来，科技报告著作权CC许可的主体

包括科技报告作者、项目承担单位、科技报告用

户、资助单位，而其中资助单位可包括政府相关

部门或科技报告收藏服务机构（代表财政出资单

位行使相关权利）、企业等。

科技报告从产生、呈交到开放共享与使用的

过程，就是科技报告著作权诞生与转移的过程。

这个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授权或不断许可的

过程。考察整个过程，存在两次授权许可，即 :
科技报告呈交阶段，科技报告收藏服务机构获得

许可；科技报告共享服务阶段，科技报告用户获

得授权许可。科技报告著作权人可按照CC许可

将相关权利直接授权给科技报告收藏服务机构和

科技报告用户，在授权内容上两者可不同，如科

技报告收藏服务机构（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承担着科技报告的集中收藏、管理、发布、

共享服务等职责。要开展科技报告的共享和服

务，科技报告收藏服务机构必然要获得科技报告

相关著作权，包括科技报告的复制权、发行权、

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汇编权等。科技报告的用

户则可能需要获得科技报告的复制权、改编权、

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人也可将相关权利赋予科

技报告收藏服务机构，然后由科技报告收藏服务

机构再通过CC许可将相关权利授权给科技报告

用户。

科技报告著作权CC许可具有不可撤销性，

即一旦选择CC许可条款，该条款效力将一直有

效，直至科技报告的著作权消灭。科技报告著作

权CC许可的终止需要遵循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不以著作权人的意志为转移。

4 结论与建议

CC协议对科技报告著作权具有一定的适用

性，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多样的授权许可，为其主

动、自愿呈交科技报告提供重要动力，为科技报

告更广泛的使用提供可能，为科技报告著作权授

权许可提供了很好的示例和借鉴，但应着力解决

以下几个问题。

（1）宏观上从政策入手，明确科技报告知识

产权归属。科技报告著作权归属是开展CC许可

的前提，影响着科技报告的传播、共享程度及科

研人员呈交科技报告的积极性，因此，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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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CC协议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著作权许可

知识库与权利许可 权利许可主体 权利许可客体 权利许可内容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机构知识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全体员工（包括职工、

学生、直接合作者）及其他合作者；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各机构

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

文、专著、文集、研究报告、演

示报告、数据集、图像等

著作权相关内容：署

名权、复制权、传播

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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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著作权判定难题。当前，国家及省级层

面虽制定、发布了一些科技报告政策，但多从如

何开展科技报告工作、科技报告强制呈交等方面

展开，尚未涉及科技报告著作权问题。可根据资

助来源、学科特点等制定国家层面的意见并开展

试点，通过总结试点经验进而出台相关法律。

（2）强化对CC协议的认知。CC协议在我国

虽有一定的应用，但其社会知晓度不高，必须通

过多种媒介加强对CC的宣传，强化社会认知。

（3）在微观上进一步完善科技报告共享服务

系统。在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中增加CC许可功能，

将CC许可贯穿于科技报告的呈交到共享使用、

后台管理，形成完整的CC许可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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