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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广播法律保护研究
!

赵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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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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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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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广播节目传播拓宽了途径#有些国家版权法随之修改$我国)著

作权法*中有关广播组织在网络空间的权利保护并未明确$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增加

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权&网络同步播放权&录制后播送权&向公众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权

等权利#以期实现公平竞争的三网格局#并从公共利益平衡角度对此权利作出一定限制$

关键词"广播组织%网络广播%三网融合

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日趋成熟#为实现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相互渗透&相互兼容&

交叉进入提供了技术保障$在这个+三网融合,为标志的网络一体化背景下#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

网在提供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方面的差异日趋缩小#深刻影响广播组织权的控制范围和公正实施#带来

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一&网络广播的界定

流媒体技术的发明#将网络传输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能实现连续&不间断将声音&图像等信息由

服务器向网络终端用户进行传输#而不必等到整个文件全部下载完毕$于是#网络广播横空出世#极度

繁荣了网络$

'一(网络广播

何谓网络广播1 目前学界对此尚无统一定义$我国台湾学者孙远钊认为+网络广播是指运用串流

技术将影音或视听数字档案透过因特网系统所从事的散布或播送$这其中包括了同步播送&交互式播

送'或异步播送#即依照用户所选择的时间&地点或装置&特定节目或曲目来播送#如
FA->Y$)*&F")*

'

/V9

(等(&订阅式和非订阅式等各种型态$,'孙远钊#

7141

"

<7

(大陆学者陈弘认为#网络广播'简称网

播(是数字化信息时代的产物#指的是通过在互联网站点上架设广播服务器#在服务器上运行节目播送

软件#将节目广播出去#访问者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节目接收软件#访问该站点#收听#收看&阅读广播

信息 陈泓#

7110

"

;<

($陈娜博士认为#网播是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网络电影等基于互联网的音频&视频

或两者结合的信息传播方式'陈娜#

7112

"

47

($不过#笔者认为#最为权威的界定当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HB8V

(在
711;

年讨论)关于保护广播组织的条约经修订的合并案文*中#根据美国的提案#对其进行的

定义"+网播,系指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通过计算机网络#使公众能基本同时得到所播送的声音#或图

象#或图象和声音#或图象和声音表现物$此种播送如果加密#只要网播组织或经其同意向公众提供解

密的手段#即应被视为+网播,)$该定义表明#在当今的技术环境下#获取载有节目的信号流只需要少

量的活动即可实现#即由接收者来激活或启动通过电信渠道的播送$+使公众,和+基本同时,等内容#是

用来将定义限定在可同时由多名接收者接收实时网流这一情况$接收者可以在某一具体时间登录节目

流#并接收传来的任何内容#但不能以其他方式影响该节目流'即排除互动式网络播放录音制品或视听

制品的行为($这一定义把+让人们能得到播送内容,的行为仅限于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其性质既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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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双阁 等"网络广播法律保护研究

过有线#也可通过无线方式进行(的此种活动$

'二(分类

对于网络广播的认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早在
4222

年
;

月就认定#网络广播实际上是对传统陆地广播&有线广播或

卫星广播方式的模仿和扩张#大致分为以下六种)"

其一#类似于陆地广播电台#以具备播音员&新闻&信息和音乐节目为特点的网络广播电台$例如#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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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可能包括制作或归档的节目的网络广播电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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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给听众提供从欧洲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国际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

其三#一些转播广播电台信号的网络广播电台$其中#

c#$"*Y"-:NY$F

'

S::

P

"--

GGGNc#$"*Y"-:NY$F

(是这类网播者

中最大的一个#它在网上转播
;11

多家无线广播电台&

;1

多家电视台和网络公司的信号$还有一家网站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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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和制作人
À>)Y

,

]$)&-

创建的#聚焦于将世界音乐传播给全球的听

众$该网站转播南非&巴西&克罗地亚和捷克等的国家的广播节目$

其四#通过互联网传播自己节目的广播电台$这种世界性的广播包括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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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包括广播电视信号($

其五#一些联系不断提供音乐频道节目的网播组织#同时它们还提供与广播节目内容相关的超文本链接网站$这些网

站常常在文本框内注明所播放的音乐的信息#包括艺术家的姓名&歌曲名称和专辑名称等$这些网站往往还给观众提供网

络零售商的链接地址#以便于听众通过网络向这些零售商购买所播放的音乐$例如#这些网播组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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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其六#将自己创造的节目只在互联网提供的其他网络组织$例如#英国喜剧音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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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网络广播的形式进行以下划分#如"重播#转播#点播#网络同步广播等$

二&网络广播规范模式的比较法观察

'一(限定某些网络广播加以保护

如根据英国)版权&设计及专利法案*'

7110

修订(的规定#广播节目被认为是像文学&艺术等类的单独作品#即特殊

的版权作品$因此#在英国#其他类型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广播节目也能享有$该法+版权之存续&权属及存续期间,章节

中#第
<

条'

4

(本编所称之+广播,是指对可视图像&声音或其他信息的电子传输#其!!!'

"

(能够为社会公众同步&合法接

收#或者'

c

(仅在传输实施者所决定的时间内向社会公众传输#此条所称广播不被第'

4%

(款所排除#并且涉及广播的规

定兼应以此解释$'

4%

(规定#+广播,之定义所排除的情况是指任何经由互联网进行的传输#而下列情况除外"'

"

(互联网

的传输与其他手段的传输同步进行#'

c

(对于时事的即时传输#或者'

Y

(被记录下来的移动图像或声音构成传输实施者所

提供的节目服务的组成部分#而此种服务所提供的节目是由前述实施者所确定的时间进行传播的'翻译组#

7144

"

CU1

($

因此#通过网络同步传输或实时传输#如
B8If

&同步广播&网播等行为#都能获得广播定义的涵盖$英国通过这种扩展广

播定义的方式将版权保护延伸至网络领域#且将版权赋予内容的提供者而非广播组织$这种保护形式同
IEB8+

协议对

广播组织的保护模式很类似$

'二(采用技术中立的定义方法

例如#

7115

年#为了适应数字环境中的技术进步#新西兰修改了它的版权法$早在
7117

年#一份报告递交到新西兰

政府#建议对
422;

年的版权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为了在传播环境中达到技术中立#这份工作报告提出了几项建议措施"

提供一个独立的网播权%修改+有线节目服务,的定义明确包括网播或用一个宽阔的技术中立的传播权来替代广播和有

线电视节目权#将广播&有线电视节目服务&网播或未来多种技术促成的各种传播方式涵盖进来$基于此#新西兰政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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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建议删除现存的广播定义以便能涵盖网播即流媒体传送"+鉴于数字世界中传播的日渐重要#建议修改法案包括一个

技术中立的传播权和一个能够获得版权保护的传播作品的对应类别#以替代有关广播和有线电视节目服务的现行以技

术为特征的条款$,结果#为了在传播领域获得技术中立#有关承载受版权保护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的广播定义被删除

了$类似于英国#新西兰也将广播节目作为独立的作品#但是他们用+通讯作品,这个词汇而非+广播节目,来表达$新西

兰版权法把所有的权利赋予传播作品的作者$依据该法案#通讯作品就像英国一样被认作作品#创造通讯作品的人被认

为是版权权利主体$因为#依据英国
4255

年)版权&设计及专利法案*#一个节目或内容的提供者将被作为像创作广播节

目的人一样的广播者#所以#新西兰也将作者的版权拓展至通过流媒体技术利用他们的作品#所有的版权都被赋予内容

或作品的所有者而非广播组织)$另外#遵循最为典型的技术中立立法方法的还有西班牙)著作权法*第
47<

条第
4

款

规定"+广播组织享有以任何技术方法转播其广播的专有权利,%瑞士)著作权法*第
0U

条规定"+广播组织应当享有转播

其广播的专有权$,*%波兰)著作权法*第
2U

条规定"+广播组织享有转播权#包括由另一广播或电视组织进行的转播$,

'三(采用版权形式保护

例如#美国版权法对+广播,&+网络传播,行为的规范采取将发行权和公开表演权结合的方式进行立法$如该法第
414

条规定#+表演作品指直接地或利用任何装置或方法朗诵&表演&演奏&舞蹈或者演出作品%作品为电影或其他音像作品#指

以任何连续的方式展示其图像或使人听到其配音%公开表演或展出作品是指"'

4

(在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或者在超出一家庭

及其社交关系正常范围的相当数量人的任何聚集地点表演或展出作品%或者'

7

(利用任何装置或方法向第'

4

(项规定之地

点或不同地点以及是否可以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内接收到该表演或展出$,该条文明确无误地包括了+广播,和+信息网

络传播,#因为+这里的2表演3不仅有我们一般理解的2活3表演#如演员的演唱&舞蹈等#还有2机械3表演#如录音机&录像机&

广播&电视或卫星传播等设备来2表演3作品,'李明德#

7110

"

702

(另外#

422C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

案*'

98E+E%

(#该方案修改了)版权法*第
41<

条#使其包含了+通过数字化视听传输装置公开表演版权.录音/作品,+$在

4225

年国会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9/M%

(#进一步修改了美国版权法第
44;

条$由此#广播组织者可以对网络广播和

提供在线视频服务的互联网视频提供者免费公开表演行为获得补偿,$另外还因为#美国版权法将广播电视节目视为作

品$就拿体育比赛节目来说#只要它是在转播体育比赛的同时录制的#即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录像带&胶卷或磁盘等(就

能受到版权法的保护-$+美国版权法认为"赛事的节目制作者在考虑如何录制体育赛事时运用了充分的创造力和独创

性#因此属于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宋海燕#

7144

"

07

(例如#在
>M#"Q&If

案.中#宾尼法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支持原告提起

的版权和商标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并发出禁令#要求
>M#"Q&If

立即停止在美国转播受版权保护的电视节目$

'四(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

例如#

7114

年
C

月
74

日#欧盟通过)协调信息社会中版权与相关权指令*#参照
HMI

在其第
0

条第
7

项
*

款规定了+向

公众传播权,#即成员国应规定广播组织就其广播的录制品享有授权或禁止他人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

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节目#无论该广播是以有线还是以无线方式传播的#包括电缆传播及卫星传播方

式/$另外#该指令在其序言第
70

段中还特别强调+对该权利应作广义的理解#它覆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

行传播的行为#该权利应当包括就某一作品通过有线或无线形式向公众进行的包括广播在内的任何此种传输或传播,0$

另外#匈牙利)著作权法*第
51

条&瑞典)著作权法*第
;5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U2

条1等#都赋予广播组织以信息网络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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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4

根据瑞典学者的解释#这一权利包括所有形式的电信传播#包括同步或其他形式的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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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年#加拿大
>M#"Q&If

公司将利用天线获取的加拿大和美国
4U

个广播组织的节目信号数字化后同步上传至互联网向公众传播

'网络转播信号的获取时间与广播信号的接受时间相差约
41(4C

秒($美国的电视台和电视制造商首先组成联盟诉讼该公司#继而

X!%

和
X@O

也对其提起版权诉讼#诉称
>M#"Q&If

直接或间接侵犯原告根据版权法所享有的专有权%同时#他们还认为被告的行为

还构成了商标侵权#因为公众对
>M#"Q&If

的来源会产生误解#以为该公司的网站是原告的电视台所赞助的或经过其授权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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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著作权法*第
51

条规定"通过电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向公众提供其节目#使公众成员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

该节目的行为#应当经过广播电视组织的许可$瑞典)著作权法*第
;5

条规定"对于已固定的广播#广播组织享有许可以有线或无线

方式向公众传播#使公众中的成员能够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固定的广播的权利$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U2

条"对于已固

定的广播#广播组织享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是公众中的成员能够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被固定的广播的专有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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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权$

'五(纷繁复杂的国际条约

由于)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制定时的技术所限#尚没有出现数字和网络传播技术#所以它们中的广播方式仅限

于无线广播或传播$不过#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这两个公约远远不能适应新情况的需要$正像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同于传统方式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因而有必要补充&澄清某些)伯尔尼公约*中的权

利义务#以扩展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全面覆盖向公众传播的作品种类和传播方式$,)对此#

HMI

的第
5

条明确规定+文

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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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广播'

G&cY"-:>)

?

(保护问题#是近些年各届
+MME

会议都

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不过#由于各代表团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形成正式强制性条约#只是在第
47

届

会议上公布了一份关于保护网络问题的备选和非强制性解决方案的工作文件$该文件提供了三项备选解决方案"'

4

(将

条约规定的保护延伸至所有网播#包括同时广播%在此情况下#缔约方只要批准条约即可#而无须作出任何通知#'

7

(将保

护延伸至仅由广播组织进行的同时广播%在此情况下#缔约方将作出保留#声明其将不对除仅由广播组织进行的同时广

播以外的其他网播适用本条约#或者'

0

(不将保护延伸至网播和同时广播领域%在此情况下#缔约方将作出相关保留#声

明其将不对任何网播#包括同时广播#适用本条约$另外#鉴于网络广播问题在国际上的复杂性#

+MME

准备另行制定法

律来解决网络传播的保护问题$

三&对我国广播组织的网络广播法律保护的完善

无论是学术界的观点分析#还是国际间的利益分歧&司法实践的截然不同#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广播问题的复杂程度$

不过#针对如此复杂的网络广播问题#欧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仅仅保护网络同时广播*$所谓网络同时广播是指

传统广播组织对自己播放的节目进行同时且不加修改的网络广播$该方案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主体强调是传统媒

体%其二#传统广播组织播放节目与该节目网络广播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其三#该转播不修改转播节目$如此一来#将纯

粹的网络广播组织排除在外$虽然#巴西明确反对该方案#但是欧盟的+网络同步广播,主张还是得到了大约
01

个国家

的支持$这说明#对于网络广播#目前仅将法律规范目标锁定于传统广播组织的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传播#还是可以获得

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因此#遵循这个思路#笔者认为#传统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播放&网络转播&录制后播送等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因为#这三种网络播放行为针对的都是广播组织的信号实施的#将传统广播组织&传统广播组织网站之外的网络广播组

织排除于版权法中+广播组织,的范畴#且将地域限定在中国的广播组织#既可避免上述一些非政府组织所提+网播的保

护缺乏合理的经济动因,的质疑#又可消除
+MME

会议中多数国家+对互联网传播造成限制,和导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数字鸿沟,增大的多种担心#还可保障三网互融互通#鼓励内容创新#避免不劳而获#真正实现我国三网融合中有序&合

理竞争$

'一(网络转播

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
;C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

转播,#但是包括)版权法实施条例*'

7140

修订(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内#对何为转播行为都未加明确$根据我国)著作权

法*第
;C

条来源于)罗马公约*&

IEB8+

协议这一事实#我们不难推知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转播,仅限于无线'包括通过

卫星(和有线方式进行的转播#网络转播不属立法原意$但是#鉴于设置广播组织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广播组织在向

公众传送节目过程中所付出的组织性&技术性和经济性投入#而非针对有线或无线广播这些特定信息传递方式加以保

护#且网络转播与有线或无线转播在性质上或后果上都没有本质区别#将+网络转播,游离于著作权法保护#不但会违反

技术中立原则#而且还会造成不公平$因为#无线或有线转播的广播节目毕竟是有地域限度的#而由于网络无国界#广播

节目通过网络转播就等于是向全世界转播#若将网络转播排除在传统广播组织专有权之外#就会造成广播组织者在同网

络转播者竞争中损失巨大#毫无公平优势$因此#建议借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的条约*&)关于保护网播问

题的备选和非强制性的解决方案*中的做法#采取技术中立原则#扩大转播方式#规定广播组织有权控制他人+以任何方

式转播,自己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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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同步播放

本质而言#网络同步播放的信号与广播组织播放的信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前者和后者所承载的广播节目

内容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前者和后者所承载的形式和传播的形式有所区别#所面临的盗版形式有所不同$由于我国目前

尚未将网络同步转播纳入)著作权法*第
;C

条广播组织的+播放,范畴#所以#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播放无法受到任何法

律保护$比如#某电视台虽然可以通过合同方式从奥组委获得某届奥运会的网络直播权#但无法从)著作权法*中找到任

何一条规定来阻止其他网络服务商未经许可转播其通过网络+实时传送,的奥运会比赛实况$对比+其他广播电台&电视

台截取广播信号加以同步转播#被转播节目信号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根据)著作权法*中的+转播权,有关规定加以制

止,这一情况#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播放却得不到法律相应保护#既违背了技术中立原则#又显失公平$因此#建议在)著

作权法*第
;C

条中增加一款内容+中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通过互

联网同步播放,$

'三(录制后播送即重播

重播是指广播组织再次播放已播放过的广播信号的录制品的行为$重播不同于转播#原因在于重播是一种相对首

次广播而言迟延的再次播放行为$)罗马公约*第
40

条第
4

款第'

4

(项仅规定了+转播,行为#强调+同时广播,#而对迟延

播送或录制后播送只字未提$我国)著作权法*对此也未规定$尽管有些国家立法中对此进行了保护规范#如)意大利著

作权法*第
U2

条第
7

款之规定&)墨西哥著作权法*第
4;;

条第
7

款之规定)#美国&阿根廷&埃及等国的代表团在制定)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过程中皆主张对重播行为进行规范#且该草案第
4;

条*对该行为也提供了法

律保护#但是#同样也遭到众多国际组织的反对+$

我们以为#广播组织在制作&播送广播节目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广播节目被其他广播组织或网络

媒体未经许可&未付报酬随意录制后播放必然造成其利益损害$因此#赋予广播组织对自己播放的节目的重播控制权是

公平必然选择$当然#为了避免该权利对广播节目中作品的著作权的消极影响#该权利的行使要严格遵循广播节目与其

中单独作品之间的区分$建议规定无线&有线&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的重播权$

'四(向公众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

广播组织将录制后的广播节目传至互联网上由网络用户在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取#该行为就是向公众提供或

传播广播节目#也称为交互式广播$)罗马公约*对此没有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
41

条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赋

予作者控制其作品 +交互式传播,的权利#而对于广播组织是否拥有+交互式传播,的权利并未规定$但是#由于流媒体

技术的出现#使网络交互式传播成为可能#且鉴于具备自主选择接收时间的优势#随时随地从网络上获取广播节目的方

式大受欢迎#而这种繁荣必然对广播组织的收听或收视率造成影响$法律对此规范的空白#必然对广播组织的利益保护

带来巨大的损害#对著作权法所倡导的公平精神产生损害$因此#有些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立法赋予了广播组织以信息

网络传播权#对广播组织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的权利进行了保护#如)欧盟协调信息社会中版权与相关权指令*的第
0

条&匈牙利)著作权法*第
51

条&瑞典)著作权法*第
;5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U2

条等的规定$另外#)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
4C

条,为此提供了三个备选方案%在)关于6

HB8V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7经修订的基础提案

草案的更新文本*中保留了前述第三个备选方案-$为此#我国)著作权法*有必要借鉴上述各国或草案的立法经验#明

确广播组织向公众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的控制权利#保护广播组织在网络空间的权益$在广播电视和电信双向进入

0

;5

0

)

*

+

,

-

)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U2

条第
7

款规定#广播组织有权利用其广播节目的录制品进行重播%)墨西哥著作权法*第
4;;

条第
7

款也

规定广播组织对其节目有重播权$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
4;

条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在其广播节目被录制后播送此种广播节目的专有权$,其中包括两

个备选方案"+'

4

(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在其广播节目被录制后以任何方式播送此种广播节目供公众接收的专有权$'

7

(任何缔

约方均可在向
HB8V

总干事交存的通知书中#声明其将规定广播组织不享有本条第'

4

(款所规定的授权专有权%但规定凡未经广

播组织的同意#利用未经授权对其广播节目制作的录制品#播送其广播节目的行为#均应予以禁止#从而为广播组织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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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确认该权利有可能使合法使用某些作品的行为受到妨碍%全球记者联合会指出#基础提案一再强调它

所保护的是广播信号#但此项权利所保护的已经不再是广播信号#而是广播信号所承载的内容#并且此项权利在实践中肯定会对

表现为广播节目的作品的著作权行使产生影响#因此反对为广播组织设定此项权利$参见
HB8V*$YN

#

>c>*

#

+MME

-

4C

-

;N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
4C

条规定"备选方案
E

"广播组织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

公众提供其已录制的广播节目#使该广播节目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备选方案
+

"广播组织应有权

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利用未经授权制作的录制品#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从而使公众中的成员可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

和时间获得该广播节目这一行为$备选方案
OO

"'

4

(广播组织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已录制

的广播节目#使该广播节目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

7

(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向
HB8V

总干事交存的

通知书中#声明其将规定广播组织不享有本条第'

4

(款所规定的授权专有权%但规定凡未经广播组织的同意#通过有线或无线的

方式#利用未经授权制作的录制品#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从而使公众中的成员可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广播节目

的行为#均应予以禁止#从而为广播组织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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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帮助新媒体与广播组织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和诚实合作#构建长期有力&有序&有效的三网融合发展格局$

7140

年
0

月
4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0C

条)的规定#可以消除有些人的担心"由于提供高于其他

国家的保护水准#我国广播组织会在国际竞争中受到损害$

四&结
!

论

流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广播活动的日渐繁荣#广播节目成了各大视频网站或网络服务商的争抢对象$三网融

合背景下#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互联互通#互相进入#内容资源成为各大网络竞争的焦点#而承载节目内容的广播信号

无疑会被互联网和电信网青睐有加$但是#网络上肆无忌惮盗播广播信号的现象#对广播组织为制作节目所付出的人

力&物力&财力等的保护影响巨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保护网络环境下的广播组织权努力推进国际条约草案的出台及

其修改#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一致意见$有些国家版权法对网络广播进行了规范#为传统的广播组织提供了全面的保

护$笔者以为#我国也应在兼顾各方利益基础上为广播组织提供网络空间的法律保护#回应网络时代对法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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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7140

(第
0C

条规定"外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播放的广播&电

视节目享有的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