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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优化：区块链智能合约介入

陈　杨，谢　韩

（长沙理工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版权交 易 与 保 护 具 有 重 要 价 值，但 该 制 度 目 前 却 面 临 难 以 适 应 数 字 时 代 下

网络创作的高速发展、管理费用及收益分配受质疑、版权作品定价标准制定主体不全面、许可模式过于单

一等困境。将区块链智能合约介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与该制度的设计理念相契合，不仅能够协助解决

信任危机、破解现存的网络版权交易 中 的 难 题，还 符 合 版 权 人 的 实 质 利 益。域 外 的 一 些 数 字 化 著 作 权 管

理系统，可以为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 理 组 织 引 入 新 技 术，为 优 化 管 理 提 供 有 益 借 鉴。我 国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组织可以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建立的数字化著作权管理系统，运行著作权的授权，许可合同的缔结、交

付、执行以及费用的分配等事项，降低网络版权交易的风险和成本，进而维护创作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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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起步相对 较 晚，

１９９２年才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到现在仍

处于探索阶段。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固态

化，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运行过程中，存在难

以适应网络创作数字化、定价标准争议大、费用

透明度低以及许可模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尽管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以 下 简 称《著 作 权 法》）作 了 相

关的细化规 定，但 是 仍 然 不 足 以 破 解 我 国 著 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目前所处的困境。
在中央政治 局 第 十 八 次 集 体 学 习 时，习 近

平提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

要突破口，加 快 推 动 区 块 链 技 术 和 产 业 创 新 发

展”。作为区块链技术中重要的一环，智能合约

具有传统合约无可比拟的优势。智能合约将合

约置于一种 开 放 性 的 分 布 式 数 据 库 中，最 大 程

度地减少了 违 约 的 可 能 和 人 为 原 因 的 疏 漏，被

很多学者视为解决著作权管理组织面临的信任

危机并促进其发展的手段。本文通过分析著作

权集体管理 制 度 的 现 实 困 境，探 讨 区 块 链 智 能

合约解决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制 度 困 境 的 可 行 性，
并借鉴域外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数字化的先进

经验，试图基 于 智 能 合 约 介 入 促 进 著 作 权 集 体

管理制度优化。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发 挥 着 促

进版权高效交易的作用。但是数字技术的高速

发展，给传统 的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制 度 造 成 了 很

大冲击，且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制 度 主 要 移 植 国 外

的规定，未经本土市场检验［１］，使得我国著作权

集体管理制度开始显现出众多问题。
（一）管理 更 难：难 以 适 应 数 字 时 代 下 网 络

创作的高速发展

网络创作处 于 一 个 动 态 变 化 的 过 程，而 传

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网络创作的

高速发展。快速高效的数据技术可以使用户时

时刻刻捕捉 公 开 传 播 的 图 文 信 息、影 音 作 品 及

数据代码等［２］，用 户 对 搜 索 到 的 素 材 进 行 再 创

作，而这些素材往往包含了他人的作品，使得作

品的版权权 属 确 认 变 得 更 为 艰 难，从 而 也 阻 碍

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能够获得真正版权人的

有效授权。随 着 抖 音、快 手 等 自 媒 体 的 快 速 发

展，作品创作主体不断大众化，创作内容越发多

样化，创作者和使用者身份出现混同［３］，这导致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使用传统方式来确定版权

人需要更多 的 时 间 和 精 力，增 加 了 其 运 行 管 理

的难度和成本。
由于网络技术无法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进

行有效 遏 制，导 致 网 络 著 作 权 侵 权 现 象 泛 滥。
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通过诉讼和仲裁方式

寻求司法救 济 时，由 于 二 进 制 以 及 数 据 传 输 即

时性等因素，大量侵权行为难以追踪、取证和存

证，从而大大 增 加 了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的 维

权难度。
（二）定价模糊：作品使用费标准争议大

作品是智力 创 造 的 成 果，其 价 值 评 判 不 同

于一般商品（由 生 产 产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时 间 所 决

定）。作品的价值往往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所

以在著作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运 行 过 程 中，关 于 作

品使用费的定价标准引起了较大争议。第三次

《著作权法》修 改 之 前，我 国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采用民法 法 系 的 相 对 垄 断 模 式，使 用 费 制 定

程序一般是：先 由 专 家 团 队 制 定 出 使 用 费 收 取

的草案，然后由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再交由国家

版权局公告后施行。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权利人意 思 自 治，但 使 用 者 缺 乏 了 解 市 场 需

求的主动性，也忽略了交易主体使用者的利益，
这种片面维 护 权 利 人 利 益 的 使 用 费 收 取 标 准，
难以得到使用者的支持。新《著作权法》扩大了

制定定价标准的主体，将使用者代表纳入其中。
但是在实际 运 作 中，由 于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与权利人和 使 用 者 之 间 沟 通 不 够，产 生 了 信 息

壁垒，使用者对收费标准争论不休，作为受益者

的权利人也经常因为定价标准模糊不清而不知

自己的收益为何。
（三）透明度差：管理费用及收益分配不透明

我国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在 收 取 使 用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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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扣除部分管理费用，剩下的部分向权利人分

配。对于管理 费 的 收 取 比 例，我 国 法 律 并 没 有

规定一个明确的限度。《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规 定：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可 以 收 取 一 定

比例的 管 理 费，但 这 一 规 定 具 有 很 大 的 弹 性。
在向权利人 分 配 使 用 费 时，会 员 权 利 人 一 般 会

收到集体管 理 组 织 寄 送 的 使 用 费 分 配 通 知 单，
但是集体管理组织制作的使用费分配通知普遍

过于简单，一 般 只 向 会 员 权 利 人 提 供 扣 税 后 许

可金额和参 与 分 配 金 额，通 知 单 未 体 现 集 体 管

理组织实际 收 到 的 使 用 费 标 准，也 未 对 使 用 费

分配的标准以及分配的依据作出相应说明。
新《著作权法》增加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应当建立权 利 信 息 查 询 系 统 以 供 查 询 的 规 定。
目前，著作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的 权 利 信 息 查 询 系

统主要为其 官 网，但 是 当 权 利 人 前 往 集 体 管 理

组织相关网 站 查 询 分 配 事 项 时，官 网 公 布 的 管

理收费以及收益分配情况存在严重的不透明现

象［４］。分析 中 国 音 乐 著 作 权 协 会 官 网 历 年 的

《音著协音乐著作权使用费分配完成情况公示》
的系列文件 可 知，分 配 通 知 仅 公 示 了 完 成 汇 款

的日期和分 配 号，而 分 配 明 细 清 单 则 以 纸 质 形

式单独寄给 相 关 会 员。从２０２０年 发 布 第 一 期

分配通知开始，透明度有些许提高，文件公示了

参与分配金额、版权许可收入的金额、扣缴税费

后的许可金额、管理组织收取管理费比例等，可

是具体的分配情况依然无从得知。通过这些内

容可以看出，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模 式 下 的 费 用 公

示情况透明度仍然不够。
使用费分配机制的不科学以及分配程序的

不透明，使会 员 权 利 人 难 免 会 认 为 使 用 费 的 收

取以及分配 机 制 不 健 全，因 而 失 去 了 入 会 的 积

极性，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四）垄断性强：许可模式过于单一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连接著作权人与

使用人的桥 梁，在 促 进 版 权 许 可 和 降 低 授 权 成

本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集体管

理组织的法 定 垄 断 地 位，形 成 了 每 个 专 业 领 域

内一家独大 的 局 面，导 致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缺 乏 自

我提升管理水平的内在动力，管理效率较低。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设立

的是一种专 有 许 可 模 式，即 权 利 人 与 著 作 权 管

理组织订立 了 管 理 合 同 后，便 在 约 定 的 期 限 内

失去了对作品的管理权和再许可权。而除了合

理使用和法 定 许 可 情 形 外，著 作 权 管 理 组 织 与

使用 人 之 间 一 般 采 用 一 揽 子 许 可 的 授 权 模

式［５］，即使用人 一 次 性 向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取 得 授

权后，就可按 照 约 定 使 用 该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管 理

的所有作品。一揽子许可授权模式避免了重复

单次授权的 繁 琐，但 是 对 于 小 规 模 许 可 的 使 用

人，其无疑增加了使用作品的成本。除此之外，
一揽子 许 可 授 权 模 式 将 授 权 的 作 品 价 值 平 均

化，无法展现数字化时代著作的真正价值。

　　二、区块链智能合约破解著作权集体 管 理

制度困境的可行性

　　（一）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功能特性

广义的区块 链 由 不 同 技 术 组 合 而 成，是 指

用加密链式 区 块 结 构 来 验 证 与 存 储 数 据、用 分

布式节点共 识 算 法 来 生 成 和 更 新 数 据、用 自 动

化脚本代码（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去

中心化基础架构与分布式计算范式［６］。
智能合 约 是 一 套 以 数 字 形 式 定 义 的 承 诺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７］，主要具有以下特性：一是自动执

行性。一旦满 足 智 能 合 同 中 预 先 设 定 的 条 件，
平台将会根 据 约 定 的 内 容 自 动 执 行 合 约［８］，这

样便提高 了 合 约 的 履 行 率。二 是 去 中 心 化 性。
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与去中心化性是由此及

彼的关系，每一方参与者都可以作为一个节点，
无需第三方督促履约者守约，也无需仲裁机构、
法院等机关 或 者 第 三 方 介 入，从 而 能 够 降 低 履

行合约 的 成 本 以 及 司 法 成 本。三 是 难 以 篡 改

性。智能合约利用区块链技术采用非对称密码

学原理对数 据 进 行 加 密，同 时 借 助 分 布 式 系 统

各节点的工作量证明等共识算法来抵御外部攻

击，使其难以被篡改。一方面，合约条款一旦进

入编程中则不可改变也不能撤回；另一方面，如

果想篡改记 录，修 改 的 节 点 需 要 超 过 所 有 节 点

７１１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陈　杨，等：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优化：区块链智能合约介入



的５０％，但是由于区块链中节点的数量之多和

变化之快，篡改区块链数据非常困难，因此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９］。
（二）可行性分析

对著作权集 体 管 理 组 织 而 言，科 技 的 发 展

既是挑战，也 是 机 遇。它 可 以 推 动 著 作 权 集 体

管理组织的 发 展，化 解 摆 在 人 们 面 前 的 时 代 难

题。２００８年，中 本 聪 首 次 提 出 了 区 块 链 的 思

想，智 能 合 约 与 哈 希 算 法、时 间 戳、链 式 结 构、

Ｐ２Ｐ网络和非对称加密等组成了区块链的核心

技术。智能合约的运行特性与著作权集体管理

模式的契合，对 化 解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面 临

的困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１．区块链智能合约契合集体管理组织的设

计理念

我国五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目前是维护

我国版权市场公平交易和完善著作权法制的中

坚力量。《著 作 权 法》的 立 法 宗 旨 是：确 定 和 保

护著作权，维 持 利 益 平 衡。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要以尊重 著 作 权 为 前 提，提 高 著 作 权 行 使 的

效率，降低著作权交易的成本，追求交易各方的

利益最大值。
与一揽子许 可 的 授 权 模 式 相 比，区 块 链 技

术的去中心化特性和智能合约能使授权次数明

确化、金额可以精算到单次授权的特性，会增加

版权交易的 缔 约 成 本，与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的运行 初 衷 不 符［１０］。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区 块 链

技术与著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的 设 计 理 念 相 悖。
使用人和权 利 人 两 个 节 点 之 间 可 以 通 过“点 对

点”的对等计算实现直接通信，从而进行去中心

化授权。在此 过 程 中，区 块 链 技 术 通 过 分 布 式

账本系统，详细记录下授权合同的条款细节、著

作使用情况，将这些信息印上时间戳，形成节点

信息。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的注册和转移，实现便利追踪知识产权的目标，
减少了著作权交易双方对被侵权的担心和要负

担的额外 风 险。智 能 合 约 执 行 自 动 化 的 特 性，
确保在交易 达 成 之 后 会 自 动 分 配 权 利 金 报 酬，
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照职权向权利人分配

报酬相比，报酬分配的效率大有提高。
因此，虽然区 块 链 智 能 合 约 在 降 低 缔 约 成

本方面有不足之处，但在权利信息记录、著作权

变更记录、合约的执行以及权利金分配等方面，
区块链 技 术 的 特 性 可 以 保 证 相 关 信 息 的 正 确

性，节省交易成本，达到多方利益最大化。

２．区块链智能合约协助解决信任危机

信任 是 达 成 交 易 的 基 石［１１］。从 著 作 权 集

体管理组织 的 发 展 进 程 来 看，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织的作用，随着交易主体对其的信任而增强，
在交易主体 对 其 产 生 依 赖 性 之 后，著 作 权 集 体

管理组织的权力也相应扩大。在采用网络版权

交易模式下，因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强垄

断性”和因其导致的“弱监管化”，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难免会为了自身私利而损害版权人经济

利益，同时也将因此陷入信任危机。
引入去中心 化 区 块 链 技 术 中 的 智 能 合 约，

可以弥补传 统 网 络 版 权 交 易 中 的 缺 陷，协 助 解

决版权交易中损害用户权益的问题。在传统的

交易模式下，网 络 版 权 交 易 平 台 掌 握 着 版 权 交

易的所有数据，可以操纵版权交易的数据账本。
在这种“中心 化”的 模 式 下，因 缺 乏 有 力 的 外 部

监管，很 容 易 滋 生“俘 获”和“寻 租”的 腐 化 问

题［１２］。与“中心化”模式不同，智能合约利用区

块链技术采 取 分 布 式 架 构 模 式，如 要 篡 改 账 本

数据，需要 同 时 变 更 多 数 节 点 的 账 本。信 息 监

管去中心化 后，交 易 平 台 失 去 了 篡 改 数 据 的 能

力，管理者不 能 为 了 自 身 利 益 而 篡 改 相 关 数 据

以致损 害 管 理 对 象 的 利 益，从 而 避 免 了 被“俘

获”的现象 发 生。此 外，因 交 易 平 台 失 去 了“中

心化”地位，无 法 再 进 行“寻 租”行 为，可 以 保 护

交易主体的利益。

３．区块链智能合约能降低版权交易风险

版权交易最 终 能 否 被 履 行 具 有 不 确 定 性。
合同的缔结 只 是 初 始 条 件，履 行 合 同 才 是 版 权

交易的真正 目 的。当 出 现 违 约 情 形 时，传 统 的

交易平台只 能 起 到 初 步 评 判 作 用，无 法 强 制 交

易主体履行应尽的合同义务。人们更多关注成

本的降低、收入的分配及市场资源的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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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交易主体磋商所产生的间接费用，才是

经济交易中制约交易效率和影响交易成本的关

键因素［１３］。合同生效后却不能切实履行，浪费

了人力物力等资源，增加了版权交易成本。
利用区 块 链 智 能 合 约 可 以 确 保 合 同 被 执

行，避免合同当事人利益受损，降低双方交易风

险。版权交易合同的监督、执行等行为，都由计

算机程序根 据 双 方 合 意 预 先 设 定，无 需 申 请 法

院强制执行，可节约司法资源，降低交易过程中

无法履约的风险。

４．区块链智能合约符合版权人的实质利益

通过智能合 约，版 权 人 可 以 获 得 版 权 管 理

的自主控制 权，自 动 获 得 权 利 金。而 当 下 的 管

理模式中，创 作 人 需 要 花 费 数 月 或 数 年 才 能 获

取应得的合理报酬。
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和智能合约的运

用，使得交易平台不能随意篡改信息记录、财务

流向记录，让著作的价值链更加透明，将隐性版

税收入置于敞亮的“台面”。智能合约能够自动

分配利润，时 间 戳 可 以 记 载 著 作 权 源 和 所 有 权

变更，这些技 术 特 质 都 可 保 护 和 扩 张 版 权 人 的

权利。嵌入在 区 块 链 的 智 能 合 约 难 以 篡 改，也

可大大减少商业欺诈的可能性。版权人进行个

人授权也具 有 了 可 行 性，必 要 时 可 以 对 自 己 管

理的著作进 行 再 授 权，并 对 著 作 的 使 用 情 况 进

行监管。总之，利 用 智 能 合 约 及 去 中 心 化 的 管

理方式能够解决著作人收益分配迟延等众多问

题，切实保障版权人的利益［１４］。

　　三、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数字化的域 外 借

鉴

　　（一）美国数字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先进经验

美国作为版 权 体 系 国 家，在 数 字 化 著 作 权

集体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以美国版权结

算中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ＣＣＣ）模式

为例，ＣＣＣ早 在１９９６年 就 提 供 了 网 上 授 权 与

转载的解决方法，以便权利人在网上实时授权。

ＣＣＣ模式恢复了权利 人 对 作 品 的 自 治 权。

ＣＣＣ的版权 人 可 以 依 其 意 思 设 定 作 品 的 使 用

条件和使用费，使用者可以在ＣＣＣ中的特设渠

道搜寻自己 所 需 的 作 品，并 向 版 权 人 支 付 相 应

的许可费用。在ＣＣＣ模式下，权利人在加入组

织后仍保留 对 作 品 的 支 配 权，有 利 于 实 现 著 作

权人的自治。在 数 字 技 术 支 撑 下，权 利 人 能 够

了解作品 使 用 次 数、使 用 方 式、使 用 范 围 等 情

况，能够避免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滥用。
在费用 方 面，ＣＣＣ只 收 取 基 本 的 运 营 管 理 费

用，最大程度还原权利人的许可收入。
因此，ＣＣＣ是 交 易 的 中 间 机 构，与 传 统 的

著作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有 很 大 不 同，其“集 中 管

理、个别授权”的 管 理 机 制，为 交 易 双 方 提 供 了

版权交 易 的 沟 通 渠 道，尊 重 了 权 利 的 排 他 性。
由于权利人保留了许可条件和价格的自主控制

权，所以权利人之间还存在竞争机制，可以解决

原有许可模 式 形 成 的 垄 断 问 题，从 而 为 使 用 者

提供更多许可选择。
（二）日本数字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先进经验

在ＣＣＣ管理模式的启发下，日本民法学家

北川善太郎 在１９９８年 提 出 了 日 本 著 作 权 交 易

市场（Ｃｏｐｙｍａｒｔ）模 式。这 种 模 式 的 运 行 机 制

是通过建立两个数据库将著作权人的作品许可

条件和交易价格分别存于两个数据库。这两个

数据库包括：著作权市场（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ＲＭ）和 著 作 物 市 场（Ｃｏｐｙ　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
在ＣＲＭ中，个 人 权 利 人 可 以 提 交 他 们 的 版 权

信息，特别是 对 其 作 品 的 简 要 描 述 和 销 售 或 许

可条件，使用 者 按 照 自 己 的 需 求 搜 寻 合 适 的 作

品。在ＣＯＭ中，使用者支付约定价款后，就可

以获得所需 作 品。在 著 作 权 交 易 中，著 作 权 市

场起中介作 用，著 作 权 人 可 以 与 使 用 者 同 步 缔

结、履行版权交易合同。
与ＣＣＣ不 同，Ｃｏｐｙｍａｒｔ是 升 级 版 的ＣＣＣ

模式，ＣＣＣ基 本 上 参 与 到 许 可 活 动 的 全 过 程，
并 最 大 程 度 保 留 了 权 利 人 的 自 治 权；而

Ｃｏｐｙｍａｒｔ仅提供版权交易、支付通道和维持必

要的交易秩序，实现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面对

面”交流，类似今天的电商交易Ｃ２Ｃ模式，在理

论层面实现了版权交易的“去中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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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反思

我国著作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仅 有 部 分 采 用

线上管理系统。除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数字

集 成 视 频 和 音 频 数 据 库（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ｉｄｅｏ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ＤＩＶＡ）相 对 较 成 熟 之 外，其

余的系统都 较 为 简 单、实 用 性 较 低。另 一 部 分

仍采用线下管 理，许 可 流 程 遵 循“一 事 一 授 权”
模式。

为了顺应数 字 化 时 代 的 发 展，我 国 在 构 建

数字化著作权集体管理平台方面也做出了许多

尝试。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根据我国著作权

登记制度以及国家版权局的批复建立的音乐版

权在 线 注 册 系 统（ｍｕｓｉｃ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ＭＯＲＰ），在其版权交易栏目，使用人可以

通过权利人 在 平 台 留 下 的 要 约 信 息，与 权 利 人

缔结合约，即 用 户 搜 索 所 得 作 品 中 权 利 人 的 联

系方式与权利人进行线下交易。故合同的执行

并不是在该系统进行，注册系统只起中介作用，
合同是否被 执 行 以 及 执 行 情 况 如 何，都 无 法 确

保和查实。因为存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合

同的现象，经过另一方当事人在系统的投诉后，

ＭＯＲＰ开始推出新的服务，使用人将费用转至

ＭＯＲＰ的官方平台账号，在版权人履行了义务

之后，ＭＯＲＰ扣 除１０％的 费 用，再 将 剩 余 的 交

易费用转至版权人。与现阶段单一许可模式相

比，ＭＯＲＰ平台所提供的单项许可模式已是一

种突破，但是 实 际 交 易 操 作 仍 停 留 在 半 自 动 授

权阶段，面对庞大的版权交易市场，不免有捉襟

见肘之感。与 美 国 ＣＣＣ相 对 成 熟 的 技 术 服 务

相比，ＭＯＲＰ仍 处 于 初 始 阶 段。总 之，我 国 著

作权集体管 理 数 字 化 平 台 的 构 建，仍 需 要 继 续

完善，著作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应 当 寻 求 更 高 效 的

技术来实现管理的进一步优化。

　　四、区块链智能合约优化著作权集体 管 理

制度的路径

　　技术的发展为个人授权许可管理模式提供

了可能。网络环境下的作品创造和传播具有了

新特征，我国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应 适 应 新 的

发展环境，构 建 符 合 时 代 特 征 的“集 中 许 可”模

式［１５］，即可以将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介入原有

的交易模式 中，在 区 块 链 智 能 合 约 搭 建 的 新 型

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
（一）利用智能合约建立数字化著作权集体

管理系统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许可模式上可

以借鉴ＣＣＣ采 用“集 中 许 可 而 非 集 体 管 理”的

模式，运用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共识机制、分布

式构架存储数据及以加密区块链式结构为技术

原理的新型 计 算 范 式，以 建 立 我 国 的 数 字 化 著

作权管理系统。
利用智能合约搭建的数字化著作权管理系

统，具体部署流程如下［１６］：（１）用户间通过协商

并编写智能 合 约 代 码，将 条 款 代 码 化 形 成 合 约

代码文件；（２）针对不同区块链系统使用编译器

编译合约代码文件，并转换为字节码，使其能够

在虚拟机中运行；（３）以创建交易的形式向区块

链其余节点 发 送 部 署 智 能 合 约 的 请 求，交 易 验

证成功后便进入每个节点的本地交易池；（４）节

点根据某种规则将一段时间内的数笔交易打包

生成新区块，并 将 该 区 块 传 播 到 区 块 链 网 络 的

其余节点；（５）其余节点接收到新区块后会重新

执行该区块 内 的 所 有 交 易，以 更 新 本 地 账 本 状

态，并且为智能合约的执行创建环境，生成智能

合约账户地址；（６）智能合约的账户地址一旦生

成便会返回 给 用 户，这 标 志 着 智 能 合 约 已 经 完

成部署，并且等待调用。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托区块链智能合约

实现数字化 运 作 后，可 以 解 决 长 期 形 成 的 垄 断

问题，快速完 成 大 量 授 权，实 现 收 费 精 确 化，提

高履约效率，降低合约被人为拦截篡改的风险。
（二）利用智能合约监测和规制网络版权交易

网络交易平台实时监测版权人和使用人交

易全过程，包 括 从 磋 商 到 执 行 的 各 个 环 节。区

块链能系统地进行状态记录，结合智能合约，著

作权权利人、服务商、买受人可在创作过程的任

一环节随时 参 与 进 来，并 通 过 智 能 合 约 规 范 和

记录权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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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系统会监测交易合约

的签订状态，利 用 技 术 为 作 品 建 立 保 护 墙。通

过区块链技 术，参 与 人 可 以 实 时 获 得 分 布 式 账

本技术提供 的 准 确 交 易 数 据，追 踪 作 品 的 使 用

范围和方式，避免使用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过度

使用授 权 作 品。一 旦 监 测 到 使 用 者 有 违 约 行

为，版权人可 以 请 求 平 台 收 取 超 出 许 可 权 限 的

使用费。除此 之 外，数 字 化 著 作 权 管 理 系 统 还

可以监测其他人的侵权行为。当网络上其他人

出现侵犯所 保 护 会 员 著 作 权 的 行 为，可 以 通 过

技术手段对 侵 权 行 为 进 行 记 录 存 证，及 时 制 止

不法侵权行为。

数字化交易平台具有透明、可追溯的特点。

系统参与者均有权查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

授权版权 的 管 理、使 用 情 况，进 而 掌 握 交 易 全

貌。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能达到越权阈值

时，权利人可以进行有效监督与提醒，使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仅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管理活动。
（三）利用智能合约拓宽多元化版权授权模式

传统著作权 集 体 管 理 制 度 实 行 专 有 许 可，

权利人签订 合 同 之 时 便 丧 失 了 作 品 的 控 制 权。

数字化著作 权 管 理 系 统 借 鉴ＣＣＣ模 式 的 非 专

有许可权制 度，权 利 人 仍 可 以 单 独 行 使 定 价 权

和单独授权。权利人和使用人可以根据预先设

定的交易规 则，编 写 和 运 行 符 合 双 方 预 期 的 智

能合约。著作权管理系统保护了权利人的话语

权，交易信息发布到网络版权交易系统，使用人

可以根据需求在交易平台上自由缔约合同。智

能合约具有 情 景 应 对 型 的 程 序 规 则 逻 辑，可 以

通过排列不 同 的 数 据 代 码 组 合，以 及 根 据 不 同

的情景设定 不 同 的 授 权 模 式，如 独 占、普 通、排

他、从属等许可模式。

即使版权人没有将作品交由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集中 许 可 时，版 权 人 仍 然 可 以 通 过 著 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搭建的交易平台进行版权互惠

等私人自由 交 易 活 动。多 重 的 许 可 方 式，可 以

保护著作权 的 私 权 属 性，避 免 有 价 无 市 而 出 现

版权真空现象，从而还原作品真实的市场价值。

（四）利用智能合约完善收益分配机制

运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搭建的数字化系

统进行网络 版 权 交 易，拓 展 了 新 的 收 益 分 配 方

式。电子货币 作 为 智 能 合 约 的 交 易 货 币，具 有

市场价值性 和 流 动 性，为 著 作 权 收 益 分 配 带 来

了便利。与传 统 的 收 益 分 配 不 同，利 用 智 能 合

约，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管理费、管理版权

税费的分配、版 权 交 易 等 涉 及 费 用 流 转 等 一 系

列事项，都可 以 运 用 代 币 代 替 现 金，实 现 付 费、
收益和版税一体化运行。

智能合约支持使用人自主编写版权交易条

款，著作权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可 以 预 先 设 定 扣 取 管

理费用的条件，条件满足时，智能合约会将预设

费用直接转 移 至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的 账 户。
根据事先约定 的“分 拆”，无 需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织介入，扣 除 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管 理 费 用

和应扣缴税 费 后，智 能 合 约 会 自 动 将 其 余 代 币

分配给版权人。
一站式收益 分 配 流 程 高 效 有 序，费 税 分 配

环节不断减少，解决了版权人“收入延期”问题。
（五）利用智能合约进行知识产权估价

根据２０１７年全球入侵检测系统（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ＤＳ）报 告［１７］，数 字

化的资产分类账将能够实时反映特定作品的受

欢迎程度，对 作 品 使 用 动 态 评 估 可 以 使 知 识 产

权评估具有 更 大 的 灵 活 性，并 能 够 重 新 评 估 作

品。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利用智能合约

统计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作品形式

的使用量和记录流向，判断其受欢迎情况，为知

识产权估价 提 供 参 考，版 权 人 能 够 根 据 需 求 程

度设定自己的费率，获得相应的利益，促进版权

交易市场的弹性发展。

　　五、结语

时代在不断 进 步，科 技 的 发 展 为 著 作 权 集

体管理组织 带 来 机 遇 和 挑 战，智 能 合 约 是 区 块

链的前沿关 键 应 用 技 术 之 一，将 智 能 合 约 介 入

著作权集体 管 理，可 以 协 助 解 决 管 理 中 所 面 临

的一系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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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区块链技术仍有缺陷，我们

不能无视因技术原因导致智能合约可能带来的

风险。首先，著 作 权 集 体 管 理 组 织 在 应 用 区 块

链技术时，将 面 临 无 法 验 证 并 确 保 资 料 来 源 的

真实性、增加 交 易 量 与 保 障 运 算 效 率 等 技 术 难

题。其次，我国未形成统一的法律代码数据库，

版权作品和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语言的转化还

存在很大鸿沟。计算机可识别的术语转化为人

类可识别的术语时，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代

码的预先输 入 有 限，难 以 穷 尽 交 易 中 的 情 事 变

更。最后，智能合约难以篡改，限制了当事人意

思表示的变 更。一 旦 智 能 合 约 发 生 错 误，这 些

错误将难以逆转，并且纠错成本巨大，补救将变

得十分困难［１８］。总之，如何防范与化解因技术

漏洞造成的 损 失 风 险，将 是 技 术 领 域 与 法 律 领

域亟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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