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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分析的网络版权保护研究
奉小斌 郭宏 湘

湘潭大学商学院 湘潭 41 1 105

(摘要) 网络版权保护 旨在权衡网络版权利益相关方的公平利益
,

定价策略方面利用网络外部性原理和数字产品的特征进行合

理定价
,

网络版权利益的分配策略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在作者未申请版权保护情况下

,

网络版权保护策略达不到
“

帕累

托最优
”

状态; 另一种在有网络版权的情况下
,

版权利益分配实质上是一个关于作者
、

出版商和用户的三阶段博弃模型
。

因此
,

作者是否创作与出版商是否出版取决于他们对收益回报的预期
,

用户是否盗版取决于盗版带来的风险损失与购买正版之间的成

本估量
.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网络版权 网络作品 博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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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版权法对版权主要侧重于从法律角度进行研究
。

陈森
、

隆捷
、

魏琴针对电子图书的版权保护问题
,

提出了一

个由作者
、

出版商和读者三方构成的博弈分析框架
,

最后通

过一个博弈模型进行合理定价分析l1]
。

李纲和邢晶晶从数字图

书馆角度
,

分析图书馆可以实行获取与不获取两种策略
,

而

作者有强保护与弱保护两个策略供选择
,

这就在数字图书馆

与作者之间形成了博弈l2]
。

网络版权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
,

版权所有者对自己的作

品依法所享有的权利l3]
。

网络版权涉及的内容包括权利人对作

品的复制权
、

信息网络传播权
、

修改权
。

数字技术正使传统

的版权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
,

传统版权有三项法律特征
,

即

专有性
、

时间性
、

地域性
,

而网络作品版权的这三项特征相

对弱化阵51 。

增长的目的
。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进行分析
:

假如作者相信网

络经济的外部性¹
,

在竟争性市场上
,

作者和出版商面临的问

题是他们有放松版权控制的策略动机
。

这个问题类似于博弈

论中的
“

囚徒困境º ” ,

宽松的版权保护会吸引竟争对手的顾

客转移过来购买实行宽松版权策略的厂商的电子产品
。

A
、

B

代表两个出版厂商
,

比如 (100
, 100 ) 代表在A 厂商和 B 厂

商同时采取宽松的版权策略时
, A 与B 的收益都是 100

。

如表 1所示
,

权利人所得收益是由从对手那里新争取到

的顾客带来的收入增加
,

连同宽松策略带来的当前顾客的流

失造成的收人减少这两部分共同构成的
。

如果A 与B 都采取

宽松的版权策略
,

那么A 与B 的收益都会降低
.
如果合作

,

同

网络版权保护的策略博弈

1
.

1 宽松版权或者严格版权的权衡

现实生活中
,

版权人有权选择各种不同的版权保护策略
,

根据版权人的意图不同
,

可以同时实现用户规模扩张和利润

¹ 网络经济外部性是指当消费同样产品的其他使用者的

人数增加时
,

某一使用者消费该产品所获得的效用增量
,

这

个增量可以为正 (正网络外部性 )
,

也 可以为负 (负网络外部

性 )
。

º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

说的是两个囚

犯分别关在 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
,

他

们从 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

并假设对方很可能会选择的

最优策略前提下
,

从坦白与抗拒中选择应对策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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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权利人采取宽松或严格的版权保护策略 [6j

刃~
、

~ 遏 宽 松 严 格

宽 松

严 格

(1 0 0
,

(7 0
,

1 0 0 )

1 5 0 )

( 1 5 0
,

( 1 3 0
,

7 0 )

1 3 0 )

时采取严格的版权策略
,

则A 与 B都会从中提高收益
。

在没

有反垄断限制的条件下
,

(严格
,

严格)的策略将是A 与B的

博弈均衡解
。

1
.

2 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双理性模型

合理制定权衡各方利弊的版权保护策略
,

可以利用数字

产品正的网络经济外部性
,

扩大用户规模
,

提高作品价值
,

然

后对用户群中的高端用户推出收费的完整版服务侧 (见图 l)
。

图l的坐标系中
,

分为高端用户和低端用户两种双理性的消费

者
,

D :

代表降价前的针对双理性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在D再

段代表对产品性能敏感而对价格不敏感的高端用户群
,

EG 段

代表对产品的价格敏感而对性能不敏感的低端用户群)
,

而使

双理性消费者需求曲线扩张到 D Z

曲线 (在D ZF段代表对产品

性能敏感而对价格不敏感的高端用户群
,

FD 段代表对产品的

价格敏感而对性能不敏感的低端用户群)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随着价格的合理下降
,

存在正的网络外部性
,

使高端和低端

用户的消费量增大
,

销售额的增长为
:
(O P3CQ

3 + O P 4D Qp
-

(o p oAQe
+ OP尹q )

。

这种策略
,

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消费者

剩余
,

提高权利人的利益
。

现今的网络作品
,

很多作者都没

有出版和申请版权保护的意愿
,

仅仅局限于网上传播和娱乐
,

这样除了少数作者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外
,

其他的都是在事后

求助于法律保护l3]
。

P

个p
,

丫
2

有经济理性
,

偏好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

并以数理模型的方

式探讨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
,

如何充分考虑其他局中人

(Play ers )的决策
,

决定自身行为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l6J
。

对

网络版权保护及网络出版商向用户收费的法律保护进行博弈

分析的前提是
:

主体具有经济理性
。

经济学假设每个经济个

体都具有经济理性
,

始终试图以最低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
,

以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
。

2
.

1 作者未申请网络版权保护的博弈分析模型

假设网络作品所有者对其作品可以采取强保护 (高成本

的自我保护)和弱保护 (相对很少采取保护措施)两种策略
,

网络出版商也可以采取出版与不出版两种策略(见表2)
。

在这

里
,

我们假定
,

作者选择强保护的成本为 100 元 (即受益为一

l加元 )
,

选择弱保护的成本为50 元
,

但在弱保护情况下被侵

犯时的额外损失为 2(X) 元
,

即收益为一 25 0 元
.
网络出版商选

择出版
,

在对方强保护下收益为 150 元
,

对方弱保护下收益为

2(X) 元
,

不出版收益为 0 元
。

由于作者没有版权保护
,

所以出

版商可以随意侵犯作者的版权
,

故作者的收益为负 (被侵犯

的成本加上自我保护成本)
。

表 2 未申请版权保护的博弈分析模型

lll

濡舒~ 坚坚
强保护护 弱保护护

出出 版版 (1 50 一 10 0 ))) (2 0 0
, 一

2 5 0 )))

不不出版版 (0
, 一

1 0 0 ))) (0
, 一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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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双理性模型

从上述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
,

如果权利人对自己的网络

作品不申请版权保护
,

出版商的占优均衡策略是出版
,

无论

作者采取哪种保护措施
,

出版商都是有利可图的
。

同时
,

作

者在了解出版商的动机后
,

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
,

使自己的

损失最小化
。

由此也可以看出
,

在没有网络版权保护的情况

下
,

作者与网络出版商的交易费用大
,

导致资源浪费
,

无法

进行
“

帕累托改进 ¹ ” 。

2. 2 有网络版权保护的博弈分析模型 ( 见图 2)

电子商务环境下
,

用户购买数字产品后可以廉价地进行

复制
,

并在电子商务市场上进行廉价销售
,

这样将形成一个

电子商务中的廉价市场
,

将正版数字产品挤出市场
。

因此
,

我

们必须分析有法律保护的网络版权
,

而且博弈模型也是建立

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的
,

也就是说
,

最后到用户阶段
,

如

C山
P0巧

2 网络版权保护的利益分配博弈

版权保护主要是为了调节和规范不同主体间的经济利益
,

因而
,

有必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网络作品的版权保护
。

网

络作品的版权涉及到作者
、

网络出版商
、

用户三方的利益
。

由

于网络条件下作品的易传播和易复制
,

购买正版印刷品的人

数减少
,

极大地影响了版权人的财产权益
。

因此
,

必须制定

适合网络条件的版权保护措施
,

保证其合理使用
,

使三方利

益均衡通过网络出版商的行为方式得以实现
,

并以确保社会

收益最大化为前提
。

博弈理论以此为基础
,

融入经济个体
,

具

图2 有版权保护的博弈分析

¹ 帕累托改进 (p a r e t o i m Pr o v e m e n t ) 是指在不减少一方

的福利时
,

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 一 方的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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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果用户侵犯版权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

图2 中
,

U :
、

从
、

U 3

分别代表在用户购买的情形下作者
、

网络出版商以及用户的收益、 U
’:

、

U
’2

、

U、分别代表在用户盗

版的情形下
,

作者
、

网络出版商以及用户的收益
; U

” :
、

U
” 2

分别代表在用户不购买的情形下作者和出版商的固定成本消

耗
,

即收益为负
,

此时用户的收益为零‘卜2] 。

作者是否创作
,

取决于其创作收益能否弥补创作所花费

的成本 (包括时间
、

打印出版
、

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成本等)
;

网络出版商是否愿意出版
,

取决于出版的作品能否弥补出版

发行的成本以及对网络出版商的影响
,

用户是否能尊重作者

的版权
,

取决于正版数字产品的市场价格
、

用户本身的价格

接受能力及复制盗版的成本 (包括复制的边际成本和被查处

盗版的高额罚金)
。

当然
,

用户的盗版也会影响出版商和作者

的利益
,

甚至将正版作品逐出市场
,

这就需要我们的法制来

约束这种不法行为l8]
。

以电子书为例进行模型分析l9] :

假设市场中只存在一个

版权所有者
,

他向整个市场提供一种数字产品
。

市场中存在

两类用户
:

一类用户需要从版权人手中获得支持性服务
.

另

一类用户不需要支持性服务
。

假设市场上有 q 个用户
,

即合法或非法使用该数字产品

的用户总数
。

我们假定用户的效用随合法或非法使用相同软

件的其他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提高
。

p ‘表示政府和社会对盗版

行为的打击力度
,

即违法者被查处的几率
,

这个参数与一个

国家的法制体系
、

公民的素质
、

执法力度
、

读者盗版的心理

倾向等各面的因素有关
。

C 表示每个盗版者每次被查处的处

罚成本与赔偿成本构成的相对成本
。

所以只
* c 衡量的就是盗

版的成本
。

p是数字产品的市场价格
,
6 是版权人对用户提供

的支持性服务的价值 (6 ) 0)
。

因此 需要支持性服务的用户的效用函数叽可表示为
:

要尸之PC
,

不需要服务支持的用户不会购买数字产品
,

他们

要么选择盗版
,

要么不使用该数字产品
。

3 网络版权保护的定价策略

在电子商务市场中
,

根据数字产品的特征和考虑各方利

益博弈的均衡
,

合理制定数字产品的价格
,

是一种重要的预

防盗版的策略
,

更有利于提高版权人的收益
。

根据博弈的结

论
,

要彻底杜绝盗版
,

就要使盗版者每盗版一本书的罚金大

于读者读一本书的精神收益
,

而且读者读一本书的精神收益

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这本书的价格
,

否则读者不会决定买书110]
。

在理想状态下
,

如果盗版行为可以及时发现且绳之以法 (即

前面说的 p‘接近 l)
,

这样的罚金可以使盗版者接受买书的价

格而不去盗版
。

由于数字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¹
,

版权人在定价时
,

要不断随时间的推移而采取反向定价策略
。

从图3可以看出
,

版权人不是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凡上
,

而是将价格定在P, 上
,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价格降为几
。

而根据正的网络外部性原

理
,

正版用户数量不断增加
,

盗版的用户量变少
,

需求曲线

不断外移
,

由 D 。

外移到 D , ,

再外移到 D Z 。

同时
,

版权人可

以获得的垄断收益为图中的阴影部分 b+C +
.
二

的面积
,

而不是

垄断情形下的犷, 。 这也告诉版权人不能将价格定在垄断价格

水平凡上
,

因为多数消费者不能接受凡这个价格水平
,

并且

很大部分未购买此产品的人主要是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
,

一

直在等待降价或者盗版产品出现
。

要是此时版权人仍然坚持

价格不变
,

那么盗版品将成为廉价的替代品而占据正版市场
,

最终影响版权人的收益
。

及时为正版用户提供支持性服务
,

用

户就会偏好购买正版产品而不是盗版
。

(1+ a为--P

U0 丝 q 一夕i 中 c

0

购买数字产品

盗版

不使用数字产品

公式 ( l )

这就是说
,

一个需要支持性服务的用户如果购买数字产

品
,

他将得到总效用 q
,

加上获得的支持性服务的价值 占q
,

再减去价格p
。

盗版用户的效用为q
,

再减去盗版的成本只
*Co

同理
,

不需要服务支持的用户的效用函数 鱿可以表示 图3 一种版权保护的定价策略

q--P 4 结 论
q 一夕1 . C

0

购买数字产品

盗版

不使用数字产品
公式 (2 )

从上述两个函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

¹ 如果P‘6 q .

即
,

即数字产品的价格不超过版权人为合法用户所提供的价值
,

需要服务支持的用户会偏好购买数字产品而不是盗版
;
º只

网络版权保护与用户盗版都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
,

而

¹ 数字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
,

是由于数字产品本身

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无损复制
,

且复制成本 比传统纸 质出版物

低得多
,

一般假设数字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来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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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定位实现的政策工具
、

机制运行中的项目管理
、

机制运作

中的信息公平
、

信息产权与信息安全等问题
。

从某种意义上

看
,

政府机制的运用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政府信息服务的公平

性 ,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某些服务领域有效维护信息服务的

公益性
。

2(X巧年
,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布的 《关于加

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对有关政府机关

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具体任务均逐项进行了明确
。

从基

本思路看
,

它也突出了政府机关应以政策引导而并不直接参

与政府信息增值开发服务的精神
。

鉴于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
,

虽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

但

其发育和运作模式的不成熟现状
,

非营利组织应在学习借鉴

国外非营利组织运作模式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

积极摸索非

营利组织参与和介入政府信息增值服务的途径和具体方法
。

在起步阶段
,

政府可以通过有关政策工具对非营利组织的政

府信息增值服务活动进行必要扶持
。

从总体上看
,

目前我国信息资源产品供给 (或称为信息

内容产品 )的市场化运作已经迈出了实践的步伐
。

由于市场机

制本身的灵活性
、

高效率等优势
,

经过市场机制的洗礼和锤

炼
,

国内出现了一批成功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商和数据库服务

商
。

但从这些市场主体涉足的信息增值开发领域看
,

主要集中

在企业商情信息
、

文化学术信息
、

生活服务信息等
,

它们很少

涉及政府信息增值开发服务
。

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一

方面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比较缓慢
,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

在近期才刚刚出台
,

进行政府信息增值服务的信息源基础存

在利用困难
.
另一方面我国有关政策中对民间和市场主体参

与政府信息增值开发的热情有若干限制性的规定¹ 。

因此
,

政

府信息增值服务中市场机制的运作首先应以放松政府的有关
“

政策管制
”

为前提
,

并从政府信息中 (属于公开范围的 ) 具

有商业增值开发价值的信息资源入手
,

进行政府信息增值服

务市场机制运作的尝试
,

企业商情信息和文化学术信息等市

场运作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
。

可喜的是
,

国务院信息化

工作办公室发布的 《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任务分

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

由财政部牵头
,

会同发展改革委
、

信

息产业部
、

税务总局等部门
,

制定促进政务信息资源社会化

增值开发利用的政策措施
,

鼓励社会力量对具有经济和社会

价值
、

允许加工利用的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增值开发利用
.
制

定规范政务信息资源社会化增值开发利用的管理办法
,

按照

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授权申请者使用相关政务信息资

源
,

规范政务信息资源使用行为和社会化增值开发利用工作
。

综上所述
,

可以预见
,

我国政府信息增值服务将逐步过

渡到政府机制
、

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存的时代
,

政府信息

增值服务也将获得一个大发展
。

参考文献
:

川 周 毅 :政府信息资源开放与开发的社会化和商业化
:
趋势

、

领域与问题
,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 05 (6) 29

一

33
.

12 ] 陶传进
.

社会公益供给
:N PO

、

公共部门与市场
.

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辛1几
,

20 05 : 8 0
一

81
.

[3 ] 夏义革
.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比较分析
,

情报科学
, 20 0 6 (4 ) : 13

一5 1
.

[4 ] K r a m e r R ,

G i d r o n B , L e st e r e d s
.

G o v e r n m e n t a n d th e Th ird

S e e t o r
,

Sa n Fr a n e ise o : Jo s se y一 B as s , 19 9 2: 16 一20
.

〔作者简介〕 周 毅
,

男
,

19 66 年生
,

教授
,

博士
,

发表论文百余篇
。

(上接第48 页)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

作者是否创作与出

版商是否出版取决于他们对收益回报的预期
,

用户是否盗版

取决于盗版带来的风险损失与购买正版之间的成本估量
。

合

理的版权法律或制度需要考虑作者创作的热情
、

出版商的利

益回报以及用户获得的精神收益与付出成本的均衡
。

参考文献
:

[l] 陈 森
,

隆 捷
,

魏 琴
.

电子版权的博弈分析
.

图书馆学刊
,

20() 4

(5 ) : 33
一34

.

[2 ] 李 纲
,

邢晶晶
.

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的博弈分析
.

中国图书馆

学报
, 20 0 3( l ) : 6 2一64

.

[3 ] 沈木珠
,

乔 生
.

中国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的几点意见
.

法学研究
,

20 0 4(5 ) :6 7 一7 2
.

[4 ] 张正新
.

中国企业电子商务转型及其法律问题研究
.

武汉 :武汉

大学11}版辛I:
,

200 2: 17 1
一

17 5
.

【5] 高富平
.

电子商务法律指南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

200 2: 118
一

124.

16 ] 张维迎
.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

上海
:
三联书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 0 0 5 :8 一 10
.

[7 ] 谢 康
.

电子商务经济学
.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 0 4: 67
一

73
.

[8 ] 鲍永正
.

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
.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

社
, 20 03 :45一4 9

.

19 ] 谢 伊
.

网络产业经济学
,

张 磊
,

等译
.

上海
: h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
,

20 02 :4 9 一5 2
.

[ 10] 郭鼓美
.

电子商务法律与实务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 0 0 4: 18 一24.

(作者简介〕 奉小斌
,

男
,

1984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发表论文 6篇
。

郭宏湘
,

男
,

1949 年生
,

教授
,

发表论文 40 余篇
,

出版专著 (含教材 ) 4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