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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先照
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服务对
象#如$要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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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
用资格 # 版权所有者必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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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社群经常上传的
大 量 原 始 内 容 拥 有 专 有 权
利%& '将来判断是否存在著作
权侵权行为# 自可由人工智能
代劳#无需律师和法官们"其实
是助理们' 比对数十小时的连
续剧#数万到数十万字的剧本(

小说和一个个音符来完成& 法
律实践迟早要理解和接纳人工
智能的识别过程和结果&

人工智能在维护著作权上
的运用可能产生以下效果 )其
一是有盾必有矛# 将加速用于
侵权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其二#

将加速从事创作的人工智能的
开发 #如刘慈欣在 *诗云 +中设
想的# 率先穷尽所有可能的音
符和文字组合#以掌握著作权&

其三# 将加速作品和用户的数
据化# 平台在追踪盗版的过程
中堂而皇之地搜集数据 "侵犯
隐私'#以便更加精准地推送广
告# 供其和内容提供商牟利分
成#不亦快哉,当作品产生的数
据取代作品本身成为利润的来
源# 著作权法就成了被架空的
晁盖& 对此# 商人的嗅觉最敏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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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义早从 $知识产权%

演变为 $吸附众多粉丝的可知
识产权化的元素 %& 搞个大

'.

离不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当
用户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有
者面前沦为一堆透明的数据
时#$小鲜肉% 大概可以成吨地

生产#而且还是私人订制&你不
妨像鲁提辖那样要上十斤精
的#十斤肥的 #十斤寸金软骨 #

人工智能断不会像郑屠那般没
有耐性&只是有一条#你不能学
鲁达造反&

有
论者认为#人工智能创
作并没有给著作权法

带来根本性的挑战# 把人工智
能作品归入法人作品便可解决
问题---.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主持# 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意志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意
志%一词妙, 法律#还有作品无
不体现特定的意志& 在奇点来
临# 人工智能实现自我进化之
前# 人类的意志仍将灌注到承

载人工智能的一行行算法代码
之中&因此色情作品泛滥(学术
著作造假( 文化产品低俗//

未来一样都不会落下# 只不过
从前是人当枪手# 现在是机器
当枪手&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化
和人机合作的深化# 人工智能
作品将日益增多&如前所述#人
工智能的进化离不开大数据和
钱# 所以必须仰仗掌握着大数
据和资本的大企业 & 眼下 #谷
歌(苹果等巨头无不在买买买#

买下领先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公司& 视人工智能作品为法人
作品# 将使作品和数据的所有
权均落入少数大公司的掌中 &

面对代表巨头们的人工智能的
越来越明确的意志# 公共利益
和伦理诉求如何存活在算法的
代码中0例如#如何训练人工智

能习得著作权背后的知识共
享(创作自由等公共利益考量0

但就在巨头们买买买的过
程里# 我们看到企业在不断扩
大#换言之#市场体制也许在不
断衰落& 掌握着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的平台# 对风险的预知和
控制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因此计划代替市场成为可能 &

未来# 也许有全新的角色在等
待着国家和法律#不但著作权#

关于隐私( 财产和言论自由的
规范都将重新书写& 站在过去
王国的尽头和未来王国的入口
处#旧法治不由得阵阵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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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 是一个颠覆性
时代&

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学 "甚
至信息法学或数据法学'#是基
于 .时空性%(.财产性%(.物格
性%(.主客体间性%等概念建立
起来的#但进入数字时代#这些
概念已无法满足数据的流动和
资源的共享&

数字技术的革命# 正在给
知识产权的法学内涵带来几个
方面的根本转变) 一是知识形
态的转变---从.时空性%存在
变为 .数字性 %存在 1二是知识
价值的转变---从.财产性%价
值变为 .资源性 %价值 1三是知
识利益的实现方式的转变---

从通过.财产特权%直接实现变
为通过 .人格价值 %间接实现 1

四是知识属性的转变---从
.物格%变为具有.人格%1五是作
者与作品关系的转变---从.主
客体间性%变为.主体间性%&

数字时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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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革命与数字革命 #是
不同性质的两场革命) 如果说
产业革命是从农牧经济到工商
经济的飞跃# 其本质是能源技
术革命# 那么数字革命就是从

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飞跃 #

其本质则是信息技术的革命 &

形象地说# 实体经济的画面是
机器流水线# 而虚拟经济的画
面则是移动互联网# 前者的原
材料是物料# 后者的原材料是
数据& 不同于工业经济依赖于
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产品买
卖# 数字经济的图像则是数据
在用户之间分享---网络平台
上#每一个用户#既是数据的提
供者又是数据的利用者& 进入
9;

世纪#数字革命跨入一个所
谓.大智云物移 %的新境界 )大
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 (物联
网#再加上移动互联网#共同开
创了一个数据高度流通( 资源

充分共享的新纪元&

数字技术的这一发展#根
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在经济和生
活中的角色或身份---不仅生
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角色
趋向混同# 也使创作者( 消费
者(销售者三种身份发生混合#

进而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知识
产权的潜在的挑战者或侵权
人&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客观上
为版权保护带来风险# 一件作
品一旦被上传到网上# 就意味
着可能被无数次复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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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
着专利权& 一项专利一旦被公
开# 就意味着可以在任何时间
或场所被制造"打印'出来& 胡

迪2利普森和梅尔芭2库曼说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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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技术条件下#.当每
个人都可以制作几乎任何东西
时# 知识产权法则成为控制创
意传播的一种拙劣工具 % "胡

迪%利普森& 梅尔芭%库曼'

@(

打印(((从想象到现实)!中信

出版社
9:;@

年版'& 知识产权
法的那些排他性禁止# 原本主
要是用来对付同业竞争者的 #

现在它的适用范围却扩大到普
通的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

数字技术的革命# 改变了知识
产权关系的政治结构1或者说#

已不再有人是知识产权制度的
真 正 受 益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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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印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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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者阿德里安说
过# 如果不再有人受益于一项
法律# 那么需要改变的就应该
是该项法律本身"同上书'&

数字时代# 遭遇颠覆的不
只有知识产权关系的政治结构#

还有知识利益的实现方式以及
知识的形态和知识的价值&

从知识利益的实现方式来
看#以往是国家赋予作者.财产
性特权% 直接实现# 而数字时
代#知识利益是通过作者的.人
格价值%间接实现&用哲学家叔
本华的概念来表述#就是)由通
过.我有%直接.兑现%变为通过
.我是%间接.兑现%&知识产权#

表面上看是私权# 其实是一项
公法上的特权1或者说#它不仅

是 一 个 权 利 # 还 是 一 项 权
力---其效力# 源自国家的许
可或确认& 美国建国之父杰斐
逊在一封*致艾萨克2麦克弗森
"思想没有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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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信中说).//对于
发明的独占权利并不是基于自
然权利而是由于对社会有利而
授予的//%"'杰斐逊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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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在本质上#

专利权是国家与发明人的一项
交易# 即国家授予发明人一定
期限的专利特权# 以换取发明
的公开& 尽管发明人在申请专
利时#出于功利上的计较#只会
选择那些预计很快就会丧失新
颖性的发明去申请 "以获得一
定期限的专利'#而对于那些在
预计期限 "至少在专利保护的
期限' 内不会失去新颖性的发
明# 则倾向于不申请专利而使
其处于技术秘密的保护之下
"以便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 '1

尽管如此# 国家为了鼓励知识
创新和知识传播# 还是愿意与
发明人达成这一交易& 就著作
权而言# 虽不像专利权那样必
须通过行政许可而取得---而
是一种自然取得的权利# 但在
复制技术的强烈冲击下# 若没
有国家的认可和保障# 其版权
或复制垄断权是不可能自动实

数字时代的知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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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专利权* 一项专利一旦

被公开!就意味着可以在任何时间或场所被制造"打印$出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
@(

打印技术的发展!知识从"财产#成为"资源$!创作者和消费者的边界也开始
模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遇到了挑战% 数字时代!以作品为中心的创作者和利用者之间!更多的是为
了实现"作品价值$的共同协作!这一切正召唤着知识资源法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