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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区块链以去中心化、强安全共识等特性，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应用技术。本文分

析区块链适用于著作权保护的技术特性，以及在图书馆著作权保护中的具体作用。基于此，阐释区块链技术对图

书馆服务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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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区块链作为一项基于信任共识的新技术，将

密码原理、时序数据和共识机制有机结合，使分布式数据

库中各节点信息持续连贯，可即时验证、追溯、不可篡

改，成为一套共识、安全、高效的应用体系。图书馆作为

率先应用新技术的知识服务行业，必将受到深刻影响。

《中国区块链行业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

2014—2017年中国与美国区块链领域公开专利数量呈

明显上升趋势[1]。近年来，中国区块链相关行业协会纷

纷涌现。独立智库数据公司CB Insights在2018年5月发

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是区块链技术的突破年，尽管政

府监管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投资者已投入大量资

本，吸引人才团队，并积极探索新的应用[2]。我国已将区

块链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中，区块链技术已列入国家重点战略

布局[3]。作为社会知识资源中心的图书馆，利用区块链的

技术特性，在数字网络环境中更好地实施著作权的保护

与利用，对促进图书馆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区块链适用于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
技术特性

中本聪在《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

统》中指出，区块链是用于记录比特币流通账目历史的

数据结构[4]。我国工信部指导发布的《中国区块链技术

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将区块链定义为：利用块

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

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来保证

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

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

础架构与计算范式[5]。

区块链是由一个个区块数据结构所构成，每个区

块上都包含数据、时间戳、关联到上一个区块的信息及

可执行代码[6]；主要包括3种关键技术，即分布式动态组

网、链式结构及共识机制[7]。具备5个基本特征：去中心

化，交易无须中介；自治性，基于共识一致的规范和协

议；安全可信，交易数据加密，保证数据不可篡改；公开

透明，全网公开每个节点的区块链数据，并可查询；匿名

性，交易双方不需要对方实际身份，也无相互关联机制。

1.1  区块链去中心加共识的信任机制

区块链的去中心、分布式技术，使网络中所有节点

的行为获得记录，并可以将各区块的行为信息联结起

来，形成完整的、来龙去脉清晰透明的行为明细清单，

构建可互相验证信息真伪的网络共识环境。既进行信

息防伪，又提供可追溯路径。当人们对某个区块的“行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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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值”有疑问时，可方便地回溯历史交易记录，判别是

否产生过变化与其他行为。这将使区块链上的图书馆

资源共享利用行为得到信任保障。

1.2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

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是图书馆资源服务的宗旨与

目标。近年来，社会著作权保护意识普遍提升，著作权

人通过知识生产获得回报的意愿加深。特别在数字网

络时代，技术对信息资源利用的便利，使图书馆信息资

源的合理与规范使用显得更为迫切。“知识付费”的兴

起与此密切相关。运用区块链技术，图书馆可使用户在

数据开放共享利用中的行为形成不可篡改、安全可追溯

的记录。区块链的数字签名技术，可使人们对信息数据

的访问必须获得授权许可，因而可杜绝信息数据共享

非许可使用问题，确保信息使用安全，这使数据库的建

设与利用进入一个安全可控的新时代。

2  区块链在著作权保护中的作用分析

在新经济时代，著作权是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据统计，2014年我国著作权产业对GDP贡献率已达

7.28%。网络的虚拟性和交互性，知识产品随时随地的

广泛传播，复制、下载的快速轻松，使作品著作权的权

利主体确立困难。因此，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现象严重，

网络著作权纠纷频发；同时，互联网侵权举证困难、维

权成本高。区块链则可使著作权的获得、授权、追踪、

保护、回溯、评估变得简单直观，有效解决网络著作权

确权、用权、维权等问题，因此，区块链技术在著作权

保护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

2.1  区块链可为数字作品著作权的确立提
供依据

网络传播使数字作品的利用方便快速，但也使利

用的来源与获取方式难以确认，这使网络著作权侵权行

为、主体、责任难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6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

产生”。通常情况下，作品是通过署名确定作者，著作权

是自动产生的。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主

体变化频繁，使作者真实身份在经过多次传播后，很难

通过署名确定。同时，数字作品的呈现形式复杂多样，

文字、音频、视频、动漫、动画等穿插其间，期间也可能

有多个作者加入作品的补充、修饰，因而，其版权形式

相对复杂，同一作品的著作权可能涉及多个参与者，且

参与作品完成度、完成的时间等难以确认，使作者的创

作成果无法体现著作权保护。

区块链则可全过程有效记录著作权的产生与流

通，在著作权确权中的作用明显。区块链可直观、完整

地记录，无论是图片、文字或其他何种形式的作品，包

括作者从最初的思想火花到最终形成作品的完整过程，

区域链的“时间记录”链条以及基于密码的数字签名，

可为任意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提供相关证明，为确定著作

权归属提供依据，从而在根源上对著作权进行保护[8]。

如百度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结合其搜索技术和流量

的优势，推出内容著作权生态平台“图腾”，将作品版

权信息永久写入区块链，基于区块链的公信力及不可篡

改性，结合百度公司领先的人工智能盗版检测技术优

势，监控作品传播。

2.2  区块链可实施对著作权人权利保护与
限制的有效分割

著作权保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保护权利人的权

利，另一方面促进知识有效利用。因而著作权也限制权

利人的权利，提供了大众使用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空

间。因此，著作者的权利保护，也可以通过授权许可形

式获得。如著作权人可授权分享创作，授予他人再传播

的权利，同时保留限制其他形式利用的权利。区块链技

术大大便利了著作权的授权分割。如借助以太坊技术，

人们可以在区块链上便利地记录某项著作权的授权状

况，并利用智能合约对其加以约束与控制。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控制，如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

要完全杜绝复制行为十分艰难。区块链则可以很容易

追踪出访问与利用过相关信息的人员与行为信息，也可

以在全网范围内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分析鉴别，

为保护著作权提供依据。

2.3  区块链可方便地维护著作权人行使权利

区块链可轻松构建著作权使用回馈机制，通过回

溯记录网络中参与者的具体工作贡献，作为激励与回

馈的依据。区块链支持用户文件传输及支付交易费用，

但只存储文件的加密数字，不存储文件，使用户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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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避开泄密风险。同时，区块链在作品上附加了加密

信息，使作品的著作权信息在传播中不会被改变，避免

著作权侵权。区块链的回溯追踪功能，已经在著作权遭

遇产权转让和归属纠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6月
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判决了一起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此案中，原告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进行侵权

网页的自动抓取及侵权页面的源码识别，并将这两项内

容和调用日志等的压缩包计算成哈希值上传至Factom
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中[9]。这是我国司法领域首次将

区块链数据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实事证明。

2.4  区块链技术可保障智能合约的顺利实现

智能合约是在网络信息化环境中，传播、验证、执

行合同的计算机协议。智能合约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

况下进行可信交易，交易可追踪但不可逆转。在区块链

技术环境中，智能合约发挥着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技

术作用，因而在著作权领域应用广泛。中国著作权保护

中心、华夏微影文化传媒中心等共同打造了微电影区块

链版权（交易）服务平台，在数字著作权交易中已发挥

作用。通过服务平台，著作权人完善作品信息后，有权

自行决定作品价格和传播分销的奖励政策，用计算机

语言编写的付费协议作为智能合约，在公众使用电影或

视频时，平台可根据智能合约自动将费用付给著作权人

和作品传播分销者；作品的上传、点播、分销和付费等

过程都由智能合约自动执行[10]。

智能合约在著作权众筹中也发挥作用。图书出版界

和微影视制作者，对以众筹方式筹集资金，促进图书出

版和微视频制作发行非常欢迎。智能合约将图书和视频

作品发行后的著作权使用权或收益分红直接回报给支

持者，并确保支持者能够在使用著作权时，获得公正、

确定的收益与分红，极大地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利益[10]。

3  区块链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3.1  保障图书馆知识共享中的著作权人权益

现代图书馆在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通过馆际及

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建设、共享服务成为共识。但知

识资源共享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共享资源的合法性。图

书馆共享知识资源服务必须保证满足符合著作权保护

要求，保护著作权人权益。通过利用区块链的智能合

约，图书馆信息资源在共享时，可以在共识的认证机制

保护下，确保信息资源在共享各主体间的共同认可，不

可更改[11]。

图书馆资源的数字网络化加工、传播、存储等服务

环节普遍涉及著作权问题。区块链在著作权人与出版

社、印刷厂、发行人、读者之间构成共享的区块链生态

圈，整个生态信息在出版生态的区块公链中，所有一切

透明公开、分布式记录，不可更改和可追溯，为证实数

字信息提供了原始证明，可有效厘清数字著作权权属问

题，降低著作权控制成本。

3.2  促进图书馆知识服务中的个人隐私保护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与读者服务，必然通过获

取、分析读者的行为数据和社交数据，实现个性化知识

智能服务，并已成为图书馆提高服务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的重要举措。但数字图书馆的行为必然涉及读者的个人

隐私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图书馆高效实施信息

服务的同时，避免陷入隐私保护的困境。区块链的受限

使用，分布式动态组网与不可更改的技术特性，可确保

读者个人隐私数据的完整性，为大数据时代图书馆解决

读者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11]。

3.3  转变传统图书馆的服务中心角色定位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建立的最古老的信息交流机

构[12]。现代图书馆的公益性角色定位决定了在保护著

作权人权益的同时，也享有合理使用著作权的空间。

即图书馆在不获取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不必征得著作

权人的同意且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合理使用他人著作

的权利。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形态，其本质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思想，体现的是全球

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平等、正义的理想目标。现今网络为

全民共同交互、共同创造提供了公共平台。去中心化，

使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个人的知识创造。区块链

是对基于信任的开放和共享共识的进一步强化[13]，必

然使图书馆的中心地位面临挑战。

3.4  促使图书馆社会信用服务方式的建立

区块链使分布式、可信任成为共识，却弱化了图

书馆在读者知识服务中的主体角色。图书馆作为知识

区块链在图书馆著作权保护中的效用研究汪琼  陈伟



2019年第3期（总第178期）72

传播主体以阅读推广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变成了图

书馆、知识资源、读者三者间的直接交互与角色互换。

区块链的分布式规则、可信任模式，建立起社会信用

公链系统。这使得用户在数字图书馆体系中，可以通

过直接使用自身社会信用来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社

会信用将伴随用户对图书馆利用的始终，这都促使图

书馆要改变传统的信用服务，创新信息资源的服务方

式与内容。

4  结论

成熟的区块链时代尚未到来。但区块链以去中心

化、强安全共识、不可更改的追溯、无须他方介入的透

明交易机制所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在图书馆著作权保

护中发挥的效用将不可估量。虽然，区块链技术仍然存

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技术内容，如

跨链交互、区块搜索、访问控制等，但随着社会对区块

链认识与运用的不断深入，其对图书馆行业的影响将日

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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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Impact of Blockchain in the Library Copyright Protection

WANG Qiong  CHEN Wei
(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106, China )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blockchai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strong security consensus become social attention to 
applie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sis blockchain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role i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libraries. Based on this, explain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on libra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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