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6

编辑出版 BIAN JI CHU BAN

中外常见图书出版合同比较
文 / 李永强

摘要：本文立足于版权贸易，对中外

常见图书出版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比较，

以期国内出版社在进行版权贸易谈判及拟

定和签署出版合同时，能够借鉴国外著名

出版商的成功经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

规避法律风险，确保合同顺利履行，进而

更好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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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借鉴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出版业与

国外出版业的交流沟通日益加强，“引进

来、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可以说，

版权贸易工作已经成为出版社的重点工

作之一。但是，和国外那些动辄有百年历

史、资产规模巨大的著名出版商相比，我

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尤其是版权输出领域

还是个新手，在版权贸易谈判中处于明显

劣势，在合同拟定及签署等方面也存在经

验不足等问题。故此，本文立足于版权贸

易尤其是版权输出，对中外常见图书出版

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比较，以期国内出版

社在进行版权贸易谈判及拟定和签署出版

合同时，能够借鉴国外著名出版商的成功

经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规避法律风

险，确保合同顺利履行，进而更好服务国

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

一、中外常见图书出版合同的界定

1999 年，国家版权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修订

发布了“图书出版合同 ( 标准样式 )”。实

践中，该合同对规范著作权人和出版社的

法律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被国

内出版社广泛采用。国内出版社对外输出

版权时，也多以该合同为基础草拟合同。

故此，本文以该合同作为国内常见图书出

版合同 ( 以下简称“国内出版合同”) 的

代表。而国外出版商在对外输出版权时，

由于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基本上主导了

从合同草拟、签订至履行的全过程，版权

引进方通常只能被动接受。国外出版商采

用的版权输出合同多为格式合同，一般以

国外出版商所在国语言或英语拟定，虽然

因国外出版商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

在核心条款等方面还是相一致的。本文遴

选了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社

等国际知名出版商的版权输出合同，鉴于

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故以其作

为国外常见图书出版合同 ( 以下简称“国

外出版合同”) 的代表。

二、中外常见图书出版合同核心条款比较

整体而言，与国内出版合同相比，国

外出版合同具有定义明确、表述规范、内

容严谨、格式统一等特点。下面主要从权

利人与作品、权利种类及性质、权利范围

与期限、费用标准与支付方式、违约责任

等方面，对两者在核心内容方面加以比

较，并对国内出版社可借鉴或注意的部分

加以说明。

( 一 ) 权利人与作品

出版合同权利人的资格合法是保证合

同有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合同中应尽可

能的列明相关权利人的具体信息，特别是

资质信息。国内出版合同涉及的权利人通

常为版权方和出版方，列明的信息一般也

较为简单。而国外出版合同涉及的权利人

则较为复杂，除了版权方 ( 版权输出方 )、

出版方 ( 版权输入方 ) 外，有时还涉及译

者、印厂等，个别版权方为了确保合同签

署的真实性，还要求加入版权方和出版方

的合同签订见证人。同时，国外出版合同

一般会写明相关权利人的名称、注册地

址、注册地、注册编号、注册资本、法定

代表人姓名、联系电话和邮件等信息。这

对于合同当事人准确评估合作方履行合同

的能力、判断合作方是否具备资质等具有

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国出版社在签订出版

合同时需要加以学习的。当然，出版方除

了对相关权利人的资质进行审慎性检查，

要求其提供身份证明或营业证照等外，对

于版权输出合同，还应重点关注著作权代

理人是否具备原著作者的授权书等，以免

合同无效。

此外，无论中外出版合同，均需对作

品的名称、载体和文种作出明确约定。这

些因素对于合同的履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

响。例如，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出版方

可能会更改作品的名称，此时就需要与版

权方签订变更书名的补充协议，以保证作

品出版的合法性。国外出版商在这方面做

得很好，国内出版社则相对随意一些，需

要加以改进。

( 二 ) 权利种类及性质

对于权利种类的约定是出版合同中最

为核心的内容之一。版权方可以授予出版

方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

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汇编权、翻

译权等。不管中外出版合同，版权方授予

出版方的主要是复制权和发行权，对于版

权输出图书来说，还包括翻译权。国内出

版合同中，版权方授予出版方的权利一般

都是专有使用权利，即出版方作为被许可

人有权排除包括版权方在内的任何人以同

样的方式使用作品，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版权方也可以转

让相关权利。而国外出版合同中，版权方

许可出版方使用的权利可能是专有使用权

利，也可能是非专有使用权利，也可能是

混合权利。例如，国外出版商作为原著作

者的版权代理人，在向他国输出版权时，

可以授予出版方排他性的复制权和发行权，

以及为了控制出版方印数和打击盗版，同

时授予出版方在图书上粘贴防伪商标的非

排他性使用权。此外，国外出版合同，还

会对图书中涉及图片的权利单独作出约定。

这些与国内出版合同有一定的差异，相对

而言，国外出版合同更具有灵活性，更为

严谨，也更能维护版权方的利益。

( 三 ) 权利使用的地域范围与期限

不管出版合同是许可合同还是转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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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均应对所涉权利的地域范围和期间作

出明确的规定。国内出版合同过去一般将

专有权利的使用范围限定于中国大陆，现

在随着国际版权贸易的广泛开展，开始逐

步拓展到了世界各地。但坦诚地讲，权利

使用的地域范围主要由出版方来界定，版

权方并未意识到不同地域范围对其自身权

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国外出版合同对

权利使用的地域范围则有严格的限定，版

权方收益与细分市场有着紧密的关系，市

场约细化，版权收益越大。例如，国外出

版商在向大中华区输出版权时，会将中国

大陆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作

为不同的目标市场，分别签订中文简体版

和中文繁体版的版权输出协议，以获取最

大收益。对我国出版社来说，不管引进还

是输出版权，均应根据对细分市场的研究

和分析，审慎确定权利使用的地域范围，

切忌随意和粗放，以更好维护自身和作者

的权益。

至于权利使用的期限，国内出版合同

一般为 5—10 年，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

越高的图书，期限越短；国外出版合同一

般为 3—5 年，3 年居多。跟国内出版合

同不同的是，很多国外出版合同每加印一

次就需单独签订一次。同时，国外出版社

对合同生效时间还附加很多条件，如预付

费到账后合同才生效等。国外出版合同对

合同期限的约定更为市场化，也更为尊重

著作权人的利益。

( 四 ) 费用标准与支付方式

国内出版合同涉及的费用主要为稿

酬。稿酬形式主要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

酬、版税、一次性稿酬三种。稿酬标准则

主要参考国家版权局发布的《使用文字作

品支付报酬办法》确定，或由出版社和作

者依据市场规则协商确定。依原创作品和

演绎作品的不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

标准在 10—300 元 / 千字之间浮动，版税

的标准则在 1%—10% 之间浮动。在支付

方式方面，多采用图书出版后一定时间内

以人民币形式支付。国内稿酬一般为含税

费用，由出版社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代扣代

缴所得税。

国外出版合同涉及的费用主要为稿

酬、预付金和材料费等。稿酬一般采用版

税形式，很少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

一次性稿酬的形式，通常为含税费用。版

税的标准也相对统一，一般在 8% 左右。

版税通常区分为首印版税和加印版税，首

印版税一般需提前支付，加印版税则在一

定周期内支付。预付金是版权方提前锁定

风险、获取收益的一种方式，出版方在合

同签订后一定时间内即需支付。预付金

可能与版税无关，也可能是版税的一部

分，不管出版方是否履行合同，支付后即

不可返还，多为含税费用。材料费也叫图

档费，一般指版权方为提供原版作品的电

子文档或其他制作材料，如图片文件等产

生的费用，通常不得用于抵扣预付金或版

税，多为不含税费用。不管稿酬、预付金

还是材料费，多以外币形式支付。总体来

说，国外出版合同在费用标准和支付方式

方面与国内出版合同存在较大差异。对于

国内出版社来说，应科学确定费用标准和

支付方式，合理测算成本，适度规避汇率

风险，提前锁定收益，维护好自身权益。

( 五 ) 禁止性内容

我国出版合同，通常会依据《出版管

理条例》第二十五、二十六条的规定，对

图书不得含有的内容作出明确要求。但国

外出版合同则缺乏相应的约定，版权方通

常只单方面要求出版方不得未经许可擅自

修改图书内容。例如，LPPM 公司在对外

输出电影《小王子》的图书版权时，就明

确要求出版方“应尊重作品的原始内文和

含义。未得到书面同意，不得改变作品的

意思和内文”。坦诚地讲，不管是引进或

输出版权，相关图书在内容方面总是可能

存在与某国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或者

法律法规等相悖的情况，此时，出版方必

须坚持原则，对这些禁止性内容坚决予以

删除或修改，但同时要注意不能歪曲、篡

改作品，破坏其完整性，还要及时告知作

者。所以，我国出版社在开展版权贸易工

作时，应特别注意处理好保持作品完整性

与确保内容正确之间的关系，坚持导向意

识，以更好地满足国内读者的需求。

( 六 ) 违约责任

为了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避免出现

合同违约情况，中外出版合同都对违约责

任做了详尽的约定，如出现剽窃他人作

品、重复授权、未按时交稿或出版、未

按时付酬等情况时，相关行为人须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国内出版合同基本涵盖了

前述违约责任。但是国外出版合同对违约

责任的约定则更为详细甚至庞杂，除了前

述违约责任外，还涉及合同期限、翻译质

量、版权声明、销售政策、定价、印制工

艺、商标使用、样书提供、打击盗版、担

保与委派、合同签章等方面的违约责任，

可以说覆盖了合同履行的方方面面。与国

内出版合同相比，国外出版合同可以更有

效地震慑相关当事人规避合同违约行为，

确保合同得到切实的履行。在拟定合同

时，国内出版社应学习国外出版商这种科

学严谨、锱铢必较、精益求精的精神。

( 七 )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在销售渠道、销售折扣、清仓安排、

销售报告、打击盗版等方面，国内出版合

同一般都很少涉及，但国外出版合同均会

作出具体的约定。例如，施普林格出版社

会要求出版方每加印一次图书，均在图书

封面粘贴防伪标签，这既可以有效打击盗

版，又可以合理监控出版方的加印行为。

此外，国外出版合同对定价、印制工艺、

版权声明、合同签章以及合同纠纷的地域

管辖权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国外出

版商具有更高的合同履行和管理能力，以

及更强的法律意识和品牌意识。对此，国

内出版社必须加以学习，取长补短，方可

提升自身管理水平。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出版合同在科学

性、严谨性、规范性、实操性等诸多方

面，都明显优于国内出版合同，故此，国

内出版社在合同洽谈、拟定和签署过程

中，应积极学习国外著名出版商的成功经

验，提升合同管理水平，强化依法履约意

识，才能做好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工

作，进而为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精

神、提升中国影响做出积极贡献。

( 作者单位：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