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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开放存取出版、质量控制与评价、电子书、数字版权和技术等方面梳理了2011
年国外数字出版研究进展,其中开放存取与电子书两大研究门类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开放教育资

源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开放存取 电子书 数字版权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171(2013)02-0067-12

ProgressinDigitalPublishingResearchin2011
FangQing XuLifang CongTing ZhanQing
(SchoolofInformationManagement, WuhanUniversity,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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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1年,人们的视线依然聚焦在美国电

子书市场,代理定价制推出一年之后争议不绝

于耳,有学者呼吁出版商重夺电子书产业主导

权,有的则将其视作变相涨 价 的 代 名 词。 8
月,西雅图一家律师事务所向加州地方法院提

起集体诉讼,控告美国五大出版商和苹果公司

联合操纵电子书价格。 不论结果如何,这起诉

讼将亚马逊主导的网络零售商与大型出版商

之间的力量博弈从幕后推向台面,并将对数字

出版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教育出

版发展势头迅猛,但依然处在雷声大雨点小的

阶段,美国书业研究集团(BookIndustryStudy

Group,BISG)等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围绕电子

教材的采纳展开深入探索,发现仍然存在诸多

阻滞因素,其中不仅涉及学生群体的接受状

况,还牵涉传统教育出版体系中各利益相关

者。 开放课件(OpenCourseware,OCW)有望

成为接下来一段时期里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热

点。 技术方面,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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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国际数字出版论坛正式宣布完成

EPUB3.0版本的制定工作。 相比于早前的版

本,EPUB3.0明显加强了对多媒体与复杂公

式等内容的支持,同时兼容HTML5与 CSS3
标准,极大拓展了数字内容的表现形式和空

间,在增强型电子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

要的一步。 巧合的是,2011年在开放存取出

版与电子书两个重要研究门类,各有一篇回顾

性文章推出,分别对各自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

要转折事件进行系统梳理以建立未来发展的

新坐标。 另外,建立在开放存取基础上的开放

数据研究的兴起也揭示出科技出版的前进方

向,即数据密集、语义与互动出版。 由此看出,

数字出版研究中进展最快、积累最丰富的依旧

是数字学术出版领域。

2 数字学术出版研究

数字学术出版的发展主要围绕开放存取、

质量控制与计量评价等核心问题进行。 开放

存取(OpenAccess,OA)出版面临新的机遇和

挑战:一方面在经历了20余年发展后,尽管在

数量上有了较大突破,但科研领域整体接受状

况仍不甚理想,未来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

持;另一方面,随着开放科学理念的兴起,OA
出版已经超越简单的文献分享而进入到数据

集共享的更高层次。 质量控制方面,学者依然

将目光聚焦在同行评议体系的效度问题上,而

计量方法则在评价期刊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

与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1 开放存取出版

PLoSONE 作 为 美 国 公 共 科 学 图 书 馆

(PLoS)旗下的一份重要刊物,在开放存取出版

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2011年,MikaelLaakso
等人以开放存取期刊目录(DOAJ)的统计标准

为基础,从各个期刊网站系统人工收集 OA期

刊与文章的数据,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对1993~2009年开放存取出版的历史发展情

况进行了系统梳理。 结果显示,从2000年至

今,OA期刊与文章数量分别以18%和30%的

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传统学术期刊3.3%的增

长率。 截止2009年,经同行评议的 OA期刊

文章数量已占期刊文章总量的7.7%,大约有

191000篇文章发表在4769种 OA期刊上。 这

些期刊中大部分是原生型 OA期刊,还有少部

分是由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转型而

来[1] 。 开放存取出版经历了早期的开创阶段

(1993~1999年),蓬勃发展的创新阶段(2000

~2004年 ),直 至 目 前 的 整 合 阶 段 (2005~

2009年),已经从专业平台上学者们零散自发

的交流分享行为,逐步演进到规模化运作方

式。 需要指出的是,MikaelLaakso等人的研究

对象主要是那些经过严格同行评议的 OA期

刊,也即一般所说的金色OA,而在开放存取活

动中,绿色OA同样扮演重要角色。 由欧共体

eContentplus项目支持的“出版与欧洲研究生

态” (PublishingandtheEcologyofEuropean

Research,PEER)通过对欧洲学术成果大规模

开放仓储的效果进行分析,为绿色 OA领域的

决策制定提供参考。 PEER开发建立了开放仓

储的基础设施,已成功处理4.4万篇文献,其

中包括 文 献 及 元 数 据 格 式 不 统 一、禁 阅 期

(EmbargoPeriod)管理等技术问题都得到了较

好解决[2] 。 LeilaFernandez与RajivNariani对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进行调查,了解其对开放存

取出版的支持力度,结果发现在18家被调查

的图书馆中有12家对开放存取活动提供相应

资助,其中9家机构为开放存取作者负担发表

费用[3] 。 这些图书馆在科技出版转型过程中

起到引领作用。 开放存取出版从诞生之初起,

就被赋予缩小知识鸿沟的使命,非洲高等教育

在线 (AfricanHigherEducationResearchOn-

line,AHERO)作为一个创新性开放存取项目,

有效促进了非洲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成果的交

流。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学者对于该项

目表现出积极态度,已有不少学者的文章进入

到开放仓储中。 目前,更多学者还是通过中介

人员将文献上传,理想的状态是学者实现自存

储[4] 。

伴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一项更深层

的变革来自科学数据层面。 2011年在学术与

专业出版者协会(ALPSP)年会上推出了一项

重要议题———科学数据出版,与会学者普遍指

出科学数据在未来科学交流活动中的重要性,

其中ToddVision提到,通过数据仓储的技术

创新,研究者激励机制的调整,出版商、学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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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机构角色的重新定位,科学数据将发挥更

大作用[5] 。 由欧盟资助的“促进科学记录永久

存取项目”(PARSEInsight)针对数据与文献相

互整合的需求提出7大标准,分别是可获取

性、可发现性、可解析性、可重用性、可引用性、

可管理性和长期保存性[6] 。 在此过程中,需要

学术信息产业链中的科研人员、图书馆、数据

管理服务商、出版商、科研资助者等主体相互

合作,共同实现科学数据的保存、识别、认证、

管理和传播,从而提高数据的再利用价值[7] 。

对科研人员来说,科学数据开放的最大价值在

于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比如利用前人研究和实验中获得的重要数据

对其展开深入分析,提出新的假设以获得新的

结论。 出版商则可以通过对数据和出版物之

间进行良好的链接和集成,提高数据的可发现

性与可引用性。

2.2 质量控制与评价

质量控制作为学术出版活动中的核心环

节,尤其在开放存取等新型出版模式兴起的背

景下,其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不言而喻。 Lutz

Bornmann等人持续关注开放存取期刊 《大气

化 学 与 物 理 》 (Atmospheric Chemistryand

Physics,ACP)的质量问题,包括对该期刊2001

~2006年间的1111篇来稿进行跟踪研究以

检验这种公开评议系统的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此外,还对其开放评议系统的评分者

间信度(Inter-raterReliability)进行了检验[8-9] 。

2011年,Bornmann等人进一步检验提交论文

中最佳的稿件在出版以后是否同样也具有最

高的引用率。 首先,通过总体分布的百分比引

用等级来评定稿件的引用影响,然后分别确定

编辑决策(EditorialDecisions)与引用影响、评

议人评级(Reviewers’ratings)与引用影响之间

的关系,结果证明该期刊的编辑决策和评议人

评级都具有较高的预测效度[10] 。 类似的研究

也在医 学 类 期 刊 出 版 领 域 展 开,JeffreyL.

Jackson等人针对《普通内科医学期刊》(Jour-

nalofGeneralInternalMedicine,JGIM)2004年

7月至2005年6月的投稿文章,抽取出同行评

议的质量评级,查清所有这些文章的出版情

况,计算出已出版文章的相对影响因子(Rw)。

在所有投稿的507篇文章中,128篇(25%)发

表在JGIM上,331篇被拒稿,其中243篇发表

于其他期刊。 结果发现,发表在JGIM 上的文

章的Rw高于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文章,证明

该评议流程在筛选出高影响力文章方面基本

是成功的,但还称不上完美,因为有29%的文

章未被正确归类,有的被收录文章引用率低于

平均水平,而部分未收录文章的引用率则高于

平均水平[11] 。 研究还发现,评议者在质量评

级上拥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但评议者间一致

性普遍较低,因此在高影响力与低影响力文章

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质量分界线。 这主要是

因为编辑在审稿时一般会征求不同背景的专

家参与,而不同专家之间的视角和看法不尽相

同,另外同行评议中缺乏对评议本身进行质量

测评的机制,这都造成了评价结果的较大差

异。

Shalvi(2010)等人曾就论文投稿期与论文

录用率相关性进行研究,他们分别选取《心理

学》(PsychologicalScience)与《个性与社会心

理学通报》(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2003~2006年的数据并分析后发现,

前者投稿量与录用率不相吻合,后者则是吻合

的,据此建议作者在冬季投稿,以避免过于激

烈的竞争[12] 。 Hartley认为,仅依据一种期刊

就得出上述论断,有过度概化的嫌疑。 他通过

对两份匿名期刊进行分析,结果没有发现所谓

的季节性偏差 (SeasonalBias)[13] 。 为了进一

步检验这些结论,Bornmann与 Daniel以《应用

化学国际版》(Angewandte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AC-IE)为对象展开研究[8] 。 相比于之

前的研究,Bornmann与 Daniel无论是采集数

据,还是控制变量处理都更为严谨。 首先,他

们选取的数据不仅包括被 AC-IE录用出版的

文章,还包括被拒稿投向其他刊物的文章,这

样就能更完整地确认期刊的投稿量;其次他们

注意到投稿文章的质量对结果的干扰作用,将

文章的被引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结果没有发

现期刊投稿的周期性效应。

数字学术出版的研究伴随着实践领域的

快速发展而不断前进,借助权威的统计数据或

规范的问卷调查,进行大样本的量化研究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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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领域的主流范式。 考虑到相关领域所积

累的大量研究成果,不少研究者已经尝试通过

更为精细化的研究方法设计,对前期研究成果

展开批判性思考。

3 电子书研究

2011年,电子书领域的学者开始有意识

地将目光拓展到英美之外的国家,各国都在寻

找符合各自国情的电子书产业发展道路。 研

究热点方面,在开放教学资源 (OpenEduca-

tionalResources,OER)兴起的大背景下,教育

出版成为关注焦点。 从研究方法来看,借助问

卷、访谈的用户研究是该领域的主要方法,而

深入到用户体验层面的研究也得到一定程度

的重视。 除此之外,电子书对纸质出版产业的

影响及相关经营问题也有所涉及。

3.1 进展与影响

整体而言,全球电子书产业仍处在不平衡

的发展状态。 美国电子书市场持续壮大,而在

欧洲地区,除了英国之外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电子书市场。 一些传统出版强国,如西班

牙和法国,其电子书市场份额分别为1.7%和

0.8%。 鉴于语言障碍,许多欧洲国家电子书

发展受限于本国狭小的市场空间。 除此之外,

一直被诟病的电子书增值税问题依然是困扰

许多国家电子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意

大利电子书增值税率高达20%,远高于纸质

书的4%[14] 。

事实上,除了英美两国的发展模式,其他

国家都在寻找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路径,政

府、行业协会在其中起到相 对 重 要 的 作 用。

2009年由德国书商协会创立的电子书平台Li-

breka! 逐渐成为德国的电子书分销中心,代

表国内出版商与国外电子书销售商签订合同,

帮助其实现电子书的广泛传播[15] 。 而在新西

兰,该国作家协会与出版商协会共同创立了

“新 西 兰 数 字 出 版 ” (DigitalPublishingNew

Zealand,DPNZ)公司,该公司旨在为本国出版

商提供资源转换、传播、管理、推广和销售的数

字出版一站式集成服务,打造“伟大的新西兰

电子书”品牌(GreatNewZealandEbooks),争

取到2013年将新西兰图书销往全球[16] 。

通过总结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阿

拉伯地区、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的数字出版发展状况,Kulesz描绘出一幅

多样化而充满活力的图景,其中最主要的驱动

力来自按需印刷(POD)、电子书在线平台、电

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17] 。 当然,另

一方面,数字出版往往也存在被高估的风险,

尤其对于急于摆脱传统出版落后面貌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 数字技术的引入的确为出版产

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机会,但如果意识到英美等

国电子书消费市场的繁荣景象其实只是两国

出版业数字化进程中呈现的“冰山塔尖”,更多

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版权制度保障才是支撑产

业发展的根基,那么作为后起之秀的国家或许

就会克服一些盲目的乐观情绪,例如,Bodour

AlQasimi认为数字出版是解决阿拉伯国家出

版业发行渠道、审查制度和盗版问题的灵丹妙

药[18] 。

3.2 用户研究

伴随着全球电子书市场的风云变幻,与之

相关的用户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

象,突出表现在围绕电子教材这一重要门类的

大量研究。 LindaBennett为近十年来英国电

子书发展作了最佳注解,从2000年兴起的机

构电子书市场,2003年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JISC)开展的大规模电子书问题研究,到2007
年随着国际数字出版论坛 (IDPF)推出 EPUB
格式标准,数字资产管理系统等多功能电子出

版系统的开发应用,Kindle电子阅读器的问

世,电子书产业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 直到

2010年,iPad平板电脑的出现,以及电子书代

理定价制的推出,电子书产业进入全新的发展

阶段。 关于未来英国电子书产业的发展,Ben-

nett认为出版商需要更加关注学生群体的真

实需求,尝试从电子教材方面取得突破[19] 。

在美国,数字技术对教育出版的影响已经显现

出来,以K-12市场为例,2009年在线/数字内

容销售上升19.0%,学习管理系统销售提高

11.3%,与之相比,同年纸质教材销量下 滑

12.7%,由此可见,数字内容已在K-12市场占

据主导地位[20] 。 而针对美国高等教育出版市

场,有学者预期,7年之内数字内容将成为高

等教育教材的主要产品形态,并且在未来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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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形成超过15亿美元的产值[21] 。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开放存取运动在学术

出版领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开放教育资源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出版的发展走向。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学

院院长GaryMatkin预言,到2016年开放课件

(OpenCourseware,OCW)将在大学中被普遍

采纳,成为小型社区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标准

之一[22] 。 开放教学资源的快速发展将提升师

生们对电子教材的接受程度,反过来要求出版

商掌握将开放内容整合到相对封闭可盈利的

产品中来的能力。 在美国教育知识管理协会

(ISKME) 针 对 社 区 大 学 开 放 教 材 项 目

(CCOTP)参与师生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降低

成本、可靠的质量与易用性是用户采用开放教

育资源的关键驱动力,而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

也会给教学活动带来一系列改变,如教师在课

程设计上的合作程度,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性

都有明显提高等[23] 。

2011年5月,美国书业研究集团发布高

等教育领域学生调查报告 (StudentAttitudes

TowardContentinHigherEducation),主要关注

大学生群体对教材内容的需求情况及变化趋

势。 虽然有将近75%的受访学生表示他们更

偏好纸质内容,然而进一步调查发现,纸质教

材在很多方面并没有满足学生的需求,其中最

突出的矛盾是教材价格,只有58%的学生购

买最新版本的教材,其他学生则通过影印、借

阅、购买国际版本等方式减轻负担,有40%的

学生采取影印教材的方式获取内容[24] 。 由此

可见,纸质教材的高使用率并不是一种产业良

性循环的体现,而恰恰暴露出传统教材出版流

程的不可持续性。 但另一方面,学生却没有按

照预期 快 速 转 向 电 子 教 材,调 查 结 果 只 有

21%的学生曾经购买过电子教材。 其中最主

要的问题是当前第一代电子教材并没有达到

学生的预期要求。 虽然学生认为电子教材在

便携性、可获取性与价格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24%的学生对电子教材的使用体验感到不

满。 随着以培生公司的 MyLabs、威利公司的

WileyPlus、圣智学习集团的 Mindtap为代表的

第二代电子教材的出现,预计电子教材的发展

情形将有所改观。 有研究显示,由于这类产品

具有较强的可定制性与互动性,因此在帮助学

生提高学习成绩,提升学习效率方面有突出作

用,受到师生的普遍认可。 另外,教师一直是

教材出版市场中的关键一环,过去教师往往强

制要求选修课程的学生购买相应教材,但是现

在教师行为也出现了变化,大约35%的教师

采取推荐而非强制方式[24] 。 当然,真正要实

现电子教材的普及,需要教师对自身的教学方

式和课程安排进行重大调整,但过重的教学负

担影响了教师尝试新的教学手段的积极性。

3.3 经营问题

除了用户端的研究,从市场经营角度揭示

电子书技术对出版产业的影响,探讨相应的商

业模式也一直为学者所重视。 2010年,John

HiltonIII和DavidWiley就免费电子书流通对

纸质书销售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两者

之间存在适度相关[25] 。 但该研究没有就电子

书下载数量进行统计,因此无法判断是否下载

数量本身足以影响纸质书销售。 为弥补这一

缺陷,更加全面地了解免费电子书对图书销售

的影响,JohnHiltonIII和 DavidWiley再次展

开研究,在延续先前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电

子书下载数量这一统计变量,同时将纸质书销

售分为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 研究者在10周

时间内对8本图书进行测试,发现电子书下载

数量达到102256次,图书销售量增加26%,其

中网上销售率增长明显。 通过与历史销售数

据,以及对照组销售数据对比,判断电子书下

载量与图书销售变化存在适度相关关系[26] 。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利用公式①对免费电

子书促销的成本与收益情况进行大致核算,判

断单本利润率需要达到多高才能收回成本。

其中“电子书相关成本”主要包含员工整理电

子书并将其放到网上等工作费用,大约为940
美元。 由于销售增量测算方式不同,最终得出

的利润率存在差异。 如果采用最保守的销售

增量计算,利润率需要达到95%,这几乎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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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达到的;而采用另一种销售增量数据计

算,利润率需要达到38%。 对于上述结果,我

们需要理性看待,由于该研究属于准实验性

质,并不能排除所有干扰因素,比如许多读者

仅仅是下载了电子书并没有开始阅读,可能在

阅读之后还会转化为纸质书购买;另外,该实

验涉及的940美元成本实际上属于总成本,其

中固定成本为500美元,真正将图书放到网上

的边际成本为425美元。 另外,由于免费版电

子书的影响,电子书本身的内容质量与形式存

在多样性,这也会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电子书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处在真空之中,

而是同时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 其中关键的

外部力量包括技术推动、市场需求、用户行为、

外部企业竞争、政府政策与监管,而内部力量

则来自组织架构、组织文化,组织战略与管理。

通过对上述内外部力量的深入分析,主流的出

版企业与自助出版企业都有可能塑造符合自

身企业需求的商业模式[27] 。 随着电子书发展

对原有出版体系的影响不断加深,出版商愈加

意识到,不能再仅仅简单地将产品交由图书零

售商或其他中介机构,而需要与读者进行更为

直接的沟通,通过深入沟通在读者心目中建立

起出版社鲜活的品牌概念。 电子邮件营销作

为一种直接营销方式看似传统过时,实际上是

一种与读者建立良性沟通的重要手段,电子商

务巨头亚马逊精于此道。 鉴于亚马逊在全产

品领域拥有绝对优势,出版商不能采取直接对

抗方式,而应当针对特定用户群采取积极主动

的营销策略,获得用户的长期信任[28] 。

尽管从电子书这一名词诞生至今已有数

十年,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

念,内部包含许多内涵差异极大却又模糊不清

的概念。 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就是许多研究

结论普遍存在被过度概化的风险,致使研究无

法深入,迟迟无法形成规律性的研究成果。 当

然,一方面这是由于产业本身尚处在不断发展

过程而不可避免的情况,另一方面则表明该领

域学者对本领域基本概念着力不够。

4 版权问题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数字内容产

品的不断涌现,版权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

话题。 完善版权法律及法规、提高版权保护的

技术水平是数字出版健康发展的基础。 学者

对版权问题的研究有着各自的视角,但概括地

讲,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版权立法,

二是利用技术来进行版权保护。

数字作品的版权侵权行为已成为世界性

的普遍现象。 美国和欧洲的版权法是建立在

若干国际协议、特别是国际三大主要条约,即

《伯尔尼公约》(BerneConvention)、《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T)、《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PT)的基

础上的。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与欧洲国家在版

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上领先于世界上其

他大多数国家。 RobertJ.Congleton与Sharon

Q.Yang对欧美国家的版权保护问题做出了

详细分析。 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

国家采取的数字版权保护措施获得了一定成

功。 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各自存在问

题。 在学术领域的数字版权保护上,美国的法

律稍显模糊,其立法机关仅仅制定了合理使用

原则,并没有为侵权豁免提供可参照的明确定

义或带有指引性的条例。 稍显不同的是,欧洲

的三大主要国家在应对侵权案件是否应当得

到豁免时,往往有着严格的法律可以依循。 它

们依旧严格限制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领域合理

使用有版权的书籍材料。 其中英国将约1%
的数字内容提供给教育者合理使用,并将相关

数字版权法律编入法典;德国只授权非常有限

的数量给教育者;法国更是只提供一些简明摘

要供教育者合理使用[29] 。

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版权保护过程中也做

出了巨大努力。 NorSa’adahAbdRahman认

为马来西亚应当认真学习美国经验,不仅因为

它是互联网立法的领导者,而且因为它因地制

宜地从本国国情出发进行立法。 马来西亚要

学习的是有效地实施 《马来西亚版权法案》

(MalaysianCopyrightAct1987),这对解决该

国互联网版权问题至关重要[30] 。 AmeenJau-

har对印度现今存在的版权侵权行为及猖獗的

盗版现象表示了担忧。 Jauhar认为,印度多年

以来 沿 用 的 《著 作 权 法 》 (TheCopyrightAct

1957)虽对版权保护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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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缺乏专业知识而执法人员对侵权行为

采取漠视态度,执法机制远未发挥效用,不能

有效阻止侵权行为发生,最终导致盗版现象泛

滥(特别是软件盗版行为)。 Jauhar提出,解决

印度版权问题的最终办法是采取更为严格的

执法机制[31] 。

数字侵权本身具有高科技性、复杂性、无

形性,侵权对象也复杂多变,侵权主体难以确

认,侵权行为也更不易发现。 这给数字版权保

护带来了全新的课题。 PessiHonkasalo认为

互联网的存在为数字版权保护增加了难度,并

着重提到普通链接与嵌入式链接对数字出版

的影响。 Honkasalo指出,嵌入式链接的使用

有可能侵犯版权持有人的利益,因为这种链接

会自动包含网上资料。 为此,对普通链接和嵌

入式链接所采取的法律态度应有所不同:国家

层面的版权法不应对普通链接加以干扰或阻

挠;但是,对超文本链接相应法律条文应当发

挥作用,并对侵权行为加以严惩[32] 。 Raquel

Xalabarder也意识到,技术进步与互联网普及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版权问题。 Xalabarder从

数字化学习(E-learning)的角度指出现有版权

法不能完全适应新技术带来的法律困扰,必须

随时加以调整,例如可以采取许可(licensing)

方式维护版权[33] 。 EveHill则从云计算角度谈

版权问题,指出虽然云计算有着巨大的发展潜

力,但基于云计算的辅助技术也会带来法律和

政策问题。 现有的美国法律应对因云计算辅

助技术带来的数字版权问题还有局限性,不能

完全保证用户的隐私与安全,所以必要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云计算辅助技术的运用对监管版

权侵权行为非常行之有效[34] 。

但是,技术进步在给侵权带来可能的同

时,也给数字版权保护提供了更多选择。 其

中,数字权利管理系统(DRM)是一种保护数字

内容、控制内容传播及使用的关键技术,长期

以来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 尽管不少专

家学者认为 DRM 是一种剥夺权利的技术手

段,但到目前为止,它在数字传播领域依然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JunXie与ChuanzhongLi
提出了一个通用的流媒体数字版权保护系统

SQDRM,并且成功实现了流媒体数字版权保

护的原型系统,之后还进行了系统实验且取得

了较好效果。 该系统具有支持本地播放和在

线播放的流媒体功能,能有效解决数字版权保

护领域的关键问题,并能够为用户扩展提供标

准接口[35] 。 RatnaDutta等人认为 DRM 在数

字出版过程中极其重要。 他们提出了矢量空

间访问结构(VectorSpaceAccessStructure)与

基于ID的DRM密匙管理技术,并指出其最大

贡献在于能为出版产业提供可扩展的商业模

式,并且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及不同地区给

予出版产业适当的业务策略选择。 此外,该系

统还能有效抵御用户需求及服务器不受他人

侵害,从而对数字内容保护起到关键作用[36] 。

Dutta还提出以DRM为架构的多层次、多分销

商(multi-levelmulti-distributor)的系统。 该系

统充分利用基于身份认证的加密技术,利于客

户流动性目标的实现,对最终的内容管理、安

全维护及访问架构起到支撑作用[37] 。 Jean-

HenryMorin则指出DRM在社交网络上如何保

护个人 信 息[38] 。 而 在 多 媒 体 内 容 保 护 上,

JaimeDelgado等提出 DRM 可作为一个内容

保护平台,利用专业的技术标准及措施实现多

媒体数字版权的权利保护,其意义在于对内容

的管理、保护、搜索、授权和访问控制都能有技

术支撑[39] 。 Seok-HoonKim和Byung-RyulAan
也认为DRM能够成为内容及版权保护的重要

方式,因为它能够为绩效评估过滤技术改进提

供所需要的具备技术保护的可靠平台,这一点

至关重要[40] 。

在众多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当中,数字水印

技术 (DigitalWatermarking)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RadovanRidzǒn和 DušanLevicky认为数字水

印技术尤其是数字图像水印技术,对内容保护

起到关键作用。 Levick췍指出,多媒体内容及

其所有 权 保 护 十 分 重 要,而 静 态 数 字 图 像

(staticdigitalimages)水印技术就是一种很好

的多媒体内容保护技术[41] 。 SantoshKumar等

人对数字水印技术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

们认为空间领域水印技术的利用有助于版权

保护,并提出和演示了一种全新的舞台编制算

法(StageStaffingAlgorithm)[42] 。 另 外,Peng
Zeng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身份认证的数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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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协议,它不仅能弥补过去一些类似协议的不

足,还能够解决多次索赔造成的所有权问题,

是一种实际且安全的数字水印算法。 涉及到

多次索赔的所有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数字版

权保护的重大课题[43] 。 LihuaTian等人则认

为视 觉 凸 显 数 字 水 印 技 术 (visualsaliency-

basedwatermarking)能保护版权和图像验证

的同步性,这对图像版权保护非常重要[44] 。

SunitaV.Dhavale等人指出了数字音频盲水

印算法(blindaudiowatermarkingalgorithm)在

数字音频版权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45] 。 这种

基于 沃 尔 什 哈 达 玛 变 换 (WalshHadamard

Transform)的算法有效提高了数字水印的透明

度,能更好地实现数字音频版权保护。

在数字水印技术广泛应用于版权保护领

域时,其他新技术也受到了关注。 AmitavaNag
等人指出,视觉加密(visualcryptography)技术

可以通过人类的视觉系统对已有的加密视觉

信息进行解密而无需计算机辅助[46] 。 这种版

权保护新技术能够有效保证版权所有者的所

有权(ownershipshare)利益,同时该技术具备

一个显著特点:它可以不干扰主机的图像制作

(无论是在版权生成还是版权验证阶段),并且

这种方法与加密图像的大小并无关系。 此外,

HejieChen和YuhongHua提出了基于语义基

础的移动出版框架,专门针对手机出版过程中

的版权保护而设计,有效解决了移动出版模式

下的关键性难题如移动出版内容控制的动态

性等[47] 。 JianhongZhou则提到P2P对等网路

(peer-to-peernetwork)技术。 这项技术具有很

大的争议性,其中重要一点是给侵权行为带来

了可能。 Zhou提出必须建立和完善集体管理

系统 (collectivemanagementsystem),与之相

适应的软件技术也需要加快开发和应用,只有

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数字版权不受侵犯[48] 。

综上所述,数字版权保护研究随着技术的

成熟和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同时,版权法

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此外,不少学者

开始借助理论模型对数字版权展开研究。 研

究者指出,近几年数字盗版行为的群体现象明

显,而其影响因素不容忽视。 CheolhoYoon结

合计划行为理论(TPB)和伦理学理论对中国

大学生的数字盗版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道

德责任、公正性、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

制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意图,决定人们

是否会实施数字盗版行为[49] 。 YasuhiroArai
指出,侵犯版权要受到民事和刑事制裁,但刑

事指控比较少见。 Arai从社会福利角度构建

了一个理论模型,通过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是当受版权保护的产品开发成本低时,往往

没有民事处罚,刑事处罚也处于低水平。 二是

在刑事法律制度下,侵犯版权的几率要远低于

在民事法律制度下的几率[50] 。 这些利用实证

研究得到的成果尤其值得关注。

5 技术问题研究

数字出版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技术是首

要因素。 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版界利用

数字出版技术加速自身转型的趋势更为明显。

CristinaMussinelli重点提到欧洲国家的出版商

越来越意识到数字出版技术给出版行为带来

的巨大变革,各大出版商都在积极寻求新的路

径去适应潮流,导致电子书经营上发生了不小

的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由三大公司———谷歌

(Google)、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所提

供的技术驱动所致。 各大出版商紧随它们的

步伐, 目 的 是 在 技 术 利 用 方 面 不 至 落 后。

Mussinelli还重点谈到电子书格式的利用情

况,指出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出版商越来越倾向

用XML格式来制作和转换图书,而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 PDF格式。 其次,现今出版商更愿

意与谷歌、苹果等公司开展合作,目的是借他

人之力获取技术支持,开拓数字出版市场。 在

美国,出版商利用电子阅读设备进行实体书数

字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同时各大出版商也面

临这样一个问题,即数字出版的变革将技术创

新引向了更多元、更复杂的 方 向[51] 。 James

Lichtenberg指出,出版界已经进入“数字化富

足”(digitalabundance)时代,最为明显的例子

是美国各大出版商可利用的印刷技术正在由

稀缺 向 复 杂 化 发 展。 不 过 Lichtenberg也 指

出,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到底会到什么样的程

度还是未知数,但数字技术推动出版商业模式

由传统方式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则是显而易

见的[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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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不少研究者站在出版商角度提出建

议。 WarrenB.Chik指出谷歌公司是如何利

用技术手段应对版权问题的,其中重点谈到了

谷歌图像搜索引擎(GoogleImagesSearchEn-

gine) 与 谷 歌 图 书 搜 索 计 划 (GoogleBooks

SearchProject)这两大技术手段为数字版权保

护发挥的巨大作用[53] 。 不仅如此,谷歌还在

数字图书馆2.0中充分利用了新的信息传播

技术。 JesusSerrano-Guerrero等人提出名为

Googlewave的技术提供了一个在数字图书馆

用户之间展开互动的技术系统,不仅能有效传

播信息,而且能共享资源[54] 。 而世界知名科

技出版集团斯普林格(Spinger)多年来一直不

断地接受和利用新技术,并因而在数字化道路

上走在行业前沿。 GuentherEichhorn就指出,

斯普林格的网络产品如作者映射器 (Author-

Mapper)、斯普林格协议(SpringerProtocols)和

斯普林格旗下的社会化网络 (SocialNetwor-

king)等都能够发挥新功能,为其数字出版提供

便利。 研究者指出,谷歌、斯普林格等大型公

司都高度重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因为他们明

白,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出版模式转型的过程

中,技术开发及利用是关键。 技术的不断升级

使得一些新功能的使用成为可能,例如通过语

义网络和集群手段用户能找到自己所需的相

关文章、利用电子表格向用户提供动态数据、

3D影像技术的利用等[55] 。

出版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利用

多种技术手段作为支撑。 其中,各种数字出版

平台的构建技术也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重

点。 DimitriVanLanduyt等人提出了一个名为

面向方面软件开发 (Aspect-OrientedSoftware

Development,AOSD)的系统,能够为构建工业

级数字出版平台提供系统支持。 Landuyt等指

出,AOSD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出版基础设施的

变异能力 (variability)及演化能力 (evolvabili-

ty),由AOSD软件系统搭建的出版平台在表

达性 (expressivity)、效率 (efficiency)、兼容性

(compatibility)上表现良好[56] 。 而 Kornschnok

Dittawit和VilasWuwongse则描述了基于RDF

(ResourceDescriptionFramework,RDF)的 资

源描述框架平台。 这个平台使用XML语法及

RDFSchema,其工作原理就是将元数据描述

成为数据模型。 它有效解决了当今电子书出

版不能充分利用电子表格的难题,还能协助作

者创作出丰富的电子图书,提升用户的阅读体

验。 平台 还 能 够 从 网 络 与 链 接 开 放 数 据

(LinkedOpenData)云中获得大量信息资源,

从而 给 作 者 和 读 者 获 取 相 关 信 息 提 供 可

能[57] 。 在电子书制作方面,一些新出现的软

件技术能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发挥作用,例如基

于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电子书软件就非

常引人注目。 KalinGeorgiev等人就介绍了一

款基于 HTML5环境的电子书制作软件———

Sophie。 该软件集阅读、写作、注释、分享于一

身,最大特点在于能让作者轻松便捷地制作专

业电子书[58] 。

研究者还认为出版商始终是数字出版转

型的主导因素,它们最终要想在数字技术洪流

中立于不败之地,最为关键的是积极探索适合

自身 的 发 展 道 路。 FedericoRuberti和 Luca

Simeone针对出版商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

通过提高技术方面的互动性,使出版内容能够

实现更新、提取、再混合等;第二,通过设计和

开发强大的技术框架以及网络和移动平台来

激发一系列复杂的用户体验和新的内容传播

形式;第三,建立一个综合技术环境,能够将标

准的多媒体内容(文字、图片、视频等)转化为

跨媒体版本(cross-mediaversion),为数字出版

开辟新途径;第四,利用基于定位技术 (LBS)

的手段来制作出版物,利用各种方式处理多媒

体,并 使 之 能 够 通 过 网 络、 手 机 等 加 以 呈

现[59] 。

近几年,各国在数字出版领域投入越来越

大,这促进了数字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出

版产业升级提供了动力。 对出版机构来说,技

术的应用研究比技术本身的研发更为重要,如

何将新兴技术合理嵌入数字出版内容的开发、

管理和营销活动中,产生理想的商业效益,仍

然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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