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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法学概论(第5版)》及时反映了各学科领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变化，继
续保持了体系合理、文字简明、篇幅适中、解读法律准确的风格特色，增加了若干新的“节”；在文
字与内容上仍保持原有的重点突出、语言准确、表达顺畅的简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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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光中，著名法学家，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诉讼法研究会会长。
现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法学组召集人。
出版著作50部、论文2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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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其他组织作者。
除公民、法人可以成为作者外，由其他组织主持，代表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
作品，其他组织也被视为作者。
著作权法所称“其他组织”，是指某些虽不符合法人条件但经国家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团体或法人
内部的分支机构，包括某些相对独立的或未进行法人登记的临时机构。
 2.其他著作权人。
所谓其他著作权人，是指除作为作者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之外，其他具有继受著作权主体资格
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国家。
 （1）因继承取得著作权。
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如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在公民死亡后
可依照继承程序转移，即由其继承人继承。
公民还可通过遗赠，将著作财产权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上述得到著作财产
权的人即成为著作权主体。
但应注意因继承取得的著作权，只是其财产权的部分，著作人身权依法不能继承。
 （2）因法人或其他组织变更、终止后取得著作权。
著作权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在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变更或终止后，其作品的著作财产权，由变更后
或终止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成为著作权的主体。
 （3）国家因法律规定取得著作权。
国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著作权主体。
如接受赠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著作权归国家所有或者法律直接规定某些特殊作品的著作权归
国家所有，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国家。
 （二）著作权的归属 通常情况下，谁对作品付出了创作性劳动就可享有著作权，著作权归属于作者
。
《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这是判断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
但在特定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其著作权的归属须依法律来界定。
 1.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依据《著作权法》第12条的规定，演绎作品是指因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
演绎行为是在原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体现了再创作者付出的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而其对演绎作品
依法可享有独立的著作权。
但演绎者在使用原作品时，须经原作者许可，不得侵权。
演绎作品的作者仅对再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原作品的著作权仍旧归原作者享有。
 2.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是合作作品。
由于合作作品是作者基于共同创作目的而共同劳动的结晶，《著作权法》第13条明确规定，合作作品
的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没有付出实质性创作劳动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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