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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中國大陸與5個儒家文化圈國家或地區在1998－2003年
間的圖書版權貿易情況，探討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國家間圖書版權

貿易中的相對重要性。本文發現，至少就中國大陸與亞洲儒家文化圈

國家或地區間的圖書版權貿易而言，文化上的接近性或差異性對于版

權貿易具有顯著影響，而對應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則對圖書版權貿易

并沒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圖書版權貿易，文化距離，文化維度

緒　言

國際版權貿易是與版權中的經濟權利或財產權利有關的一項國際性商業活動，

即國際版權買賣行為，是國際範圍內作者或其他版權所有人與他人對版權利用所進

行的貿易活動。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從工業經濟時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版權作為知

識產權的一部分，在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來源中地位越來越顯著，如從1977年到
1999年，美國核心版權產業年增速為7.2%，而期間的GDP年增速為3.1%（註1）。

圖書版權貿易是版權貿易的一種，我國目前圖書版權貿易所涉及的版權內容主

要是翻譯權的轉讓，還有就是中國內地與港台間的中文（簡、繁兩種字體）專有出

版權的轉讓。歐美國家的圖書版權貿易內容一般包括基本版權與附屬版權兩大類。

基本版權一般多指作品的首次專有出版權；而附屬版權主要包括翻譯權、重印權、

合作出版權、圖書俱樂部版權、平裝書版權、報刊連載權、影視改變權、書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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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用權、電子版權等。

圖書版權貿易得以開展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法律對圖書版權的承認和相關管理

機構的設立。儘管我國自建國初就有了出版總署，但後來幾次起草的有關著作權的

法規都沒有推行。直至1979年，著作權法的起草工作才正式著手進行，所以很長一
段時期內很難講版權貿易；另一方面，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涉外版權貿易也不

太可能。1990年9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頒布，該法于1991年6月1
日起實施；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中國先後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
約」成員國後，中國的對外版權貿易開始進入國際法的框架內運作。也正是從那時

開始，我國的版權貿易才主要指涉外版權貿易（包括對港澳台）。

進入國際圖書版權貿易框架體系後，近十年來我國圖書版權貿易總的情況是

引進多輸出少，且引進源于歐美的又占大部分。版權貿易的這種特點，反映在相關

研究上，就是對我國與亞洲傳統的儒家文化圈國家或地區的版權貿易研究不多。本

文一方面把我國版權貿易的關注點放在與亞洲儒家文化圈國家或地區之間；另一方

面，也試圖對國與國之間版權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從而更好地理解國際版權

貿易的本質。

二、研究問題概述

傳統的「儒家文化圈」一般包括中國以及周邊的東亞、東南亞國家或地區。根

據目前中國大陸開展圖書版權貿易的情況，本文中涉及的「儒家文化圈」主要包括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註2），因而本文的研

究是基于中國大陸與這些地區和國家之間的圖書版權貿易資料而進行的。

由于1990年以前，中國從未有過版權貿易方面的統計，加入兩大國際版權公
約後，中國正式開展版權統計是從1995年開始的，統計的對象類型是圖書。本文對
于儒家文化圈內的版權貿易研究主要基于1998至2003年的統計資料。作此選擇的原
因，一方面是能獲得這個時期較全面的統計資料，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也是中國與這

些地區間版權貿易逐漸發展成熟的階段，通過該時期的分析研究能夠對以後的圖書

版權貿易進行一定的前瞻。

本文主要探索我國與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圖書版權貿易數量的影響因素。在本研

究中，我們重點考察以下三種因素的可能影響：該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其出

版產業發展水平，我國與該國家或地區間的文化差異等等。簡而言之，就是試圖找

出與圖書版權貿易關係比較密切的經濟和文化因素。

三、文獻回顧

從已有的探討我國近年來的版權貿易的文獻看（註3），總的來說，此類研究側

重於定性的描述和行業內研究，基本上限于統計情況的文字描述和感性評述，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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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經濟環境、版權貿易相關因素的研究不是很多。從研究的性質看，就是描述

性研究多，解釋性研究少。這使得我國的版權貿易研究還是停留在比較淺顯的層次

上。

這些已有研究對近年來我國的版權貿易情況作了大致勾勒，如中國大陸版權引

進與輸出數量總體上呈上升狀態，但版權引進數量大于輸出數量。有關研究也對形

成這種版權貿易逆差的情況作了初步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對外開放政策確立後，

急需引進國外經濟、管理以及先進科技等方面的新知識。而發達國家在科技、經

濟、管理等方面的圖書具有較高的品位，我國消費水平相對較低，一般個人難以支

付昂貴的外版書款；另一方面，外國出版商認為，印製低質低價的圖書來爭奪中國

市場，盈利也很少。這樣就存在一個急需滿足的低價外版圖書的真空市場。外商出

售版權，我國引進版權，正好可以填充這一真空市場。因此，地緣政治和文化上的

差異，是我國版權輸出少的原因之一。另外，我國500多家出版社中，除少數幾家
外，多數出版社缺乏跨國經營的人力和財力，營銷缺乏戰略，這是版權輸出少的直

接原因（註4）。從這些初步研究可以看出，國家、地區的經濟、文化等可能是影響

版權貿易的重要因素。

據新聞出版總署的調查統計，中國圖書在海外的主要銷售地區（除了中國香

港、台灣地區外），一是華人比較集中的東南亞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一是華人比較集中的東南亞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一是華人比較集中的東南亞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印尼等）；二是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近鄰國家（韓國、日本、朝鮮等）；三是和中）；二是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近鄰國家（韓國、日本、朝鮮等）；三是和中；二是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近鄰國家（韓國、日本、朝鮮等）；三是和中）；三是和中；三是和中

國有著較多經濟、政治關係的北美（美國、加拿大）、西歐（德國、英國、法國、）、西歐（德國、英國、法國、、西歐（德國、英國、法國、

義大利、荷蘭等）國家；四是與中國有一定民間交往的國家（如瑞典、巴西、澳大）國家；四是與中國有一定民間交往的國家（如瑞典、巴西、澳大國家；四是與中國有一定民間交往的國家（如瑞典、巴西、澳大

利亞、新西蘭等））（註7）7）。在亞洲地區內，雖然在地理上很接近，但我國對亞洲國

家或地區也還沒有實現版權貿易順差，一方面可能由于出版社對亞洲國家或地區的

版權貿易重視不足，想的是如何走向世界；政策、法律還不夠成熟，出版社還不能

得到足夠的版權授權，無法順利進行版權輸出（註6）。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同地區

的文化差異所致。

根據Hofstede的研究（註7），文化可以分為4個維度，代表了世界上不同國家或
地區的文化特徵，後來研究又增加了第5個維度「長遠的取向」。通過對各個維度數
值的測量可以比較不同國家或地區在文化上的差異：

1.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社會群體內人際間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社會群體內人際間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社會群體內人際間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
2.�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體或集體取向的程度。
3.�	男性主義（masculinity）：男性與女性的相對影響力程度。
4.�	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對於確定性的偏好程度。
5.�	長遠的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價值判斷中對于長遠價值的信奉程度。
至于兩個國家間的文化距離，則是兩個國家在上述5個文化維度上的距離的綜

合考慮。由于上述5個方面并非完全相互獨立，所以，兩國間的文化距離不能簡單
的採用兩國間在5個文化維度上的距離相加而得到。Kogut & Singh提供了一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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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的演算法（註8），其計算公式為（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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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CDj代表某一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Iij代表第

j個國家的第 i個文化維度值；Vi是所討論各個國家在第 i個文化維度上的值所構成的
指數的方差，c代表中國大陸。這樣，知道了所考察國家和中國大陸在5個文化維度
上的值以後，就可以分別計算出中國大陸和這些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

有關研究表明，文化距離在文化產品貿易中有著一定影響（註10）。本文所關注

地區內雖然都稱為「儒家文化圈」，但文化上有著不同的特徵，期間的版權貿易很有

可能也將受到文化距離的影響。

綜上所述，通過文獻分析我們發現，國家和地區間的版權貿易貿易，可能受到

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研究這些因素對版權貿易數量的影響，有助于我

們理解國際圖書版權貿易的本質。

四、研究假設與研究方法

本文根據統計資料先對1998∼2003年間的中國大陸與儒家文化圈內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版權貿易進行研究。根據「強勢經濟對弱勢經濟的文化滲透」這一常識，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大陸引進版權的數量與輸出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成正相關。
由于讀者一般傾向于接受與本土文化接近的作品，所以更可能引進文化距離較

小的地區的圖書，所以本文有以下假設：

假設2：大陸從某國（地區）引進版權數量與兩者之間文化距離成負相關。
假設3：大陸向某國（地區）之間輸出版權數量與兩者之間文化距離成負相關。
另外，一國或地區的出版業發展情況也可能影響中國大陸與其的圖書版權貿

易。該國家或地區出版業越發達，其值得我國引進的圖書品種可能也越多，而其需

要我國的圖書品種的潛力也可能越大。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大陸與某國（地區）間的圖書版權貿易數量與該國（地區）的出版業發
展水平正相關。

上述研究假設中涉及的概念的具體操作性定義如下：以該國（地區）當年人均

GDP值作為其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以前述基于Hofstede的5個文化維度綜合計算
得到的有關國家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距離作為該國家或地區與我國的文化差異情

況，以該國或地區的出版社數量、該國或地區的年圖書出版種數這兩個因素，來衡

量其出版業發達情況。在假設檢驗中，上述因素將作為自變量，因變量則是這中國

大陸從各國、地區引進或輸出的圖書版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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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運用回歸分析方法，對上述研究假設進行論證。本文中所用圖書版權

貿易數據大部分來自國家版權局的統計，部分資料引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新

聞出版統計資料」、「版權貿易與華文出版」等圖書，「出版參考」、「出版科學」、「中

國出版」等期刊中的文獻。與本文研究相關的國家、地區的經濟統計數據來源于聯

合國統計資料庫、CIA World Factbook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資料庫；部分統計
資料根據相關文獻整理而成。

至于不同國家的文化維度數據，直接根據網站http://www.geert-hofstede.com/提
供的資料。

五、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主要回歸分析結果可總結如表1所示。

表1　影響我國圖書版權貿易情況回歸分析結果
我國圖書版權引進情況 我國圖書版權輸出情況

標準回歸係數b 顯著度 sig. 標準回歸係數b 顯著度 sig.
該國或地區的人均

GDP
1.108 .278 1.445 .373

該國或地區與中國

大陸的文化距離

-7.235 .023 -1.819 .085

該國或地區的出版

社數量

.463 .538 1.077 .373

該國或地區的年圖

書出版種數

6.865 .006 7.168 .056

回歸模型總結 R2=0.872, F值顯著度小于0.001 R2=0.673, F值顯著度小于0.001
N=24 N=24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確定的幾個因素，從總體上能夠較好地解

釋我國與亞洲儒家文化圈中主要國家或地區間的圖書版權貿易情況，圖書版權引進

和輸出回歸模型所能解釋的方差比例分別達到87.2%和67.3%。換言之，通過瞭解
本研究所確定的幾個影響因素，我們分別有87.2%和67.3%的把握來預測中國大陸
與這些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圖書版權貿易情況。

下面檢驗本研究所提出的4個假設。
從表1可知，某一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對于中國大陸從該國家或地區引進圖

書版權數量的影響較小，沒有達到統計顯著程度（顯著度為 .278, 遠遠大于通常所要
求的 .05水平）。因此，假設1沒有得到驗證，即我們不能說「大陸引進版權的數量
與輸出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成正相關」。

表1中，某一國家或地區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距離對中國大陸的圖書版權引進情
況的標準回歸係數為-7.235，達到了統計顯著程度（p=0.023<0.05）。由于標準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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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為負值，即指該國或地區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距離越小（換言之，兩國的文

化越接近），則中國大陸從該國引進版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設2得到驗證。
對于假設3，我們考察中國大陸的版權輸出情況。可以看到，「某一國家或地區

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距離」對「中國大陸向該國或地區輸出圖書版權情況」的標準回歸

係數為-1.819，統計顯著度為p=0.085，即在p=0.1程度顯著，但在p=0.05水平則不
顯著。

考慮到本研究中個案總數較少（N=24），所以，回歸分析結果在p=0.1水平顯
著，還不足以讓我們有充分的把握說，大陸向某國（地區）輸出版權數量與兩者之

間文化距離成負相關。因此，假設3只得到部分驗證。
最後，本研究假設4所考慮的一國或地區出版業發展水平對圖書版權貿易的影

響，也基本得到證實。不過，反映出版業發展水平的兩個變量，即反映某一國家或

地區的出版發展情況的「出版社數量」和「年圖書出版種數」，其對我國與該國或地

區的版權貿易的影響卻是大不相同的。「出版社數量」變量的影響不顯著，這反映出

用出版社數量來衡量一國的出版業發展水平其實是不恰當的（註11）。而「年圖書出

版種數」則對我國與該國或地區的版權貿易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即某一國家或地區

年圖書出版種數越多，當年我國與該國或地區的圖書版權貿易也越活躍。這種正相

關尤其表現在版權引進上（顯著度小于0.01）。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計量方法對中國大陸在儒家文化圈內的版權貿易進行研究，旨在探討

經濟和文化因素對圖書版權貿易的可能影響。通過對1998－2003年間中國大陸與港
台地區，以及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間的圖書版權貿易情況進行回歸分析，

本研究發現，至少在亞洲儒家文化圈之間，文化上的接近性對於版權貿易的影響較

之于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更為明顯。

這一結論是意味深長的。它反映了我國和亞洲儒家文化圈之間的版權貿易，主

要是一種文化交流。這也許不同于我國和歐美國家之間的版權貿易情況。我國與歐

美國家之間，文化上的差異較之與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和地區要大，因此，基于本

研究的結論，我們可以預測，中國大陸和歐美國家之間的圖書版權貿易，也許更多

的屬于一種科技交流而非文化交流。

本研究中，版權貿易對象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對于我國從該國或地區引進

版權數量沒有顯著影響。這一結論也許應該謹慎對待。這是因為，本文探討的儒家

文化圈國家，基本上都屬于經濟發展水平很高的地區，那些人均GDP較低的儒家文
化圈國家，由于統計資料上的原因，沒有被包括在本研究中。因此，客觀上，在經

濟發展水平這一指標上，研究對象具有較高的同構型，這使得其對圖書版權貿易量

的影響顯得較低。今後的研究應該包括更多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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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儒家文化圈中，對于傳統的中國文化圖書的出版有著明顯的比較優勢，

反映在版權貿易上，可能會在傳統文化方面的圖書上輸出量較大，而進口圖書版

權也會對于具有文化接近性又獨具特色的圖書更為關注。從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理論

看，一國出口品應該總是利用豐裕資源生產的產品，進口品應該總是利用稀缺資源

生產的產品。我國版權資源比較優勢在于具有中國特色的豐裕資源，即反映中華傳

統文化的歷史地理、文化藝術、醫藥衛生等作品。這是外國知識消費者對中國版權

資源的市場需求，也是中國主動向世界傳播悠久文化傳統的內在需要（註12）。事實

上，中國大陸的圖書版權輸出大部分集中于儒家文化圈，也正是由于大陸在這方面

的比較優勢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大多數分析是基于儒家文化圈內部的版權貿易。如前述討

論所提示的，這些結論對于廣大的歐美地區也許并不完全適用。另外，由于本研究

中所用到的大量分析資料來自多種文獻，期間的統計口徑可能并不完全統一，這必

將限制統計分析的信度和效度。而統計分析所用的個案數量較少，也是本研究的一

個不足之處。

本研究得到清華大學（北京）亞洲研究中心的資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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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
tors in the inter-countries book copyright trade.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book copyright trad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five Asia countries or areas 
which are commonly belong to the so-called Confucian Cultural Circle from 1998 
to 2003.  It is found that, at least within the discussed countries or areas, the cul-
tur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book copyright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how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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