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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OOC教育(又称“慕课”)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新时期教育资源重新分配、整合的结果。未来，以网

络数字为载体的慕课教育模式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相较于传统教育来说，慕课在教学机制和运行机制

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因此，慕课对于我国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一定冲击，主要表现在版权归属问题以

及合理使用制度在慕课教育模式面前因缺少适用空间而陷入的理论困境。为了更好地将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与慕课教学实施流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著作权保护制度与慕课教育实现过程的衔接，建议对现有

制度进行合理规制，本文在借鉴域外立法例的基础上，提出在合理使用制度中增设一般性适用条款和法

定许可制度的对策，为国内高校慕课开展版权信息服务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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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OC Education System (also known as “MOOC”)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redistribu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In the process of fu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OC education mode based on online digi-
tal media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OC has shown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Therefore, MOOC has brought a 
certain impact on China’s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ssue of copyright 
ownership and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the fair use system in the face of MOOC educ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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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the lack of applicable space.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OOC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OOC education, it is recom-
mended to regulate the existing system reasonably. Based on the reference of foreign legislative 
exampl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adding general applicable clauses and legal 
licensing systems in the fair of use system, in order to clear the obstacle for domestic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copyright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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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慕课教育模式是一种在开放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新型教育模式[1]。作为

一种全新的教育实现模式，慕课教育以海啸般的姿态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慕课热潮，给高等教育带来影

响体现在诸多方面。慕课时代开启后，我国一系列知名高校陆续加入到慕课团队中，慕课教育也成为我

国教育、版权等领域的热门话题。 
与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相比，慕课教育模式在课程规模和组织方式、参与对象及获取途径等方面有

着巨大的转型。慕课的创新性特征体现在大规模、开放性、在线性和学生中心导向上[2]。MOOC 四个字

母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分别代意味着数量庞大，参与者数量众多以及通过网络无限制地向所有人开放

课程[3]。因而，慕课具有以下性质：首先，慕课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包括高校教师、学生等相关主体；

其次，慕课与传统教室的远距离教学相比，慕课更具有普及性和开放性，可以向各个区域、各个层次的

使用者提供教学资源；第三，慕课课程是在线的，相较于传统课堂，学生与教师只能在网络上交流而言，

在远程教育课堂中，学生可以在高校的特定地理位置与教师面对面交流；最后，慕课课程是一种以网络

阅读和观看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资源。 
由于慕课的特殊性，使得慕课面临着原有教育环境下不曾面临的新型版权问题，例如，涉及多方利益

主体的慕课课程版权归属于谁？开放的慕课教学能否使原来的“教育合理使用”得以延续？在没有任何许

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免费使用第三方版权材料制作慕课？慕课版权政策和《著作权法》应该尽量厘清这

些问题，而我国目前对慕课的相关法律法规却很少提及，也没有专门的规定。因此，最佳实践是在剖析现

有慕课版权保护制度基础上，借鉴国外其他地区慕课版权政策并对我国相应制度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 

2. 慕课课程作品的著作权属争议 

慕课平台在政府、学校等多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但著作权归属问题往往没有得到重视，也

尚未出现争议。然而，著作权归属是慕课平台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权利归属问题关系到收益分配以及

平台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关于慕课教育作品归属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2.1. 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著作权属争议 

慕课版权涉及多方利益平衡，高校与教师的课程版权归属问题是慕课版权的核心问题。据调查，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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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慕课视频文件制作都是由专业制作团队完成的，且制作成本大多由校方或平台提供。也就是说，

慕课课程视频的制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校方或平台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也为校方和教师就版权归属

问题进行磋商提供了条件。尽管目前教师、校方和机构平台对于慕课课程的著作权归属态度模糊，但是，

就著作权归属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网络课程的版权，认为应归本人所有的教师占比 16%，过半的

教师认为版权应由教师与学校共同所有[4]。许多教师都认为，自己应当拥有自己设计的课程的著作权，

但校方却将其定义为“职务作品”[5]。对于此争议，笔者认为，如果高校教师在制作慕课课程时，使用

了大量的高校设备、设施、资金等资源，那就应当按照大学的著作权政策来判断它的性质，将其判定为

职务作品，否则，可以按照著作权法来判断它的性质。 

2.2. 学校与教育平台之间的版权归属问题 

慕课教育平台自 2012 年进入国内，尚未发生过直接针对 MOOC 的著作权权属纠纷。然而，早期发

展的营利性在线教育平台已遭遇多起著作权权属纠纷和著作权侵权纠纷。本文通过“新东方在线版权纠

纷案”1来分析对线上教育平台课程进行版权权属认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相关原则对于慕课教育平台同样

适用。 
2016 年，新东方迅程公司诉称皖枫林公司在天猫开设的网点，未经其许可将其享有著作权的考研复

习资料作为赠品赠送给卖家，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涉案教师称他们已将自己的版权转移给了新东方，

新东方也获得了相应的版权。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对于新东方可以向其提供正版文件的教

学录像，应推定新东方为其版权所有人；对于新东方所提供的素材，推定主讲人为著作权人，由于作者

已将其版权转移给新东方，故该素材的版权归新东方所有。最终，法院认定被告皖枫林公司侵犯了新东

方公司对涉案教学讲义与视频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本案中，法院在认定著作权归属时，遵循了以下原则：首先，将在线教育课程划分为两种类型，教

学视频属于录像制品，讲义属于文字作品。第二，在认定著作权归属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在未出现

相反证明的情况下，视频和讲义文件上署名人视为著作权人或者邻接权人。最后，教材的作者和教材的

讲师，可以与网络教学平台签订协议，将版权转让给网络教学平台。笔者认为，上述原则在慕课平台面

临著作权属争议时同样适用。 

3. MOOC 著作权保护制度改进建议 

3.1. MOOC 版权政策的域外立法参考 

3.1.1. 美国“慕课例外”条款 
2015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公立教育机构的慕课教师提供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慕课例外

条款”2，该条款规定：以教学为目的的，由公认的非盈利平台向正式注册慕课教师，可以通过豁免手段

提取其课程中使用的媒体片段。但此种免责行为需在美国版权法特定规定下的前提进行，其目的在于通

过相关技术手段保障课程仅在注册的学生范围内传播，并针对慕课采取适当技术手段来防止课程接触者

向他人传播作品或在课程结束后仍然保留相关作品 3。 

3.1.2. TRIPS 协议“三步检验法” 
作为著作权限制与例外规则的一般准则，TRIPS 协议中的“三步检验法”包含以下内容 4：分别是“特

 

 

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10 民初 468 号，新东方迅程公司诉北京晚枫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天猫公司侵害其作品信息网

络传播权案。 
2Section 1201 Rule Making: Sixth Triennial Proceeding to Determine Exemptions to the Prohibition on Circumvention. 
3Peter Decherney, Brandon Butler. Fair use, MOOCs, and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2017-03-10. 
4根据《伯尔尼公约》第 9 条与《TRIPS 协定》第 13 条，合理使用的适用应符合以下三项要求，即在特殊情况下，不妨碍作品的正

常使用，未对作者的合法利益造成不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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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况”、“不与作品正常权利相冲突”和“不合理地歧视著作权人合法利益”。其含义分别是：著作

权的限制必须与某种具有公共性价值的目的相关联、在具体运用中，不得与作品中的某一项特定专有的

正常权利相冲突[6]。最后，该利益不一定非要限定在实际或潜在的经济损害，应到从法律规范角度来考

虑，以专有权保护为宗旨来判断利益保护需求。 
国际公约“三步检验法”与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原则”结尾著作权合法性边界的标志，都是协调

权利人、使用人以及公共利益的弹性平衡法则[7]，因其在运用上具有广泛性和弹性，正被各国倚重，它

对于我国著作权合理保护制度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3.2. 慕课模式下著作权保护的策略 

慕课是一种依托于网络技术而兴起的新型教学模式，它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权利相抵触，

如若不能很好地协调，版权保护障碍将会影响慕课教育的发展。为消除二者的矛盾冲突，必须清除障碍，

修改或调整版权法的有关制度，以适应慕课的发展。建议我国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相关配

套机制，为我国慕课事业的发展提供相关制度保障。 

3.2.1. 有条件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目前，《著作权法》对慕课能否以及怎样构成合理使用的未作明文规定，但已有相关法律条款对慕

课著作权相关问题做出解释，在此仅针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叙论。合理使用制度的创设，其初衷是为了

更好地控制沟通资源，并以流转的形式加以利用。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及资源的广泛性使用使得合理使

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8]。因此，必须首先对慕课课程进行严格限制。有学者指出，为了使慕课教育

模式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相衔接，应当在《著作权法》中增加合理使用的一般性条款[9]，但该种立法

模式并不适应当前我国的慕课发展状况。原因在于，国际公约中设定的“三步检验法”和美国《版权法》

采用的“四要素标准”5，都可能使法官裁量权过大，导致裁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3.2.2. 设定法定许可制度并建立补偿机制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慕课课程，有学者建议适用法定许可制度来进行规制[8]。尽管营利慕课在某种

程度上也可以达到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等目标，但是现阶段并不适合被归类到无偿使用的合理

使用制度中。有学者提出[10]，在使用相关作品前，慕课制作人等主体可通过集中向集体管理机构支付费

用，再由管理机构转给相关著作权人的方式使用该作品。另外，还应当建立配套的处罚制度，以惩罚未

支付费用而适用相关作品的主体。 

4. 结语 

任何一种数字形式的变革都会引发潜在的版权问题，慕课版权问题是数字经济时代高等教育面临商

品化危机的集中体现，国外慕课版权问题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平衡，依靠立法的调整和合同模式的应用，

已经得到初步解决。在我国，教师、学生自身对版权政策的警醒，也是掌控知识产权的有力保障。然而，

我们在版权教育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实践表明，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跟进。目前，国内

慕课课程版权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从提升版权意识入手，完善版权中介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

著作权保护制度，为慕课教育模式的发展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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