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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孤儿作品越来越多，如何对这些作品的著作权和使用权进行利用，成为了一直以来的热门话题。本

文借鉴了欧洲ARROW项目的建设经验，对版权、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权利信息进行分布式管理的自动

化系统——ARROW进行了介绍，以期对我国的孤儿作品的版权问题提供可以借鉴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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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ore and more orphan works, how to use the copyright and use right of these works ha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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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 hot topic all the tim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ARROW project in Europ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RROW, an automatic system for distributed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cop-
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right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counter-
measures for the copyright problems of orphan work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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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2010 数字图书馆倡议”是一个 Europeana (欧洲数字图书馆 1)倡议，目的是使所有的人能够访问获

取欧洲的科学文化资源并为子孙后代保存这些科学文化资源：书籍、期刊、电影、地图、照片、乐曲等。

而欧洲科学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以及这些数字化内容的获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明确数字化内容的权利(版
权、著作权、知识产权等，以下简称权利)地位。尤其对于那些准备数字化所有内容的图书馆来说，这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图书馆可以识别、跟踪并联系权利人(或其代理)请求允许对其作品进行数

字化，但通常这些过程耗时量大、费用高。也可能出现经过“精细检索”都无法识别、跟踪权利人的情

况，这种情况下的工作被认为是“孤儿”作品——著作既不能被使用也不能依法确定进行数字化；另一

个难题是对“绝版”著作的处理——即那些权利人声称不用做商用的著作。这种情况下，把这种类型的

著作内容变成在线获取就会与该著作的使用相冲突，或是影响权利人的经济利益。 

2. ARROW 项目 

欧洲数字图书馆著作权利信息及孤儿著作注册获取(ARROW [1])项目于 2008 年 9 月开始，旨在便于

数字化项目中作品权利的管理。它由欧洲委员会下的“ICT 政策支持”主题计划之二——欧洲数字图书

馆提供资金的合作支持。ARROW 项目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盟国家中图书价值链的主要

的参与者：各国国家图书馆、书目机构、作家协会、出版商、版权管理机构等。意大利出版商协会担任

该项目的协调员，CINECA2 担任主要技术支持。ARROW 项目范围主要针对图书，目的是为了验证该内

容类型的可行性，主要目标包括：用实践演示如何处理数字权利问题；促进作者、出版商、图书馆之间

的合作；使用现有技术尽可能的实现“精细检索”程序自动化；提供各种权利所有者的联系信息。 

3. ARROW 系统作为互操作服务的推动者 

ARROW 项目系统是一个分布式的基础设施，它由以下几部分(图 1)组成：1) ARROW 网络门户服务

部分：介于用户与系统之间的界面。2) 权利信息基础架构(RII)：它是 ARROW 系统的骨干及引擎，RII

Open Access

 

 

1Europeana 是一个欧洲数以百万计已经数字化了的图书、绘画、电影、博物馆物体以及档案记录的接入点。它是一个来自欧洲科

学文化机构的权威信息源，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创意产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平台。 
2CINECA 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它由意大利 51 所大学、国家海洋和地球物理实验研究所、国家研究委员会、教育、大学及研究

部组成。现在是意大利最大的计算机中心，它开发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及服务，像一个学术界、纯研究领域、工业界以及公共管

理领域之间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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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ARROW 能查询并检索来自网络数据库的信息、处理这些信息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最终根据计划好了

的工作流交换信息。3) ARROW 工作注册部分(AWR)：用于存储 RII 工作流以结构化方式收集的所有相

关的信息片断，这种结构化方式可以在 ARROW 服务框架内检索并使用相关信息。4) 孤儿作品的注册部

分(ROW)：它是 AWR 的子集，主要针对那些已经宣布为“可能孤儿”的作品。 
 

 
Figure 1. ARROW system overview 
图 1. ARROW 系统概况 

 
ARROW 在创建分布式数据资源网络中扮演着“互操作促进者”的角色，它确保所有社区之间实现

了互操作并成功解决了以下问题：1) 跨国层面的数据不能够互操作。由于欧洲图书馆的作用，使得只有

图书馆领域所具备的特点足以能够满足 ARROW 实现互操作的目标，从而轻松实现了跨国层面数据的互

操作性。2) 图书馆目录与在版图书目录之间缺乏互操作性，并且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可以与复制权利组织

(RRO)的著作实现互操作。3) 保存在不同领域的数据以“图书”层面的形式予以创建表达，而权利却是

根据“作品”措辞进行定义。 
ARROW 与 EDITEUR 的专家合作为项目中包含的不同来源的元数据的自动交换设计了一套特别的

信息，并于 2011 年 10 月正式发布了这套名为“用于权利信息服务的 ONIX”(ONIX-RS)的 1.0 版。ONIX-RS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ARROW 的初始工作，但迄今为止它已扩展到了可以容纳权利领域的其他信息流，

因此，它可以被其他组织或协会用来进行该领域的工作。同时 ARROW 系统也把 VIAF4 服务整合进它的

工作流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关于著者及其他作者更多的信息(如生卒年、国籍及所有曾用名等)。 

4. 权利信息基础架构(RII) 

ARROW 的权利信息基础架构部分负责管理复杂的工作流程(图 2)，该工作流程从图书价值链条(图
书馆、在版书目数据库以及复制权利机构)中数据资源各个部分内检索信息。该流程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

处理以获得版权状态以及与提交状态相对应的著作及相关著作的出版状况。工作流终端获得的其他重要

 

 

3Drupal 是一个开源的内容管理平台。主要用于构造提供多种功能和服务的动态网站。这些功能包括用户管理、发布工作流、讨论、

新闻聚合、元数据等。 
4VIAF 是 The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首字母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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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包括：由 RRO 提供的一套涉及许可状况、支持该许可状况的原因以及可能是孤儿作品的鉴定等信息。

RII 接收来自图书馆的关于某一作品的数字化及使用的许可申请，它会向包括在工作流中的数据提供者查

询该著作的出版地(TEL、VIAF、Bip、RRO)并对收集到的结果进行编辑。RII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供

结果信息的正确状态。 
最初的图书馆请求是在表达水平上执行的(更确切地说，最初的图书馆请求是指“资源”一词，资源

术语支持一个表达实例，如某一本图书的特定印刷版本)，而提供的工作流的终端响应则代表了著作的水

平。这就意味着最初的请求通过了识别、匹配、工作、聚类、表达以及相关作品的识别及表达阶段，每

一个阶段都针对著作的权利状况添加了相应的信息片段。 
 

 
Figure 2. ARROW workflow diagram 
图 2. ARROW 工作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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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RII 工作流可以分成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包括图书馆领域，涉及到 TEL 作为主要的参与者、VIAF 作为著者信息的来源。这

一阶段的主要包含下列信息：作品最初显示属于哪个图书馆；相同著作的显示列表；其它与该作品相关

的著作及各自的显示列表；每一位作者及每部著作的其他参与者的一套权威信息(包括作者常用名及其他

不同形式的名称、生卒年、国籍等)；每部著作的版权状况(该著作是否受到版权保护，或者不能确定该著

作的版权状况)。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图书在版领域，涉及到 Bip 组织或 ARROW 系统中每个国家的数据库。这一阶

段主要包含下列信息：著作的附加显示列表及与该著作相关的著作列表；在版/孤儿状态以及该著作及相

关著作的每一个显示的商业可用性；每一部著作的出版状态；该著作目前属于在版还是孤儿；或是不能

确定。 
第三阶段主要是在复制权利机构领域，涉及 RRO 或 ARROW 系统中每个国家的数据库并增加了前

面图书馆和 Bip 领域内获得的结果信息。这一阶段主要包含以下信息：由 RRO 提供的一套关于许可状况

信息及支持该决策的缘由信息；著作的孤儿状况，不能确定或不能找到权利人则可能被认定为孤儿的著

作，或者不是孤儿但是无法明确断定该信息。 
从上述工作流程中可以检索到如下信息片段：著作信息；显示信息；著作及该著作所显示信息之间

的关系；著者及其他参与者信息；可识别著者与他们参编著作之间的关系；每个信息片断与提供该信息

(TEL、VIAF、Bips、RROS)片段的参考资源之间的关系；一套 ARROW 关于每部著作的认定：版权状况、

出版状况及孤儿状况。ARROW 著作注册表(AWR)为系统处理过的每一个请求的所有信息片段提供存储

和维护。 

5. RII 架构层  

为了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及可重复利用性，RII 系统建立了如图 3 所示的架构层。 
 

 
Figure 3. RII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 diagram 
图 3. RII 分层架构图 

 
显示层处于应用的最顶端。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向终端用户展示结果的网络界面；另一部分

是向外部服务揭示机读数据的网络服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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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层有业务实体和业务组件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应用领域建模，每个业务实体都建模为不包含

任何逻辑方法的 JavaBean；由于业务组件部分包含了系统所必需的、必要的逻辑及所需的进程，因而，

服务的逻辑工作方法是由“业务组件”部分来执行的。该进程由恰当的管理者完成，每位管理者负责一

个或多个业务实体并对这些实体进行复杂详尽的阐述。服务层通过定义良好的界面向终端用户揭示服务

的逻辑方法。 
数据层既可为 RII 系统内的数据维护提供获取，也可为外部服务揭示的数据提供获取。RII 数据层由

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 数据获取部分。这部分提供了抽象的界面以便于对底层持久性存储的访问。这种

持续性数据是中立的而且独立于服务层。2) 队列 5 获取部分。RII 架构是一个基于消息队列的异步架构。

它提供了抽象的界面以便于底层队列的访问获取。3) 服务代理。由于服务层必须使用外部异构服务揭示

的数据，因此有必要实施不同类型的链接器以便于处理它们的沟通语义。服务代理脱离了所有外部服务

的沟通特色，目的是为了使这种互动对于服务层来说是透明的。 

6. ARROW 著作注册(AWR)与孤儿作品的注册(ROW) 

在 ARROW 工作流程的末端植入了 RII 仓储和 ARROW 著作注册(AWR)。相应的 AWR 成为了 ROW
的基础。实际上，存储在 AWR 中的作品随时随地都可能作为“可能孤儿”著作而被添加到 ROW 中。

ARROW 系统内关于孤儿著作注册设计最初是由 HLEG 在关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孤儿著作以及绝版著

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其中包括建立关于权利清理中心以及孤儿著作数据库的建议以及主要原则。此外，

为了定义 ROW 的要求，系统小组对 ARROW 联盟及欧盟国家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共同管理组织和复制

权利机构)进行了咨询，并由 HLEG 确定候选机构负责孤儿作品数据库和权利结算中心的运行。 
为了确保与 ISTC 国际机构仓储提供的服务之间实现互操作，AWR 在设计的同时也把著作的 ISTC

元数据考虑在内。通过一个网络界面可以公开检索包含在 ROW 中的著作信息，从而使得权利人可以(单
独或通过共同管理组织或代理)要求自己的权利。 

7. ARROW 试用及系统验证 

ARROW 项目于 2011 年 2 月完成，2001 年 9 月，ARROW 系统在法、德、西班牙及英国等国家中用

来试验检索出版的著作。在法国的使用试验中与下列机构或数据库进行了连接：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录；

虚拟国际权威文档数据库；在版数据库中的电子图书；法国 RRO 中心的全部著作。在德国的试用实验中

连接了德国国家图书馆目录、虚拟国际权威文档数据库、在板数据库中交付书籍目录、德国 RRO 中心的

全部著作。在西班牙的试用实验中连接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目录、虚拟国际权威文档数据库、在版数据

库中查找的数字漫画图书、西班牙 RRO 中心的全部著作。在英国的试用试验中连接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目

录、通过英国 RRO 中心查询在版数据库中的尼尔森图书、英国 RRO 版权授权机构、出版商授权协会以

及作者授权和收集协会的全部著作及数据库。 
在斯布鲁克大学图书馆的领导下根据试点国家的应用状况对系统进行了验证，结果(表 1)表明与传统

手工检索相比，使用 ARROW 检索作者、出版社、作品及著作的权利状况获得了巨大的益处：利用 ARROW
可以节约的检索时间从西班牙的 72%到英国的 97%不等。在大型的数字化项目中，这种检索时间的节约

就意味着大幅降低了那些图书馆和那些需要检索图书版权的人或机构的成本。 
为了进一步验证 ARROW 的有效性，大英图书馆利用 ARROW 随机对自己馆藏的 1870 年到 2010 年

间出版的 140 本图书进行了检索研究，结果有力的验证了 ARROW 的高效节时。同时，大英图书馆也试

 

 

5 队列(又称为伫列)是一种特殊的线性表，它只允许在表的前端进行删除操作，而在表的后端进行插入操作。在这种数据结构中，

最先插入的元素将最先被删除，最后插入的元素将最后被删除。 

https://doi.org/10.12677/jc.2021.93010


王艳翠 
 

 

DOI: 10.12677/jc.2021.93010 61 新闻传播科学 
 

图用这次研究确定 ARROW 是否可以接收图书数字化许可并把对权利人进行的“手工”精细检索与“自

动”精细检索的结果相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time saved by using ARROW 
表 1. 使用 ARROW 节约的时间对照表 

国家 手工检索耗时 ARROW 检索耗时 节约时间(百分比) 

法国 34.0 4.0 30.0 (88%) 

德国 52.0 3.0 49.0 (94%) 

西班牙 12.7 3.5 9.2 (72%) 

英国 184.0 4.5 175.9 (97%) 

 
另外，英国的惠康图书馆与 2011 年开始了一项主题为“现代遗传学及其基础”的数字化试点项目，

利用 ARROW 对 1850 年至 1990 年间的 1400 册图书进行数字化。这个项目最初由惠康信托提供资金支

持，旨在评估一项包括版权著作在内的、并根据时间和成本进行精细检索的数字化项目的可行性。目的

是寻求权利人的数字化许可并使作品可通过网络免费获取。惠康信托决定使用英国 RRO 服务作为识别图

书权利人的向导。而英国的 RRO 使用 ARROW 系统帮助惠康信托处理数据记录并加速精细检索进程。

截止到 2011 年 11 月，英国 RRO 正在为试验图书实施精细检索，并能够在 2012 年提供所需的授权许可。

2011 年 4 月，开始了 ARROW 的增益项目。目前，ARROW 的增益项目已经全面展开，它的主要目标是

扩展 ARROW 覆盖的国家范围，并把其服务分析和扩展至图像领域。目前，ARROW 增益项目包括下列

13 个欧洲国家的利益相关者：西班牙、法国、硬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荷兰、挪威、

芬兰、丹麦、比利时和瑞典。 

8. 对我国孤儿作品版权的启示 

随着孤儿作品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够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迫切需要

完善孤儿作品使用权制度的设计[2]。用户的权利和所有者的权利都是版权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可

以借鉴国外孤儿作品的强制使用制度；或者是利用法律上的例外原则而设计的孤儿作品问题解决方法；

或者是由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制作数字化资料，对孤儿作品加以复制，并注明仅用于本国科学研究，不做

商业使用，类似于国外的扩展集中许可制度[3]。我国目前没有正式的立法或法规对孤儿作品的所有权和

使用权进行界定，更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系统对孤儿作品进行管理。新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如何

把新技术应用到图书领域也是每位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加快孤儿作品的使用权的立法和开源系统设

计，建立孤儿作品开源信息数据库，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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