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 

      （2001年 12 月 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39號公佈根據 2011年 1月 8日《國

務院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第一次修訂根據 2013年 1月 30日《國務院關於修

改〈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的決定》第二次修訂）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為了保護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人的權益，調整計算機軟件在開發、傳播和使用中發生

的利益關係，鼓勵計算機軟件的開發與應用，促進軟件產業和國民經濟信息化的發展，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計算機軟件（以下簡稱軟件），是指計算機程式及其有關文檔。 

  第三條  本條例下列用語的含義： 

  （一）計算機程式，是指為了得到某種結果而可以由計算機等具有資訊處理能力的裝置執行

的代碼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動轉換成代碼化指令序列的符號化指令序列或者符號化語句

序列。同一計算機程式的來源程式和目標程式為同一作品。 

  （二）文檔，是指用來描述程式的內容、組成、設計、功能規格、開發情況、測試結果及使

用方法的文字資料和圖表等，如程式設計說明書、流程圖、用戶手冊等。 

  （三）軟件開發者，是指實際組織開發、直接進行開發，並對開發完成的軟件承擔責任的法

人或者其他組織；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條件獨立完成軟件開發，並對軟件承擔責任的自然人。 

  （四）軟件著作權人，是指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對軟件享有著作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組織。 

  第四條  受本條例保護的軟件必須由開發者獨立開發，並已固定在某種有形物體上。 

  第五條  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其所開發的軟件，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條例享有

著作權。 

  外國人、無國籍人的軟件首先在中國境內發行的，依照本條例享有著作權。 

  外國人、無國籍人的軟件，依照其開發者所屬國或者經常居住地國同中國簽訂的協議或者依

照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享有的著作權，受本條例保護。 

  第六條  本條例對軟件著作權的保護不延及開發軟件所用的思想、處理過程、操作方法或者

數學概念等。 

  第七條  軟件著作權人可以向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認定的軟件登記機構辦理登記。軟

件登記機構發放的登記證明檔是登記事項的初步證明。 

  辦理軟件登記應當繳納費用。軟件登記的收費標準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

價格主管部門規定。 

第二章軟件著作權   



  第八條  軟體著作權人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發表權，即決定軟體是否公之於眾的權利； 

  （二）署名權，即表明開發者身份，在軟體上署名的權利； 

  （三）修改權，即對軟體進行增補、刪節，或者改變指令、語句順序的權利； 

  （四）複製權，即將軟體製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利； 

  （五）發行權，即以出售或者贈與方式向公眾提供軟體的原件或者複製件的權利； 

  （六）出租權，即有償許可他人臨時使用軟體的權利，但是軟體不是出租的主要標的的除外； 

  （七）資訊網路傳播權，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軟體，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

的時間和地點獲得軟體的權利； 

  （八）翻譯權，即將原軟體從一種自然語言文字轉換成另一種自然語言文字的權利； 

  （九）應當由軟體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 

  軟體著作權人可以許可他人行使其軟體著作權，並有權獲得報酬。 

  軟體著作權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轉讓其軟體著作權，並有權獲得報酬。 

  第九條  軟體著作權屬於軟體發展者，本條例另有規定的除外。 

  如無相反證明，在軟體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開發者。 

  第十條由兩個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作開發的軟件，其著作權的歸屬由合作開

發者簽訂書面合同約定。無書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確約定，合作開發的軟件可以分割使用的，

開發者對各自開發的部分可以單獨享有著作權；但是，行使著作權時，不得擴展到合作開發的

軟件整體的著作權。合作開發的軟件不能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權由各合作開發者共同享有，通

過協商一致行使；不能協商一致，又無正當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轉讓權以外

的其他權利，但是所得收益應當合理分配給所有合作開發者。 

  第十一條  接受他人委託開發的軟件，其著作權的歸屬由委託人與受託人簽訂書面合同約定；

無書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確約定的，其著作權由受託人享有。 

  第十二條  由國家機關下達任務開發的軟件，著作權的歸屬與行使由項目任務書或者合同規

定；項目任務書或者合同中未作明確規定的，軟件著作權由接受任務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享有。 

  第十三條  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中任職期間所開發的軟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該軟件

著作權由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享有，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對開發軟件的自然人進行獎勵： 

  （一）針對本職工作中明確指定的開發目標所開發的軟件； 

  （二）開發的軟件是從事本職工作活動所預見的結果或者自然的結果； 

  （三）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資金、專用設備、未公開的專門信息等物質技術條件

所開發並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軟件。 

  第十四條  軟件著作權自軟件開發完成之日起產生。 

  自然人的軟件著作權，保護期為自然人終生及其死亡後 50年，截止於自然人死亡後第 50

年的 12月 31日；軟件是合作開發的，截止於最後死亡的自然人死亡後第 50年的 12月 31日。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軟件著作權，保護期為 50年，截止於軟件首次發表後第 50年的 12月

31日，但軟件自開發完成之日起 50年內未發表的，本條例不再保護。 

  第十五條  軟件著作權屬於自然人的，該自然人死亡後，在軟件著作權的保護期內，軟件著

作權的繼承人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有關規定，繼承本條例第八條規定的除署



名權以外的其他權利。 

  軟件著作權屬於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變更、終止後，其著作權在本條例

規定的保護期內由承受其權利義務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享有；沒有承受其權利義務的法人或者

其他組織的，由國家享有。 

  第十六條  軟件的合法複製品所有人享有下列權利： 

  （一）根據使用的需要把該軟件裝入計算機等具有資訊處理能力的裝置內； 

  （二）為了防止複製品損壞而製作備份複製品。這些備份複製品不得通過任何方式提供給他

人使用，並在所有人喪失該合法複製品的所有權時，負責將備份複製品銷毀； 

  （三）為了把該軟件用於實際的計算機應用環境或者改進其功能、性能而進行必要的修改；

但是，除合同另有約定外，未經該軟件著作權人許可，不得向任何協力廠商提供修改後的軟件。 

  第十七條  為了學習和研究軟件內含的設計思想和原理，通過安裝、顯示、傳輸或者存儲軟

件等方式使用軟件的，可以不經軟件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 

第三章軟件著作權的許可使用和轉讓   

  第十八條  許可他人行使軟件著作權的，應當訂立許可使用合同。 

  許可使用合同中軟件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的權利，被許可人不得行使。 

  第十九條  許可他人專有行使軟件著作權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 

  沒有訂立書面合同或者合同中未明確約定為專有許可的，被許可行使的權利應當視為非專有

權利。 

  第二十條  轉讓軟件著作權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 

  第二十一條  訂立許可他人專有行使軟件著作權的許可合同，或者訂立轉讓軟件著作權合同，

可以向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認定的軟件登記機構登記。 

  第二十二條  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外國人許可或者轉讓軟件著作權的，應當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 

第四章法律責任   

  第二十三條  除《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或者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侵權行為的，

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一）未經軟件著作權人許可，發表或者登記其軟件的； 

  （二）將他人軟件作為自己的軟件發表或者登記的； 

  （三）未經合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開發的軟件作為自己單獨完成的軟件發表或者登記的； 

  （四）在他人軟件上署名或者更改他人軟件上的署名的； 

  （五）未經軟件著作權人許可，修改、翻譯其軟件的； 

  （六）其他侵犯軟件著作權的行為。 

  第二十四條  除《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本條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

未經軟件著作權人許可，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

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同時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權



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侵權複製品，可以並處罰款；情節嚴重的，著作權行政管理

部門並可以沒收主要用於製作侵權複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觸犯刑律的，依照刑法關於

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複製品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複製或者部分複制著作權人的軟件的； 

  （二）向公眾發行、出租、通過信息網絡傳播著作權人的軟件的； 

  （三）故意避開或者破壞著作權人為保護其軟件著作權而採取的技術措施的； 

  （四）故意刪除或者改變軟件權利管理電子資訊的； 

  （五）轉讓或者許可他人行使著作權人的軟件著作權的。 

  有前款第一項或者第二項行為的，可以並處每件 100元或者貨值金額 1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罰

款；有前款第三項、第四項或者第五項行為的，可以並處 20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二十五條  侵犯軟件著作權的賠償數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的

規定確定。 

  第二十六條  軟件著作權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權利的行為，如不

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第五十條的規定，在提起訴訟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 

  第二十七條  為了製止侵權行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軟件著作權

人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在提起訴訟前向人民法院申請保

全證據。 

  第二十八條  軟件複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製作有合法授權的，或者軟件

複製品的發行者、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複製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第二十九條  軟件開發者開發的軟件，由於可供選用的表達方式有限而與已經存在的軟件相

似的，不構成對已經存在的軟件的著作權的侵犯。 

  第三十條  軟件的複製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理由應當知道該軟件是侵權複製品的，不

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應當停止使用、銷毀該侵權複製品。如果停止使用並銷毀該侵權複製品

將給複製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複製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軟件著作權人支付合理費用後繼續

使用。 

  第三十一條  軟件著作權侵權糾紛可以調解。 

  軟件著作權合同糾紛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向仲裁機構

申請仲裁。 

  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事後又沒有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訴訟。 

第五章附  則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前發生的侵權行為，依照侵權行為發生時的國家有關規定處理。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自 2002年 1月 1日起施行。1991年 6月 4日國務院發布的《計算機軟

件保護條例》同時廢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