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20年 12月 1日 星期二
主编 /肖洁 编辑 /唐凤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至此，自
2011 年启动的著作权修法工作终于落下
帷幕。

十年来，信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文化
产业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作品及其传播
方式与过去相比差异很大。“新著作权法适
应了文化和科技融合催生的文化新业态。”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孙玉荣表示。

修改作品定义和类型

当下，大量的新闻稿件、音乐和美术作
品出自人工智能之手。“人工智能时代，保
护知识产权成为我国互联网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的关键。”孙玉荣表示。

据其介绍，修订前的著作权法仅列举
了 8种具体作品类型，而对于作品的定义
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进一步做出了
解释。本次修改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
作品的定义，并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作品”这一兜底条款修改为“符合作品
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突破了作品类型法
定原则，形成作品客体类型开放的格局。
《华盛顿邮报》、新华社、科学网、腾讯

财经等国内外媒体已陆续引进了“机器人

同事”；作曲机器人“Deep Bach”被称为音
乐界的 AlphaGo；网红人工智能微软小冰
已成为能歌善舞、擅长写诗绘画的全能人
才……不过，随着新型智力成果的不断涌
现，新型著作权纠纷案件也逐渐增多。
“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型智力成果对

原先相对封闭的作品类型体系造成了强烈
冲击，本次修法强调了作品的实质特征，以
便为更多新型智力成果提供及时而全面的
保护。”孙玉荣说。

她同时表示，未来，大量在过去司法实
践中无法被认定为“作品”的智力成果能积极
寻求司法保护，此次修改著作权法关于作品
类型的认定将为法官留下更大的自由裁量
空间，同时也需要认真、理性和审慎对待，防
止作品类型的不当扩张，从而让著作权法真
正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直击侵权乱象

本次修订不仅修改了作品类型和定
义，还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
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孙玉荣解
释说，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互联网产业蓬
勃发展的今天，人们用以创作的手段早已
不限于传统而单一的电影摄制方法或类似

方式。
她表示，这些修改不仅有望消除行业

中有关网络游戏运行画面、短视频、直播画
面、VR影像等作品类型归属的争论，也便
于将以视频为表现形式的作品纳入统一保
护范围。

本次修法还调整了广播权的范围，消除
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的真空地
带，切实增强了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此外
还为广播电台、电视台增设信息网络传播权，
将原来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延伸至互联
网环境。这一修改将使普遍存在的网络非交
互式传播行为落入广播权的规制范围，直击
当前网络直播行业存在的侵权乱象。

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成
本，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意识，本次修
法将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的上限提升至 500
万元，并增设法定赔偿下限为 500元，同时引
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标志着我国惩罚性赔
偿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全面确立。

孙玉荣表示，最新修改的著作权法能
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繁荣的现实需
要，是对“时代之问”和“科技之问”的回应，
必将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
遇，对促进互联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与繁
荣发挥重要作用。

视点

发现·进展

简讯

科研路上我踩过的“七个坑”
■沈向洋

我博士毕业后，想像导师一样以后做
教授，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最后到教授，一
条大路向前走。但回过头来看，我过去这二
三十年的整个发展过程，更像是一条弯弯
曲曲的道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自己在这
条路上的 7个经验和教训。

第一，你可能有很多想法，但一个人做
不了所有的事情。

当你职业生涯刚刚起步时，你可能有
很多想法，但不见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
就像我一直想做教授，但在最后一刻改变
了主意，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创业
项目。我跟他在车里谈了 4个小时，他说服
了我。

他说：你想当教授，那简单，你先跟我
一起创业，可以赚很多钱，我给你的母校
卡内基·梅隆大学捐一个“沈向洋教授职
位”，指定你是第一个获奖人；你喜欢研
究机器人，你可以给学校再捐一个“沈向
洋机器人中心”。

当然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这个创业
项目之后，我很快加入了微软。原因是，我
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我想了一下，当时这两件事情不可以
同时进行：创业和带小孩。但是孩子出生以
后，你就没有办法摆脱他了，所以你只能放
弃创业。这是第一个“教训”。

第二，钩深致远———学术生涯刚起步
时，把专业做深非常重要。

人一生的职业旅程非常长，在我们职
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是，专业一定要做得很深。换言之，你
一定要有一件事情、在某一个方向，大家知
道你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博士以后我来到微软研究院，跟很多

同事———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非常优秀的
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做了很多方面的工
作。我做的一个方向叫做动态预测，当时就
在做全景图，拍几张照片以后把它们拼起
来。今天大家用手机拍全景图的时候，说不
定也用了我们的技术。

如果你不在某一个方向做到足够深的
话，大家就记不住你。

第三，会讲故事很重要，对科研亦然。
这一点我想重点讲一下，对工程师和

科学家来讲，除了你专业做得好以外，最重
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故事讲好。

我听过很多了不起的演讲。很多年以
前，我听过迪士尼一位副总裁做的演讲。

为什么讲故事很重要？他说，你在迪士
尼看了那么多的电影、动画，跨越不同的历
史阶段，从二维到三维动画，再到现在
VR/AR。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
要的是，大家喜欢迪士尼是因为迪士尼背
后的这些故事。

很多科学家、工程师也经常要作一些
报告。大家作报告时，可能里面写的字非常
非常多。我很幸运在研究生阶段就有机会
参加 SIGGRAPH（计算机图形学顶级年度
会议），那是 1995年。

我的好朋友 Eric Chan的报告，是我一
辈子见过的技术介绍里面得到掌声次数最
多的。Eric在台上有特别的风格，十几分钟
的演讲，一共有八次掌声。一个中国人讲一
口台湾腔英语，能够获得八次掌声，我在台
下看着他讲演，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所以讲故事非常重要，比如作报告，一
张幻灯片上面不应该超过 7行字，超过 7
行以后大家看不清楚也搞不懂。

第四，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做了不起

的事情。
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清楚自己最后

追求什么。我非常幸运，2004年开始担任微
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当时我们定下来的目
标，就是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研
究院，后来我们也基本上实现了目标。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曾经写过一
篇封面报道叫《世界上最热门的计算机实
验室》。文章出来时，我正在美国出差。在机
场商店我看到了这本杂志，封面上就是我
两个同事的照片。我买下了这个机场商店
所有的这一期杂志。老板疑惑地问我为什
么要买这么多。我很自豪地讲：“看到封面
上这两个人了吗？他们为我工作。”

第五，把握可控的，留心可能的，其余
顺其自然。

这是我多年工作，特别是从研究部门
到了产品部门以后，对处理所有问题的复
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后，总结出的一
段话。

当时我从研究院调到微软的产品部门
做搜索引擎 Bing（“必应”）。这项工作是跟
谷歌竞争———大多数人都觉得，下场肯定
会很悲惨。但是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讲，现在
微软 Bing 业务线，一年也能赚 100 亿美
元。所以我们其实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
美国超过 1/3的搜索量来自 Bing。

其实当时大家想的是：一个研究院来
的人，怎么可以去负责开发产品线？我也在
想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新兵”到产品部
门，大家问我：你没有做过产品，能给我们
带来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可以给大家带
来什么，但是我至少可以跟大家保证，等我
离开时，大家会因为我是一个擅长组织聚
会的副总裁而记住我。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激励大家，把大
家团结起来。如果你看过《教父》，就会知道
迈克·柯里昂经常讲：不管什么时候，遇到
多大的困难，“只是困难，并非不可能”。

第六，职业生涯就是一系列项目，明智
地选择它们。

我很幸运曾和 Jim Gray———1998年图
灵奖得主一起共事。他非常了不起，但很不
幸后来他独自驾船出海失踪了。

我对 Jim 非常敬仰，当时我正打算从
研究院去产品部门工作，就向他请教：“你
的职业生涯非常了不起，得过图灵奖，在
研究院工作过，又在产品部门工作过，好
像你从来不介意到底在研究院还是在产
品部门。”

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复：“在研
究院还是在产品部门，我从来不纠结这个
问题。事业是一系列的项目，你需要选择
的是项目，终其一生，实际上就是你做过
哪几个项目。”

我的好朋友高文院士也讲过，你的职
业生涯到了一定地步以后，大家就看你背
上写了哪几个字，你做过哪几个项目。青年
才俊们在事业起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一个一个项目加起来”。

第七，走中庸之道，更要清楚自己前进
的方向。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美国
的时候，常跟同事讲中庸之道。有时候说不
过“老美”，我就跟他们讲“子曾经曰过”，然
后再把我想讲的东西跟他们讲一遍。

中庸之道，并非只是“中庸”，还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方向”，一定
要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

（本报记者赵广立整理）

编者的话：

近日，在腾讯举办的首届 X-Talk上，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沈向洋以《科研七个坑，我的
“求之不得”职业生涯之感悟》为题，分享了自己过去 30多年做科研的心得和体会。他“踩过的七个
坑”，可谓是给青年科研人员总结的 7条“生涯建议”。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孙玉荣：

新著作权法回应“科技之问”
■本报记者 王方

安徽师范大学等

发现双黑洞吞噬恒星
罕见天文现象

本报讯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舒新文研究小组与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科研人员合作，在
一个银河系外星系中发现一对互相绕转的超大质量双黑
洞吞噬恒星的罕见天文现象。这是天体物理学家迄今为止
在正常星系中发现的第二例超大质量双黑洞绕转系统。该
成果近日发表在《自然—通讯》。

黑洞是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天体，具有独特的时空结
构，进入其视界面的所有物质包括光线都无法逃脱。当一
个恒星运动到太靠近黑洞的位置时会被其强大潮汐引力
撕裂瓦解，进而被黑洞吞噬，同时释放出短暂的剧烈电磁
波辐射，这被称为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经过 30多年研
究，天文学家仅在少数几个活动的星系中找到超大质量双
黑洞，而能够捕捉到这种天文现象极为罕见。

舒新文研究小组通过分析卫星观测资料，在一个距离地
球约 26亿光年之遥的星系中，成功发现双黑洞吞噬恒星的
观测证据。舒新文表示，如何寻找和探测超大质量双黑洞系
统是当今物理学和天文学最重要的前沿问题之一。超大质量
双黑洞系统的探测和研究对揭示宇宙中最早期巨型黑洞的
成长机制、宇宙引力波现象的产生和变化规律，乃至对宇宙
及其基本物理规律的探索都有重要的意义。 （桂运安）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

揭示北大西洋温盐
与环流非同步变化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侯瑶）中科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春在团队成
员付垚，联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德国基尔亥姆霍兹海
洋研究中心科学家，研究揭示北大西洋温盐与海洋环流间
并非同步变化。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海洋作为气候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大尺
度海洋环流在全球热量、淡水平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那么，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环流是否已经发生显著
改变、海洋垂直结构变化是否与海洋环流变化同步？

研究人员应用观测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
结果表明，虽然北大西洋海水特性在年代际尺度上发生了
显著改变，但经向翻转流强度自 1990年代以来保持稳定。
此结果说明北大西洋水文特性与海洋环流强度并非同步
变化。

据介绍，大西洋经向翻转流（AMOC）是全球海洋环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温暖的北向上层流系及寒
冷的南向深层流系组成，其循环过程伴随大量的南北半球
间热量、淡水再分配，对全球气候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研究综合分析了 1990年至今的北大西洋水文特性
变化及 AMOC状态。结果显示，在过去近 30年中，不仅北
大西洋上层海水（0~2000米）特性发生了显著年代际变化，
而且 2000米以下的深层海水温度、盐度也在近 10年显著
增加。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AMOC强度在年代际
时间尺度上保持稳定，这表明 AMOC强度与北大西洋海
水水文特性并非同步，明显不同于传统观点。

相关论文信息：

浙江大学

找到调控神经性疼痛
的臂旁核微环路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
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研究团队揭示了臂
旁核局部神经环路门控神经性疼痛。相关成果 11 月 25
日刊登于《自然—通讯》。该研究不仅对深入理解神经痛
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神经痛的临床干预提供重
要的新靶点。
位于脑桥的外侧臂旁核（LPBN）被认为是脊髓向脑

内传送疼痛信息的中继站，其中向脑内杏仁核传送的信
息引起疼痛的情绪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 LPBN在传递
疼痛信息的同时，还对疼痛信息具有主动的调控作用。”
段树民说。

研究人员通过腓总神经（CPN）结扎构建神经病理性
疼痛模型后，LPBN脑区兴奋性神经元大量激活，而抑制性
神经元并未出现这种明显的激活。他们通过向标记兴奋性
神经元的工具小鼠的 LPBN脑区注射钙离子指示剂，利用
光纤钙成像技术发现其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被大量激活。
这些结果表明 LPBN脑区兴奋性神经元可能编码神经疼
痛的关键信息。

为了进一步确定 LPBN脑区兴奋性神经元的作用，研
究人员用光遗传学技术激活 LPBN脑区兴奋性神经元，结
果引起机械性痛觉超敏，具体表现为在热刺激实验中小鼠
缩足反射的潜伏时间减少，而在神经疼痛模型中，光抑制
该脑区兴奋性神经元后能够有效缓解疼痛症状。

研究人员还利用病毒工具揭示了 LPBN脑区抑制性
神经元与该脑区兴奋性神经元的直接突触连接。随后电生
理实验证实了局部抑制性神经元可以抑制兴奋性神经元
活性，表明在 LPBN脑区存在局部的神经微环路调控神经
源性疼痛信息。

该研究成果揭示了 LPBN脑区不仅是将伤害性信号
从脊髓传递到更高级中枢的中继站，而且还积极参与神经
病理性疼痛的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11 月 28 日，北
京市海淀公园，百度
公司研发的阿波龙
自动驾驶微循环电
动巴士现身，引得游
园群众驻足观看。

视觉中国供图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茅台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与中国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茅
台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双方
决定共建“贵州茅台集团—大连化物所现代
分析检测协同创新中心”。

大连化物所表示，将充分发挥在分析、
检测、先进装备研制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围
绕茅台酒全产业链的质量控制体系流程，与
贵州茅台集团开展全面深入的技术、人才、
平台合作。 （刘万生 孙亮）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
促进大会专题论坛举办

本报讯近日，2020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
进大会“健康世界，共筑未来”专题论坛在京举
办。与会嘉宾围绕“疫情之下人类健康的新变
革”和“科学技术推进健康世界发展”进行对
话，探讨了新冠疫情中科学防疫的作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医疗工作如何保障、人工智能等
未来科学如何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等问题。

据悉，11月 18日至 12月 7日，2020世界
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的 5个专题论坛陆续
开展，持续聚焦不同领域中的公众科学素质建
设。12月 8日，2020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
会将在北京举办。 （高雅丽）

第四届全国集群智能与
协同控制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近日，第四届全国集群智能与协
同控制大会在京召开，旨在推动业内优势单
位与专家群体的合作，促进领域内需求牵引
与技术进步。

专家指出，相关科研院所、企业、高校应该
携手合作，协同产学研用各个环节，共同构建
创新联合体，持之以恒地营造联合开放、共享
共赢的 AI创新生态圈，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
活动，营造良好的智能体系创新的学术环境。
此次会议由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主办。（陆琦）

上交大医学院浦东校区工程开工

本报讯 11月 29日，上海交通大学（简称
上交大）医学院浦东校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据悉，该校区以“海纳百川、中西融合”
的人文理念规划设计，融合网络化、平台化、
模块化等创新理念，构筑未来校园。一期建
成后招生规模约 9000人，包含医学科研集
群、实验动物中心、生命科学馆、学术交流中
心等。 （黄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