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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界定，版权
产业是指版权可发挥显著作用的产业，是
国民经济中与版权相关的诸多产业部门的
集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
说，“这些产业部门的共同特点是，以版权
制度为存在基础，其发展与版权保护息息
相关。”他表示，现在我国版权产业面临两
大机遇和挑战，即版权保护和版权运营。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位媒体
朋友发出贴图，说是某微信公众账号复制
了他们原创文章中的导语，格式用的都一
样。这也引发其他媒体人的同感共鸣，多
人表示“文章被摘、被抄都不是一两次了”。

这件事令人联想起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此前发表的一个版权声明，称该集团下属
各报刊网和平台享有的版权内容,仅限在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系列媒体上作为第
一网络平台发布。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
合理使用的范畴外,未经集团书面授权许
可,其他任何网站都无权使用。

“传统媒体这样的声明，可能一定程度
上会减少侵权的发生。但在具体的诉讼环
节却会牵扯大量时间和精力，仍需要通过
法律调整维护好两个不同渠道的媒体利
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庭长张晓津说。

不仅在传媒业，出版、影视、动漫、游
戏、软件等许多行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
题。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构建的信息数
据“大河”里，版权就像“鱼”。每个参与“冲
浪”的人获取信息，就是捕鱼、吃鱼的过
程。随着互联时代网络互动性、开放性的
增强，人们随时可能通过创新、创作拥有版
权，从“食客”变为“养鱼者”。

“老是白吃别人的‘鱼’没感觉，等自己
辛辛苦苦养大的鱼被别人捞走就知道心疼
了。”媒体从业者王怡说，“营造尊重、保护
版权的大环境，知易行难，却利在长远，是
各界必须共同出力的事情。”

“守住鱼” 维护版权权益

“养活鱼” 打造产业链条

这边是琼瑶告编剧于正抄袭，那边是《舌尖上的中国Ⅱ》热播热卖，版权

的保护和开发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版权版权““活鱼活鱼””要守更要放要守更要放
本报记者 金 晶

本版编辑 佘 颖

为集中展示版权执法相关部门查处侵权盗
版案件的工作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
导作用，进一步提升版权执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国家版权局日前公布了“2013 年度打击侵权盗版
十大案件”，其中包括：快播公司、百度公司侵犯影
视作品著作权案，江苏扬州“动漫屋”网站侵犯动
漫作品著作权案，浙江杭州“爆米花”网站侵犯影
视作品著作权案，湖南长沙好乐迪音乐娱乐广场
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案，山东青岛正大有限公司
侵犯软件著作权案，安徽滕某某等侵犯网络游戏
著作权案，上海特大销售盗版教材案，江苏南京

“6·04”特大批销侵权盗版光盘案，山东章丘非法
印刷发行图书系列案和天津“9·05”非法印刷发
行图书案。

据介绍，这 10 大案件涉及江苏、浙江、湖南、
山东、安徽、上海、天津等 7 个省市，版权行政处罚
案件和刑事案件各 5 件。其中，行政处罚案件分
别为网络影视、网络动漫、网络音乐、KTV 歌曲和
软件领域侵权盗版案件；刑事案件分别为网络游
戏、教材、音像制品、图书领域侵权盗版案件，涵盖
了侵犯著作权案件的不同类型，对各地版权相关
执法部门办案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和指导作用。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包括我国在内

的40多个国家开展了版权产业经济贡献的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版权制度在社会价

值之外，对经济的贡献也很大，在很多国

家，版权产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 GDP 的

增长速度。

关于版权法对于经济的影响，经济学

家与法学家们早有专业的研究与分析。他

们发现，尽管创造一部诸如书籍、电影、歌

曲、绘画、计算机软件等受保护作品的费用

常常很高，但复制这一作品的费用却常常

很低。版权法也正以此——激励创作与促

进使用之间的平衡为核心，发挥着作用。

在当今社会，随着数字技术与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作品的传播途径更加方便快

捷，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广泛，版权法也面临

更大的挑战：作品一经发表,任何传播者、消

费者都能不经权利人授权而轻而易举地获

得；而使用者通过所谓合法途径获得量大

面广的权利人点对授权，又难乎其难。

因此,要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一方面

要加强版权保护,有效遏制侵权盗版行为,

激励创作者的积极性，催生出更多更好的

作品，使其成为版权产业发展的“源头活

水”；另一方面要改进著作权授权机制，保

障传播者便捷、有效地获得授权，促进优秀

作品的传播与运用。

近几年，我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一

直保持快速平稳增长态势，行业增加值、就

业人数、出口额都连年递增，其中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我国版权法律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入了《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国际互联网公

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著作权

法》修正案；国务院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

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制定

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多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制定了有关版权保护的地方法

规、政府规章，从而为我国版权产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当然，版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

而就的，不仅当前要直面数字网络技术的

严峻挑战，未来也要面对社会、技术进步带

来的创作与传播环境的不断改变。因而，

2012 年，我国启动了《著作权法》的第三次

修订。近日又传来一个好消息，4 月 24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了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加入这一国际条

约，对于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促进相

关产业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版权工作“十二五”规划》，“十二

五”时期，我国版权法律和政策体系将更加

完备，版权监管体制和机制将更为健全。

我们相信，随着版权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

步改善，版权产业一定会在我国经济发展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政策法
规研究所所长）

用法律政策护航版权产业发展
赵 冰

本报讯 记者李丹报道：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日前发布的中国版权产业经济贡献调查数据显
示，2011 年我国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为 31528.98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 GDP 的 6.67%，比 2010 年增
加 5158.72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 19.56%。其中，
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 17161.81 亿元人民币，占全
国 GDP 的 3.63%，比 2010 年增加 3020.77 亿元人
民币，增长率为 21.36%。

2011 年 ，我 国 版 权 产 业 的 就 业 人 数 为
1178.62 万 人 ，占 全 国 城 镇 单 位 就 业 人 数 的
8.18%，比 2010 年增加 137.08 万人。其中，核心
版权产业 587.03 万人，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
的 4.07%，比 2010年增加 52.24万人。

此外，2011 年我国版权产业海关统计商品出
口额为 2859.62 亿美元，占全国海关统计商品出
口总额的 15.06%，比 2010 年增加 196.66 亿美
元。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海关统计商品出口额为
53.27 亿美元，占全国海关统计商品出口总额的
0.28%，比 2010 年增加 11.37 亿美元。相互依存
的版权产业海关统计商品出口额为 2586.41 亿美
元，占全国海关统计商品出口总额的 13.62%;部
分版权产业海关统计商品出口额为 219.93 亿美
元，占全国海关统计商品出口总额的 1.16%。

我国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已

占全国GDP的6.67%——

核心版权产业

竞争力不断提高
版权产业这条“鱼”，“守得住”更要“养

得活”。
日前，湖南卫视推出了一档明星自助

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这档节目只在
湖南卫视旗下芒果 TV 独播，并不在其他
视频网站播出。这一举动，也被业内看作
湖南卫视“独播战略”的正式启动。要知
道，一个月前播出的《我是歌手》第二季，湖
南卫视将其网络独播权卖给乐视网，还卖
出了 5000万元。

虽然这次“自断财路”损失了部分网络
版权收入，但不难看出湖南卫视在对“互联
时代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思考中，更
加肯定了前者，选择将版权运营的主动权
掌握在手中。

中央电视台也在今年 2 月确定了“一
鱼多吃”的版权战略，提出加强版权资产的
经营开发，以品牌节目、栏目带动版权的综
合利用，形成充满活力的版权产业链，使版
权产业成为创收的重要支柱和新增长点。

央视对于版权的开发利用，除了将结
合广告创收、电视播出、新媒体利用、出版
发行等进行统筹考虑外，还将在授权开发
权限内，探索图书出版、演艺经纪、衍生品
开发等版权全产业链经营，通过“一鱼多

吃”提高版权经营收入。
以强化版权运营为目标，央视近期在

版权的引进、输出方面动作频频。美剧
《冰与火之歌：权利的游戏》在中数传媒付
费频道“CCTV 第一剧场”开播，引发众人
热议。在 2013 年的亚洲电视节和 2014
年的戛纳电视节等多个重要国际影视节
展中，《舌尖上的中国Ⅱ》备受国际买家的
青睐，30 多家海外电视机构紧密跟进，一
度还出现一个国家的多家机构争购首播
权的现象，至今该片累计海外销售额已达
22 万美元。

在寻找市场竞合平衡点的过程中，各
大视频网站对版权资源同样看重，这从去
年年底延至今年的大规模“综艺独播潮”中
可见一斑。而除了与电视台合作购买内容
资源外，视频网站也提早几年加强了自制
剧的开发，如爱奇艺推出《灵魂摆渡》、《废
柴兄弟》，腾讯视频推出《探灵档案》，乐视
网推出《光环之后》等，上线后均受到网友
热捧，创下过亿级别点击量。

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曾表示，搜狐
视频 2014 年自制业务的投入将是 2013 年
的两倍。“国内观众观看自制剧的习惯已渐
渐成熟。”爱奇艺市场部副总裁陈剑锋说，

“投拍自制剧可以形成网站自身的版权资
源，将视频输出过程由后置转为前置。”

版权值多少

评估作参考

本报记者 金 晶

听，古镇琴音

5 月 4 日，“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密云县古

北水镇专场演出”在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日月岛

广场举行。图为我国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参加演

出，带给现场观众一场高雅的音乐盛宴。

吕 吉摄 （新华社发）

快播公司、百度公司、“爆米

花”网站等涉案——

2013年度打击侵权

盗版十大案件公布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今年 3 月以来，作为文化与金融
合作“瓶颈”的评估环节，多次进入
政策视野。国务院《推进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
干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完善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
系”；文化部《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
合作的意见》中强调，要“推动文化产
业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加强著作
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文化类无形资
产的评估、登记、托管、流转服务”；国
务院办公厅下发的《进一步支持文化
企业发展的规定》中提出，要“研究制
定知识产权、文化品牌等无形资产的
评估、质押、登记、托管、投资、流转和
变现等办法，完善无形资产和收益权
抵(质)押权登记公示制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张广良认为，对无形资产
的评估，包括对著作权的评估，面临
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它的评估价值
和真正的使用价值相接近。“这需要
相当多的实践经验和积累。”

“对此，人大版权贸易基地版权
评估中心做过一些创新。”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办公室副主
任李方丽说，如帮助一家影视制作机
构以 11 部电视剧打包质押的形式获
得北京银行 1 亿元贷款，该业务也成
为 国 内 第 一 笔 纯 版 权 质 押 业 务 。
2013 年，该影视机构在项目进展顺
利、贷款信用良好的基础上，再次以 5
部电视剧打包质押的形式获得北京
银行的贷款。除在影视行业深入开
展版权资产评估业务外，人大版贸基
地还在体育赛事转播权、计算机软
件、网络游戏及文艺演出节目的版权
价值评估方面作出了探索。

“目前，产业界关注版权资产的
评估问题，除了关注版权质押融资时
的价值确定外，还关注版权交易时的
价值确定。”李方丽说，在涉及版权交
易价值的确定时，要和版权交易价格
的确定区分开来，版权交易价格的确
定，依靠的往往是行业惯例和从业经
验，版权价值的评估则是遵循一定的
评估程序、运用特定的评估方法、利
用一定的市场交易数据进行的价值
判断。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以交易为目
的的版权价值评估，人大版权贸易基
地建立了版权交易数据库，并于近日
完成版权在线批量评估系统。

在线批量评估系统针对电影、电
视剧、软件、音乐、文字、游戏、动漫 7
类作品的版权特征，以海量市场数据
为基础，采用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
基本原理，通过确定版权的价值影响
因素及相关参数，构建版权评估模
型，实现专业化、智能化评估。系统
的建立，不仅将为文化企业进行版权
交易，而且将为国家管理部门进行版
权资产的清查摸底提供价值依据。
同时，该系统目前是国内外惟一一套
版权价值的在线评估系统，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意义。

4 月 27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一家书城内，中卫市文化稽

查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检查市场上

出售的各类图书。

在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后，

区中卫市开展为期一周的文化市

场集中整治行动，对制售盗版出版

物和音像制品的行为进行查处，保

护正版文化制品，并向市内各大书

城和音像制品店发放“绿色书签”，

共同承诺“打击盗版 保护正版”。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由央视出品的《舌尖上的中国Ⅱ》纪录

片，除了在电视台播出，也进行了海外输

出、视频网站播出等版权运营。图为该片

海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