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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著作权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著作权一般原理与基本制度， 掌握著作权法的概念、体系。

2、重点掌握著作权取得的条件、权利内容与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

3、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我国著作权的基本理论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培

养学生运用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根据法律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引导案例】

2010 年底中国知识产权人起诉日本电视台侵权播放中国电视剧一案启动赔偿诉讼程

序。证据显示，在日本电视台播放的涉嫌无授权中国电视剧多达 500 部，总数达到近 9000

集，包括《还珠格格》、《激情燃烧的岁月》、《永不瞑目》、《武林外传》等多部国内热播的电

视剧。

说到知识产权诉讼，我们往往听到的是外国知识产权人针对国内的知识产权诉讼，而很

少听说国内针对国外个人或者组织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诉讼。因此，作为中国对日发起知

识产权诉讼的第一起案件，此举无疑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以往，我们遇到国外的侵权行为，往往置之不理或者担心成本高不去起诉，要么在不了

解对方法律的情形下仓促诉讼，这样往往使得自己吃亏。这次，面对日本电视台的侵权行为，

国内的知识产权人积极起诉，可以说赢得了主动和初步的胜利。

这次诉讼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进一步唤醒了到国外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国外的商家到中

国诉讼、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的案例多，并不表明国外的商家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事件少。

以商标权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内地至少有 15%的企业商标在境外遭到抢注,如云南

“红塔山”在菲律宾被抢注、北京“同仁堂”在日本被抢注。去年，天津狗不理集团经过多

方努力，终于让日本大荣株式会社主动放弃了 12 年前抢注的“狗不理”商标。相信此次中

国知识产权人对日本电视台的诉讼具有双重效应，首先会让外国的侵权者警醒，不敢随意侵

犯中国的知识产权，其次也从另一方面增强国人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著作权法

一、著作权、著作权法的概念

著作权，亦称版权，是指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

各项专有权利。著作权是著作权人基于特定作品的人身权和全面支配该作品并享受其利益的

财产权的结合体，其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著作权法则是指调整著作权法律关系以及相关权益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

【案例】

甲曾委托乙创作一剧本，乙碍于老朋友的情面答应为其创作，但双方

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也未作任何明确的口头约定。乙按时完成并送甲阅稿，

甲看后让乙再作修改。后甲因事出国公干，乙修改后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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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甲归国后知悉此事，提出著作权属于自己。

问：依法律规定，此剧本的著作权应为何人享有？

二、著作权的客体及种类

著作权的客体，是指著作权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指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 3 条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所

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

成果。作品一般应具备的以下条件:

1、作品是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智力创造成果。作品或是作者体系化认知思想的体

现，或是作者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的体现；但无论是思想或是情感，作为作品的内容都必

须符合社会公众利益和法律的规定，否则法律不会给予保护。

2、作品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加以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必须是能够以一定的

物质形式表现或固定下来，是他人可以据此认知和感知的思想和情感。只有这样才能供人识

别和利用，法律才能加以保护，纯粹的思想无从加以保护。但应注意将作品与作品载体应区

别开来。作品是反映作者特定思想观点或情感、内容的智力劳动成果，其通过一定的客观表

达形式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感知。而作品载体是指用以固定和传播作品的物体，如图书、绘

画、雕刻，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这些物质形式本身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只能作为物

权法保护的对象。

3、作品必须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作者独立构思、独立创作完成的。作品需具

有独创性是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主体的权利的必然要求，如著作权法保护欠缺独创性的作

品，则著作权法根本无从实现它的立法目的。因此独创性是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但需要注意

的是独立创造的两个作者可能会同时完成思想、情感内容大致相同的作品，只要不是抄袭剽

窃，两部作品都可以受到法律保护。

4、作品应具有可复制性。这是指作品可以通过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

翻录、翻拍等方式和手段制作多份，并为人们所利用。而思想和情感可为任何人认知和感知

的特点，决定了作品可为任何人复制的可能性，基于此法律必须明确规定作品的复制权只能

属于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

知识小链接：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1）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2）

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

其官方正式译文；（3）时事新闻，即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

单纯事实消息；（4）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二、著作权的主体及种类

著作权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依法享受著作权权利的一方称为著

作权主体，即著作权人。依法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主体，是指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以外

的人。根据《著作权法》第 9 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1)作者。(2)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

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作者

作者即创作作品的人，其是凭借作品创作者的身份而直接享有著作权的人，是原始著

作权主体，也是最主要的著作权主体。我国著作权法认为，不但自然人可依法成为作者，法

人和非法人单位也可依法成为作者。根据《著作权法》第 2 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作者包括以下几类：

1、自然人作者，包括公民作者和外国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创作

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外国人作者是指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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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其作者可

以自然地享有著作权，成为我国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主体。

2、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作者。根据《著作权法》第 11 条的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

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

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总之，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

单位为作者。这里必须 “非法人单位”，是指不具备法人条件，经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经

济组织或者组成法人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二）特定情形下著作权主体的确认

在特定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其作者身份的认定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著作权

的归属须依法律来界定。根据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节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主体。演绎作品虽然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仍然是

再创作作者创造性智力劳动的成果，因而完成演绎行为的演绎作品的作者依法可享有独立的

著作权。但演绎者在使用原作品时，须经原作者许可，不得侵权，且不得阻止其他人对同一

已有作品进行注释、整理。

2、合作作品的著作权主体。合作作品的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对合作作品没有

付出实质性创作劳动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此外，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

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当合

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作者对著作权的应当共同行使，但如果不能协商一致时，任

何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止他方行使。

3、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主体。编辑作品是指根据特定要求对若干已出版发表或已完成的

作品进行选择、汇集和编排而产生且体现了汇编人独创性的的作品。例如报纸、文摘、选集

等。编辑作品的著作权归编辑人享有，但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

品的著作权。且编辑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4、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主体。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影

等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制作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制片者享有。电影、

电视、录像作品中剧本、音乐、美术、摄影等作品可以单独使用的，则这些作品的作者，有

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制片者不得损害或影响其权利。

5、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主体。一般情况下，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自然人作者享有，但法

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有权在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且作品完成 2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

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如果在作品完成 2 年内，单位在其业务

范围内不使用，作者可以要求单位同意由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单位无正当

理由不得拒绝。第三人使用其职务作品后作者所获报酬，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分配。

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作者对职务作品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

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可以给予作者奖励。著作权法规定的特定情况主

要有两种：一是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

民他字第 21 号的批复，由别人代为起草而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会议讲话作品其著作权（版权）

应归个人所有。

6、委托作品的著作权主体。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的主体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

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7、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的著作权主体。由作品原件的合法持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

著作权。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行使著作权。

8、自然人作为著作权主体在其死亡后的著作权主体的确认。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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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在公民死亡后可由其继承人继承。著作权主体还可通过遗赠，将著作

财产权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上述得到著作财产权的人即成为著作

权主体。但应注意因继承取得的著作权，只是其财产权的部分，著作人身权依法不能继承。

但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保护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并有权对侵犯作者著作人身权的行

为提起诉讼。

9、作为著作权主体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变更、终止后著作权主体的确认。著作权属于

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在该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变更或终止后，其作品的著作财产权，由变更

后或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享有，成为著作权的主体。

10、依法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可以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

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1）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

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2）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3）向权利人转付使用

费； （4）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

11、国家因法律规定成为著作权主体。国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著作权主体。

如接受赠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著作权归国家所有或者法律直接规定某些特殊作品的

著作权归国家所有，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国家。以及因作为著作权主体的法人

或非法人单位变更、终止后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由国家享有该著作

权。国家享有的著作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代表国家行使。

三、著作权的内容和限制

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的规定，确认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

产权两方面的内容。

（一）著作人身权

著作人身权，亦称精神权利，是指作者基于创作活动而产生的与其人身利益紧密联系

的权利。该权利为作者终生享有，一般不可转让和不可剥夺，也没有时间限制。总的来说包

括有身份权和人格权两大类，具体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种。

1、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以一定方式公之于众的权利。一般包括作者可以决定是否

发表、以何种方式发表以及发表的时间和地点等。发表权作为著作人身权的重要内容，往往

是产生和行使著作财产权的基础。

2、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的内容，包含了作者有权

决定是否署名、以及署何种名称的权利。并且有权禁止未参加作品创作的人在作品上署名以

及使用其作品必须尊重其署名的权利，即一般情形下应在作品上标示作者姓名，而不应假冒

或更换署名。

3、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修改权，必须是由作者本人来行使，

他人未经授权，不得擅自修改作品。在出版行业中，报社、杂志社可以对作品做文字性修改、

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4、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是指未经作者同意，任何人

不得对作品进行删节、改动、篡改，破坏其作品内容的完整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

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

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

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著作权管理

工作。

（二）著作财产权

著作财产权是指作者自己使用或许可他人采取一定方式使用其作品而获取报酬的权

利。该权利与作者人身可分离，著作权主体可授权他人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即该权利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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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继承，并且法律上对著作财产权明确规定一定的保护期限，超过保护期，任何人都可以自

由的使用作者的作品。依照法律，著作权主体可以以下方式行使著作财产权：

1、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

或者多份的权利。

2、表演权，是指以演奏乐曲、上演剧本、朗诵诗词等直接或者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

表情、动作公开再现作品的权利；具体包括决定是否将作品表演以何种方式表演以及是否亲

自表演的权利。因此，表演权就是指自己或授权他人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以一定方式公开表演

作品的权利。

3、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

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

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其具体包括是否播放以及以何种媒介播放的权利。即著作权人有权禁止

或许可将作品通过播放形式进行传播。

4、展览权，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将自己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原件或复印件公开陈列

的权利。展览权是一种财产权，可通过展览享有经济权利。展览权与展览作品原件的产权关

系非常密切。我国《著作权法》第 18 条明确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

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除此之外，他人未经著作

权人的许可擅自展出作者的作品均构成侵权。

5、发行权，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

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发行权虽是著作权中的一项独立权利，但与复制权联系紧密。当他人

请求著作权人许可行使复制权时，双方往往也要就作品的发行问题进行协议。发行权的内容

包括作品发行的方式、范围以及有权选择发行者等权利。

6、摄制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权利，是指以拍摄电影或者类似的方式首次将作品固

定在一定的载体上的权利。但需要明确将表演或者景物机械地录制下来，不视为摄制电影、

电视、录像作品。

7、改编和翻译的权利。改编权是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

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翻译权是指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

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8、汇编权。编辑是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新

作品的权利；著作权人有权自己编辑作品，还可授权他人对作品进行编辑。

9、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10、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

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11、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

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等法律保护。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案例】周汝昌诉曹雪芹酒业有限公司案

周汝昌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家、书法家，他于 1993 年书写了“曹雪芹家

酒”书法作品。“曹雪芹家酒”原名浭酒，是由曹雪芹家族北京市酿酒

作坊沿革发展而来的，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唐山曹雪芹酒业有限公司生产酿造“曹

雪芹家酒”，并申请注册了“曹雪芹家酒”、“曹雪芹”商标。该公司在生产经营酒类产

品的过程中，未经授权，将周汝昌书写的书法作品作为其酿造的酒类产品的名称用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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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及广告宣传中，并且对其书法作品进行了截取性使用。周汝昌以其著作权被侵害为

由将唐山曹雪芹酒业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其停止侵犯书法作

品著作权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由于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 100 万元。

问： 1、书法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2、唐山曹雪芹酒业公司是否侵权？侵害了什么权？

（三）著作权的限制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

共利益。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3条的规定，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也不受法律保护。即对著作权的行使是依法受到限制的。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

规定，对著作权的限制主要有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三种情况：

1、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著作权人以外的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无偿

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

2、法定许可，一般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著作权人以外的人可不必经著作权人的同意，

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但应当按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

3、强制许可，是指在他人有正当理由有必要使用作者已发表作品时，由著作权主管机

关根据该使用人的申请，特许其使用他人作品并支付报酬的法律制度。

【案例】

某歌厅购买了若干正版卡拉 OK 光盘后，未经任何人的许可，直接将

该光盘用于其经营活动。

问：对该歌厅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四、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就是禁止非著作权人侵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的行为，否则责令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非著作权人是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是指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以

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单位。其权利是可以依法合理有偿或无偿的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

其义务就是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即不为法律禁止的侵权行为。

首先，根据著作权法第 46 条的规定，义务人应不为以下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5、剽窃他人作品的；

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

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7、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

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

的除外；

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11、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其次，根据《著作权法》第 47 条的规定，非著作权或非相关权利人不得有下列侵犯著

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相关权益的行为：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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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3、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4、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

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5、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6、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

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7、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

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8、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另外，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

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

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

作者甲将其创作的一部小说交乙出版社出版，但双方始终未签订出

版合同。事后，该作者又与丙出版社签订了专有出版合同，将此书交丙

出版。现乙对丙提出异议。本案依法应如何认定？

五、邻接权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邻接权是指为保护表演者或演奏者、录音制作者或广

播组织在其公开使用作者作品、各类艺术表演或向公众播送时事、信息及在声音或图像有关

的活动方面应得的利益如而给予的权利，邻接权也被称为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

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中，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

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

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这一概念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在范围上，我国增加

了“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这样，在我国邻接权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由出版者、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电台、电视台依法享有的权利。

（一）图书、报刊的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及相关问题

出版者依据出版合同享有的权利

1、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

付报酬。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

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

出版者的义务

1、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2、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

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有关侵权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3、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

的，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

4、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



9

5、出版者将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丢失、毁损致使出版合同不能履行的，追究出版

者违约或侵权的民事责任。

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内容

1、邻接权的内容。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2、保护期限。邻接权的保护期为十年，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

后第十年的 12 月 31 日。

（二）表演者享有的邻接权及相关问题

表演应该获得的许可

1、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

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2、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应当取得改编、翻

译、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表演者享有的邻接权内容

1、精神权利。（1）表明表演者身份；（2）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2、财产权利。（1）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酬；（2）许

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3）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

得报酬；（4）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被许可人在以上述规定的四种保护财产权的方式使用作品时，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

许可，并支付报酬。

保护期限

1、表演者所享有的精神权利，在受保护的期限上没有时间限制，也就是说应该永远受到

保护。

2、对于财权权利则有时间限制，在我国只保护五十年，截止于该表演发生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对邻接权行使的限制

表演者在依法行使自己邻接权中的财产权时，如果表演的是他人的作品，则还应当取

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表演的保护

1、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的表演，受著作权法保护。

2、外国人、无国籍人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

【案例】

1996年 4月 23日，歌唱演员孙某去作曲家钱某家作客，得知钱某当

天刚创作完成歌曲《母亲》，便提出试唱一遍，钱某欣然同意。孙某领悟

能力极强，试唱效果甚佳，孙某、钱某皆满意。孙某提出是否可专由他演

唱此歌，钱某答复以后再说。孙某于几天后，一次义演上即演唱此歌，并

称此歌是由其新创作的歌曲。孙某对该歌曲的演唱引起轰动。第三天其电

视台即邀孙某在庆“五?一”文艺晚会上演唱此歌，孙某得酬金 500元。

此事钱某得知即起诉法院，诉孙某侵权。

请就此案，回答如下问题：

（1）歌曲《母亲》的著作权归谁？

（2）孙某义演歌曲《母亲》的行为是否侵权？为什么？

（3）孙某对其演唱的歌曲《母亲》是否享有表演者权，为什么？

（4）孙某在庆“五?一”文艺晚会上演唱《母亲》的行为是否侵权？为什么？如属侵权行为，

侵犯了谁的何种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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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的邻接权及相关问题

录音录像应该获得的许可

1、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

报酬。

2、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

编、翻译、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3、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

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4、著作权人声明不得对其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应当在该作品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时

声明。

5、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同表演者订立合同，并支付报酬。

邻接权的内容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对邻接权的限制

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

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

邻接权的保护期

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保护

1、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制作、发行的录音制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2、外国人、无国籍人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制作、发行的录音制品享有的权利，

受著作权法保护。

【案例】馒头案

2005 年 12 月 18 日，胡戈决定改编《无极》，10 天后，《一个馒头

引发的血案》制作完成。2006 年年初，这部小片在网络上蹿红，2006
年 2 月 12 日，陈凯歌称已起诉胡戈。之后，胡戈和“馒头”的名字迅速成为国内娱乐圈的

最热门话题。2006 年 2 月 15 日，胡戈正式向陈凯歌道歉，胡戈承认和《无极》方律师

有过接触，但双方意见没有取得一致。胡戈的底线是：可以道歉，但不承认侵权。

问：胡戈的行为是否为侵权行为？

（四） 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邻接权及相关问题

播放前应该获得的许可

1、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未发表的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2、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

酬。

3、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

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4、电视台播放他人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录像制品，应当

取得制片者或者录像制作者许可，并支付报酬；播放他人的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

许可，并支付报酬。

邻接权的内容

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1、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http://ent.qq.com/zt/2005/promise/index.htm


11

2、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

邻接权的保护期

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对外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保护

外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

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

对邻接权的一般规定

1、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行使权利，不得损害被使用

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

2、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自使用该作品之日起 2 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3、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行使权利，如有违反法律或

侵权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

王某的短篇小说《活在都市》被程某改编成剧本，由甲剧团以话剧

的方式演出，该话剧被乙公司录像并制作成光盘发售。

问：该事例中包含哪些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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