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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4 年
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展
望 2024，版权领域也必将出现新变化，实现
新作为。

高质量发展是共识

2024年，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将
会通过发展版权产业来拉动消费，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增多，国内经济发展存在
困难，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走出困境。要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新的一年，我国将通过消费、投资和出口
拉动经济。其中，服务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十分显著，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娱乐领
域。版权产业在性质上属于服务消费行业，在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健全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都在 7%以上，在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和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就具体城市而言，上海、广州、长沙、成都等
近年来的版权产业增加值占本地GDP的比重
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 2021—2022
年的版权产业增加值达 4294.04 亿元，占全市
GDP比重的9.84%，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由上可知，版权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随着国家对版
权产业的重视，一些城市强化版权保护，极大
地激发了城市的创新活力，如江苏南通纺织
业、福建德化陶瓷业、江苏吴江丝绸业、景德
镇陶瓷业都通过版权保护得到了快速发展，有
效地推进了版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促进了区
域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并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
范点，这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
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讲好中国版权故事的
优秀案例。2024 年，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
将会通过发展版权产业来拉动消费，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是关键

2024年将会出现大量借助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创作的作品，也将成为未来理
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随着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元宇宙
产业、NFT产业、网络直播产业、电竞产业等新
兴产业，这些产业在2024年将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的推广应用，2024年将会出现大量
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作
品，也可能会引起越来越多的版
权法律纠纷。

如何根据新技术发展趋
势对《著作权法》的规定进
行完善，将是未来理论界
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法
律问题。

立法体系将更健全

2024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
管理条例》的修改工作，主要针对著作权
的客体、主体、权利内容、权利限制、邻
接权、权利保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
监管等制度进行完善。

为加强版权保护，为版权产业的发展保驾
护航，我国《著作权法》于2020年进行了第
三次修订，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技术发展和
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但是，《著作权法》的
一些条文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操作，亟须制定
配套法规予以补充。

为此，近年来国家版权局积极推进《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
条例》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
等配套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修改完善版权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版权行政执法指导制度
建设，研究制定新领域新业态版权保护政策措
施。但是，由于实践情况非常复杂，立法难度大，

《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尚未制定或修改完毕。
因此，2024 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
例》的修改工作，主要针对著作权的客体、主体、
权利内容、权利限制、邻接权、权利保护、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等制度进行完善。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当加
快制定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
例》，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及利
用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此外，针对人工智能、
元宇宙、NFT产业、网络直播、电竞等新领
域新业态中的版权保护问题，应当及时制定相
关的版权保护政策措施。

社会服务体系将更完善

2024年，我国将继续完善著作权登
记体制机制，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著作权
登记体系，进一步规范著作权登记工作，
提升著作权登记的质量，逐步实现著作权
登记在线办理。

近年来，版权交易日益活跃，版权保护任
务越来越繁重，必须结合版权社会化特点，调
动各种积极因素来完善版权社会服务体系，打

造政府主导、媒体配合、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
高质量版权社会服务体系。2023 年，国家版
权局大力完善著作权登记体系，全国著作权质
权登记信息实现统一查询，对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加强指导和监管，大力开展全国版权示范
创建工作，完善全国版权展会授权交易体系，
指导全国版权交易中心（贸易基地）专业化建
设，规范版权评估、版权交易、版权融资、监
测维权、版权咨询等活动，为版权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效支持。

2024 年，我国将继续完善著作权登记体
制机制，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著作权登记体
系，进一步规范著作权登记工作，提升著作
权登记的质量，逐步实现著作权登记在线办
理。要健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加强对著
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特别是完善著作
权集体管理中作品使用费的收取与转付制
度。要提升版权社会组织服务水平，充分发
挥各级各类版权协会、版权保护中心、版权
交易中心、版权服务站、行业版权联盟、版
权代理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在版权
社会服务中的作用。

版权执法水平持续提升

不断提升版权执法的质量、效率、公
信力，充分发挥法治在版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直播、电商
平台、手机APP、游戏直播、网络影院等领域
的版权侵权问题层出不穷。期待在 2024 年，
我国版权主管部门坚持全面版权保护，强化版
权全链条保护，持续强化对电影、文献数据
库、短视频和网络文学、NFT数字藏品、“剧
本杀”等侵权盗版行为重点领域的版权专项整
治工作，积极开展各类版权保护专项行动，推
动建立健康有序的版权传播秩序，营造良好的
版权保护环境。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将要举行，版权执法
部门要加强对奥运会版权的保护工作。在司
法领域，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利用区块链等新
技术提高审判质量，积极探索网络直播、手
机 APP、游戏直播、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版
权侵权案件的审判经验。与此同时，版权行
政执法部门还应加强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及
时解决版权纠纷。通过上述努力，不断提升
版权执法的质量、效率、公信力，充分发挥
法治在版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积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

2024年民间文艺领域版权工作将进
一步加强，逐步形成保护运用民间文艺版
权的创新做法。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于 2021
年在内蒙古、江苏、四川、贵州选定了4个省
级试点地区，2022 年在山西晋城、黑龙江佳
木斯、江苏扬州、安徽黄山、江西抚州、山东
潍坊、广东潮州、贵州毕节选定了8个市级试
点地区，2023 年选了北京东城、内蒙古呼和
浩特、浙江温州、山东菏泽、河南南阳、湖南
张家界、海南五指山、陕西延安、宁夏中卫、
新疆莎车等10个试点地区，民间文艺版权保
护和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在试点工作的带动下，相信 2024 年民
间文艺领域版权工作将进一步加强，逐步
形成保护运用民间文艺版权的创新做法。
各地将通过试点工作总结民间文艺版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经验，为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制
定提供实践支撑和依据，从而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为民间文艺版权全球
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

进一步增强版权产业国际运营能力，
利用多双边版权对话机制协调解决版权国
际贸易中的突出问题，推动构建国际性的
版权交易平台，开展版权海外风险防控工
作和海外维权工作，为版权产业走出去保
驾护航。

2023 年，国际版权交流逐渐恢复，我国
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提升了我国版权保护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2024 年，尽管地域冲突仍然存在，但全
球贸易链条将逐步修复，对外交往将进一步
扩大。在这一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年，
我国应当进一步推动版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进一步加强版权领域的多双边合作。深化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
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世
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等多边对话机制，
推动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保护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条约等国际版权规则和标准制定，
推动建立更加平衡有效的国际版权体系，进
一步提升版权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力深
化合作共赢的版权双边关系，加强与相关
国家版权领域的合作和对话，扩大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层次版权交流合
作。逐步健全版权国际贸易服务机制。进

一步增强版权产业国际运营能力，利用
多双边版权对话机制协调解决版权国

际贸易中的突出问题，推动构建国
际性的版权交易平台，开展版权

海外风险防控工作和海外维权
工作，为版权产业走出去保驾
护航。

（作者系国家版权局国
际 版 权 研 究 基 地 副 主
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2024：高质量发展，追梦正当时
□胡开忠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版权行业成就非凡、铸就荣光的一年。

承载机遇与挑战的2024年迎面而来，在新技术融合发展的新阶段，版权业发展也处在关键期。站在新征程新起

点上，中国版权将继续乘风破浪，书写新的精彩。新年新气象，《版权监管》周刊05—07版邀请业界、学界、司法界的专

家、学者畅谈版权行业将如何向着新征程奋勇前行，为版权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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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基础资源、创新的重

要体现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知识产权强国进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

越来越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