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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2024国际版权论坛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给创意产业
的各个环节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促
使我们高度关注它对于整个版权生态
系统的影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展合作部高级协调员谢琳·格雷斯说。

“在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既不能
无动于衷，也不能贸然行动。我认
为，不应动摇现有的著作权法制度框
架，而是要在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方面
寻求一定的空间。”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文澜资深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吴汉东分析道。

9月9日至10日，由中国国家版
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主办的 2024 国际版权论坛上，来自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领域的专
家学者代表就“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
中的应用：机遇与挑战”主题进行了
热烈讨论，他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还提出了各自的应对策略。

需要平衡包容的法律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对于音乐行业来
说并不是新生事物，作曲家其实早就
开始使用它来帮助自己创作音乐作
品。”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
（CISAC） 亚太区总裁吴铭枢在论坛
上介绍。随着 AI 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它对于版权产业繁荣发展的促进
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面对 AI 给版权产业带来的新机
遇，传统的著作权制度该如何应对
呢？黎巴嫩拉萨热斯大学副院长、教
授皮埃尔·埃尔·库里表示，传统的著
作权制度迄今为止还是难以跟上技术
进步的，目前全球法律界还没有得出
较为一致的答案，在面对挑战的同
时，也希望去构造与之适应的法律框
架，从而应对 AI 技术带来的一系列
版权问题，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获取
更多文化产品的需求。“我们期待设

想出更加平衡包容的著作权法律制
度，既能支持对于权利方的保护，也
能兼顾公共领域获取的需求，即重视
保护与使用的双重平衡作用。一个平
衡的著作权制度不仅让创作者们受
益，也会极大地促进创意创新的前进
步伐。”皮埃尔·埃尔·库里说。

“我想借用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
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们看到 AI 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
已经替代了人类，它可以效仿人类的
思维能力来进行内容生产。今年年初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
微短剧 《中国神话》 就是由 AI 全过
程制作的，包括剧本编写、视频拍
摄、舞美设计，乃至配乐和配音，可
以说是古老神话元素与现代 AI 技术
的完美结合。在新华社记者群体中出
现的‘快笔小新’，这个智能机器人
在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北京冬季奥运会
期间创作的新闻作品最多，达到
1000 多件。据我所知，杭州部分丝
绸公司过去人工设计的图样每年只有
几十件，如今通过 AI 设计一年可达

几万件……AI 为版权及相关产业带
来了可观的生产质量、规模和效益。
当然，‘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
们看到 AI 的飞跃式发展是革命性
的。如果对其不可控，它不仅会带来
技术风险，也会带来社会风险，因为
它涉及人类社会所关注的安全、秩
序、隐私与自由。对于著作权领域来
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著作权
法》的挑战和冲击会更加深刻。”吴
汉东分析道。

对此，英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
专员石桑陌表示，AI 对于创意产业
的影响巨大。目前，英国希望综合采
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善民生，同时为
经济文化的发展造福。

多方提出应对难题方案

面对人工智能给版权领域带来
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是如何应
对的呢？

英国是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发源
地。石桑陌在论坛上介绍了英国近年

来推出的一些措施。2020年9月英国
知识产权局首次就人工智能涉及的知
识产权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特别
就署名权和发明人权利征求了权利人
意见。此后于 2021 年又启动了第二
轮征求意见，包括计算机生成作品是
否应当继续受到保护，是否允许技术
公司进行文本和数据的挖掘等。虽然
在 2021 年征求意见时还没有出现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情况，但所涉及文本和数据挖掘是否
存在例外规定的调查结果，完全适用
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过程当中。英
国政府明确表示，除非获得许可，否
则复制受保护的数据材料将侵犯版
权。目前英国政府发起了一项倡议，
期待制定相关利益方都能够认可的法
律措施，以促进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更
好地构建。“今年4 月意大利出台了

《人工智能法》草案。2025年我们会
更加关注 AI 技术与著作权制度之间
的关系。”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法律专
员姚非说。

作为代表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228个创作者协会、超过400万
文 学 及 艺 术 创 作 者 的 国 际 组 织 ，

“CISAC建议各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措
施时应强调以下原则：如果是用作品
来进行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时，应通
过许可付酬机制来实现，还要遵守当
地法律规定。如果使用了而不付酬，
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会是一个威胁。另
外，需要人工智能训练的数据更加
透明。这是我们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
部分内容。”吴铭枢说。

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区域政
策和公共事务主管萨拉·泉·陈表
示，在 AI 语境下，采取著作权集体
管理许可和权利人直接许可的措施
都是非常重要的做法，同时也是立
竿见影的解决方案，更容易规制版
权生态环境。

面对AI：重视版权保护与使用双重平衡
□本报记者 赖名芳 文/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致力于
对知识产权的支持，希望创意产业能
够可持续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发展合作部高级协调员谢琳·格雷斯
在 2024 国际版权论坛作主题发言时
提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8
条，旨在进一步推动以发展为中心的
政策，支持卓有成效的活动，创造更
好的就业环境，激发企业家的创造
力，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帮助
它们更好地获得金融服务。

那么，创意产业在可持续发展中
有什么样的作用？版权在促进创意产
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
各国又该采取哪些版权保护措施来促
进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围绕这
些问题，与会嘉宾从不同国家的实际
情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创意产业呈现出前所未
有重要性

谢琳·格雷斯提到，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近年来对知识产权相关行业
经济贡献的调查，版权行业对于整体
经济贡献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超越
了传统的农业、社会服务业等。

“我们可以看到，创意行业开始
变得日益重要，对就业、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显著。”尼泊尔
文化、旅游和民航部国务秘书加内
什·普拉萨德·潘德亚说，创意行业能
够带来更多的创造力，在社会发展中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据了解，尼泊尔政府也了解并且
意识到了创意行业的重要性，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监管规章、法律法规支
持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修
改完善版权法，保护内容的创作。事
实上，发展中的经济体也想进一步弥
合发展中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应当
注重相应的创意。比如，促进创新搭
建能力，以及如何在关键的领域进行
相应的调整和提升。

对于如何才能够具备更加完备、
健康的生态系统，加内什·普拉萨德·
潘德亚提出了几点思路：设立相应的
法律体系去支持版权，促进经济和权
利对于文化的获取；政府需要进一步
监管，尤其是数字服务，数字服务和
线上支付与创意行业息息相关；制定
相应的激励机制，让新的行业去创造
更好的体系，更好地发展；发展中国
家要积极促进国际合作、知识分享，
通过相关的指南来促进能力建设，帮
助创意行业发展。

版权制度推动创意产业
快速发展

“您认为，版权体系在促进中国
创意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怎样的
角色？”这是谢琳·格雷斯对中国国家
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副主任胡开
忠的提问。

胡开忠从4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
行了详细阐述和回答。他认为，首
先，版权制度促进了中国创意成果的
产生，版权制度可以确认作品的归
属，并且赋予作者精神权利和财产权
利，为作者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可
以激励新作品的产生。比如，最近爆

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之所以在
全球范围内能够引起强烈的反响，主
要是由于我国对于游戏进行版权保
护。游戏中的美术作品、视听作品，
计算机软件都进行了作品登记，并且
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其次，版权制度
可以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在中国，
权利人可以通过版权转让、许可使
用、版权质押等方式对作品进行利
用，实现版权的经济价值。中国近些
年产生了元宇宙、游戏产业、动漫、
数字出版等新兴产业，它们的高速发
展都得益于版权制度的重要推动。再
次，通过法律的实施维护创意产业的
合法权益。中国在版权保护方面实行
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两种保护模式，
通过这样的保护模式，保护了版权人
利益。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有利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最后，推
进了创新成果的海外交易。中国政府
积极参与国际版权条约的制定工作，
同时在国际版权执法过程中也积极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国政府进行合
作，在这几年中国很多版权产品在海
外销售得非常好，促进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转化，获得了非常好的经济
效益和文化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几年积极
推动版权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版权社
会服务体系，采取措施大力推动版权
交易，促进版权转化，严格版权执
法，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同时积极推
进企业的海外维权工作，帮助企业在
海外贸易中维护合法权益……这一系
列措施让中国的版权环境明显好转，
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得到飞速提升。

创意产业在应用版权制
度方面存在挑战

对于创意产业当前在应用版权制
度方面存在的挑战，黎巴嫩拉萨热斯
大学副院长、教授皮埃尔·埃尔·库里
提到了几个方面：全球性的盗版传
播，是大家面临的痛点；很多传统文
化行业的创作者对于自己的版权缺乏
保护意识。此外，法律行动方面带来
的高成本也是国际性挑战。

谢琳·格雷斯进一步提问：面对技
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怎样
调整版权法，才能够更好支持创意行
业和传统文化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皮埃尔·埃尔·库里的建议是：要
将新科技多元性和灵活性进行整合，
因为有很多科技在不断地演变，需要
通过整合来使得版权内容得到提升；
要进一步扩大版权法所覆盖的保护范
围，从传统的保护行业到新兴行业都
需要覆盖，通过法律层面去扩大能够
保护的领域；要做公平的授权认证体
系，这是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并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要考量如何让
保护获得更好的平衡。

“青年正在寻求自己相应的身份，
他们希望找到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
传播自己的创造力和相应的文化，创
意产业是潜在的就业宝库以及经济增
长非常重要的动力。”谢琳·格雷斯在
总结中提到，希望大家继续携手前进，
保护文化艺术，确保创造者因为他们
精美作品而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这
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版权助推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赵新乐

数字时代产生了海量的作品，也产生了海量的作
品使用需求，当前发展迅猛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在
学习海量作品的基础上，才得以输出其生成物的。在
2024国际版权论坛上，多国嘉宾提到了飞速发展的
人工智能对版权管理带来的挑战。通过一系列交流研
讨，多位嘉宾认为，在平衡新技术发展与维护海量作
品权利人利益的问题上，可更多发挥集体管理组织的
作用。

人工智能版权问题已成国际性话题

皮埃尔·埃尔·库里是黎巴嫩拉萨热斯大学副院
长、教授，同时也是一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他在
演讲中分享道，在数字化快速发展、技术快速变革的
背景之下，如何平衡文化资源获取和版权保护之间的
关系，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亚太区总裁吴铭
枢介绍，联合会发布的 《2023 全球版税收入报告》
显示，数字版税收入已经成为创作者最大的版税收
入来源。尽管音乐作品大量在网络上传播，但创作
者从中获益并不容易，其中一大挑战便在于获得准
确的使用数据十分困难。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
雷蕾对这一挑战给出了具体的注解。她提道，文学
与艺术作品的数字化传播，使得版权监测变得更加
困难，数字音乐平台产生的使用数据均由其独家掌
控，权利人无法了解其实际使用情况，平台向权利
人提供的数据缺乏公信力。文化产品的视听化、多
类型作品的集成化、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得
版权管理的内容更趋复杂。数字计算，尤其是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式发展，也给 《著作权法》 法定
权利的实现带来了冲击。

在华国际出版商联盟创始主席张玉国从出版行业
的角度分享了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
人工智能给出版业带来了机遇，因为众多出版机构已
经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一些产品已经应用到市
场上。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要正视生成式人工
智能给社会，尤其是给出版界带来的挑战。”张玉国
提到，当机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时，可以称为

“机器幻觉”，近两年大热的ChatGPT也出现了许多
“机器幻觉”。更惨痛的例子是，美国律师在提交给法
院的诉讼文件中引用了由ChatGPT生成的6个虚构案
例，受到了严厉处罚，这反映出人工智能仍存在数据
不完整、不准确以及算法不够精准等问题，需要引起
重视。

集体管理组织可发挥沟通桥梁作用

无论是从生成物的准确性来说，还是从法律合规
角度来说，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都难言成熟。人工智
能发展中涉及的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涉及多方利
益，也需要多方合力解决。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
说，相当数量的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利用已有的国内外
出版机构生产的内容，包括文著协会员的作品来建设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料库，这里面不可避免会涉及版
权授权问题。

张洪波提到，近年来他发现国内外很多专家认为
集体管理组织应该在解决人工智能版权问题过程中发
挥优势，因为集体管理组织拥有众多会员，可以规模
化解决人工智能在数据投喂、语料库建设、数据模型
训练过程中授权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协调版权费转付
问题。文著协正在积极研究相关事宜，呼吁在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权利人组织能
与人工智能产业界形成对话会商机制，推动形成权利
人和产业界的利益平衡。

对于张洪波提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人工
智能时代的作用话题，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副理事长兼总干事周亚平表示，用海量大数据来
训练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经之路。周亚
平认为，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如何建立版权规则问题
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人工智能学习过作品内容之
后，人们就不用去买作者的书了，那么人工智能快
速发展就会给权利人带来直接的利益上的损害。同
时，人工智能又无法创造新知识，长此以往，必定
会造成原创知识越来越匮乏的情况。因此，建立适
应技术发展的版权机制是迫切需要的，但这一过程
注定是漫长而且艰难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而
且集体管理组织一定会在这其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周亚平说。

新加坡版权许可与管理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
方同样肯定了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他认为通过著作
权集体管理，可以简化获取作品的过程，能够让使用
者快速且合法地使用作品内容。对于权利人尤其是不
知名的、年轻的创作者来说，由于他们缺少获取法律
支持的途径和资源，难以独立签署复杂授权的协议，
因而集体管理带来的法律和经济上的支持对他们来说
尤为重要。

集体管理应在
数字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记者 隋明照

编者按 2024国际版权论坛日前在江西省景德镇市举办。论坛以“版权与创意产业推动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国内外版权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版权

保护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中的应用、版权制度保障文化获得感和参与度、知识经济时代的版权集体管理、版权在创意产业可持续

发展中的作用等议题建言献策。本期《版权监管》周刊05版梳理了论坛上嘉宾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20242024国际版权论坛现场国际版权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