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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5：释放版权价值 绽放版权光芒
□张洪波

第三次修改后的《著作权法》颁布之
后，相关管理部门一直在推动配套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的修改完善。社会各界对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著作权集体管
理条例》的修改抱有热切期待，权利人希
望建立“法定许可”获酬权的救济保障机
制，明确广播组织法定许可播放作品的付
酬标准制定机关，保障众多“孤儿作品”
的合法权益。

“十四五”期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革，也给
版权法律制度带来冲击与挑战。人工智
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成为学界热议话
题，当前学界和实务界更关注输入端的
数据版权问题和输出端的侵权问题，即
人 工 智 能 开 发 企 业 在 文 本 和 数 据
（TDM） 收集挖掘、机器学习或数据大
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市场应用等阶段
对数据的使用，属于什么性质？哪个阶
段和应用场景可能属于合理使用、哪个
环节属于授权许可？

AI 场景下，权利人难以顺利取证，
维护自己的权益。数据投喂、大模型训练
等场景涉及大量版权作品，中国文字著作
权协会在《加强人工智能版权保护，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倡议书》中提到，在人工
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既要保护创
作者和内容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也要激发

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更要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在修改
时需细化AI合理使用的场景、范围和条
件。生成式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大模型
训练和应用，应确保数据来源合法。使
用版权作品应当以取得权利人、内容生
产者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许可
和付酬为前提；未经授权使用构成侵权
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AI 的发展需要
大量高质量数据，而对其中版权作品的
商业化使用应当依法获得权利人的许可并
支付合理报酬。

有专家认为，机器学习的内容获取、
数据输入以及内容输出全阶段容易侵犯著
作权人的复制权、汇编权、改编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解决语
料库、数据训练和应用集体授权和版权费
提存转付的最佳途径，同时有必要革新著
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将某一领域的作品
授权集中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集中
授权的方式解决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合
法合规难题，推动构建更加健全和更可
持续的版权生态。

有专家认为，AI 应当获得版权授权
许可，但是数据量大，可引入法定许可
制度，使AI使用作品进行算法训练的行
为合法化。可突破作品类型，针对算法
训练使用作品建立专门的集体管理组

织，专门负责版权费的协商、收取、转付
和争议解决。此外，也有专家呼吁建立
AI 使用版权作品的版权补偿金制度，实
行补偿金的国家通常都依赖于集体管理组
织来执行补偿金的收取和分配，在我国也
可以建立或指定集体管理组织作为法定的
征收主体，专门从事补偿金收取、分配和
使用等工作。

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2.29%的受访
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权作品被盗用风险
有担忧，42.72%的人认为将版权作品用于
训练大模型必须征得版权人同意方能使
用，仅 11.23%的人赞同将版权作品用于
训练大模型纳入合理使用范畴。

在 2020 年 《著作权法》 完成第三次
修改之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作为下
位法，应该细化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因
此其修改完善备受社会瞩目。我们应积极
推进《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
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修改工作。同时，由
于 《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
办法》自2013年12月颁布实施时教材实
行“一纲多本”，而现在教育部统编“部
编本”教材单科发行量均超千万册，应
尽快修改上述部门规章，提高教材使用
版权作品的付酬标准，制定数字教材使
用作品的付酬标准，维护课文作家的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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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三体”图书影视文创、国产
网游《黑神话：悟空》和衍生产品版权多
元开发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标志性事
件，进一步带动了中国科幻文学、侦探推
理文学和网络文学图书、漫画、影视、游
戏、文创等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持续升温。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版权
贸易作为无形财产权贸易，是推动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
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和重要
保障。

版权贸易具有独特的市场功能，不但
能够让文化文明更易于接受和传播，实现
版权作品的市场价值，还能够推动版权作
品的国际传播，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版权贸易能够让广大创作者、内容生产者
获得国际尊重和应得利益，从而激发他们
源源不断的创作热情。同时版权贸易能够
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推
动中外文明互鉴中，实现平等对话，彼此
尊重，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作用，丰富中外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
进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逐渐夯实中外
各领域广泛深入合作的人文基础和社情民
意基础。

国家版权局已经在全国多地开展民间
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及时总结
成功经验，发布优秀案例，通过图书、广
播电视节目、视听作品、社交媒体等形式
多语种传播，组织参加海内外展览，对于
展示版权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价值与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也可以为推动有关传统文化版
权保护公约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25 年是编制“十五五”规划的关
键之年，也是 《著作权法》 颁布 35 周
年。2035 年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版权强国。2025 年，版权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提高到 7.5%左
右。因此，版权领域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创新版权宣
传方式，加强版权法治文化建设，积极回
应广大权利人和产业界诉求，加快配套行
政法规修改进度，大力发展版权贸易，向
世界讲好中国版权故事，拓展文明交流互
鉴广度深度，着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
播体系，推进版权成果市场转化与运用，
全面推进版权工作与技术深度融合，深化
版权示范创建工作，推进国家版权创新发
展基地建设，进一步全面提升版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水平，扎实推进
版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强国、版权强国建
设，释放版权价值，贡献版权力量，绽放
版权光芒。

（作者系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总干事）

向世界讲好
中国版权故事

2025 年是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联合开
展“剑网行动”20 周年。版权行政执法
监管和保护对规范网络音乐、网络影
视、网络文学、体育赛事、综艺节目等
领域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的一年，应加强对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开发运用，充
分发挥版权行政执法优势, 加大行政执
法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
注、侵权盗版多发的网络转载、有声书
电子书平台、电商平台、知识资源聚合
平台等重点领域和区域持续整治。研究
制定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为准则和对集
体管理组织的监管与指导细则，严肃查
处非法集体管理行为，确保集体管理组
织有效履行法定许可版权费收缴转付法
定职责，推动集体管理组织健康规范发
展，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不断优
化版权营商环境。完善诉前版权纠纷调
解机制与溯源治理，开展版权信用体系
建设，对反复侵权、恶意侵权、规模侵
权、以侵权为业等严重侵权失信市场主
体，建立“黑名单”制度，实施多部门
联合惩戒。修改 《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

法》，规范作品登记制度，推进全国作品
登记统一公示查询系统建设，完善版权
展会交易服务体系，加强版权交易中心
的 交 易 能 力 建 设 和 行 业 自 律 ， 避 免

“空壳化”现象，相关部门推进版权学
科、知识产权师 （版权方向） 职称建
设，办好“中国版权金奖”评选，发
挥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的作用，创
新版权法治文化建设，推动版权社会
共治共建共享。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衡量一个国家版
权法律制度和版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
之一。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
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
协会等 5 家集体管理组织始终以权利人
利益为中心，专业、执着、高效运用著
作权法律法规和政策，让权利人利益最
大化，通过发放“一揽子”授权许可，
为会员和其他权利人收取的版权费逐年
增加，有效解决网络音乐、背景音乐、
卡拉 OK、汇编类教辅出版、戏剧等使
用者对海量作品的版权需求，为相关产
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版权支撑，发
挥了集体管理组织应有的本质功能；同

时，集体管理组织促进版权的高效流
转，平衡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利益，通过

“一站式”服务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通过
规模化诉讼维权、调处权利人和使用者
的版权纠纷，降低权利人的维权社会成
本，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推动版权社会治理。

文著协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
托项目 《生成式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著
作权法律问题研究》，开展《提高教科书
法定许可付酬标准调研课题》 研究和

《图书出版合同 （示范文本） 调研课题》，
适时发布 《图书出版合同示范文本》 和

“版权输出示范条款”。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在推动国家版权法治建设、建立行
业规范、开展版权宣传、研讨、培训、
教育，增强公众版权意识，建设版权法
治文化方面，发挥了集体管理组织的社
会功能，展示了集体管理组织的社会责
任与担当。集体管理组织应该与时俱
进，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提升服务能力
与水平，成为版权法治文化建设、版权
强国建设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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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编制“十五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著作权法》颁布35周年，“剑网

行动”实施20周年。“十四五”时期，版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2023年版权产业行

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44%，版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