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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管理

民间工艺品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这些作品的
版权进行更好地保护，并在此基础上
拓展版权转化、交易，促进民间工艺
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回应
时代之需的创新之举、应有之义。

日前，由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
广州市荔湾区版权局、广东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艺术与教育学院主办的“民
博会里的版权故事”主题研学活动在
第十届广东民间工艺博览会暨第十四
届广东民间工艺精品展 （以下简称民
博会） 上举行。35名来自广州地区高
校和港澳的青年大学生一齐走进民博
会现场，深入展会各特色展区，共同
鉴赏民间文艺精品、学习优秀传统技
艺、学习版权保护知识，以研学的形
式呼应了民间工艺品版权保护实践。

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主办方设置了民间工艺的版
权创造之美、运用之广、保护之策等
展区。同学们可以探访各展区，了解
优秀版权作品的转化和应用，参访版
权服务工作站，深入学习版权保护知
识及民间工艺版权保护举措。

活动伊始，同学们在主办方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精品陈列展，在
插花艺术、京派内画鼻烟壶、宜兴紫
砂、番禺皮雕工艺等展位前交流学
习，近距离观摩民间工艺大师用传统
技法进行艺术创作，亲身体验民间工
艺作品的艺术魅力，感受传统民间工
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了解
跨地域民间工艺交流合作的范例，聆
听大师讲述艺术经历以及在创作过程
中遇到的版权保护问题。

一位在穗就读的香港籍学生向一
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师深入了解元宝紫
砂壶制作工序后感叹：“传统民间技艺
非常精妙，很多现代创作灵感都是来
自岭南地区的民间工艺，也进一步认
识到版权保护对创新的重要性。参加
此次研学活动不仅增进了对祖国传统
民间工艺的了解，更让自己对粤港澳
大湾区在文化领域的‘一衣带水’有
了更深刻领会。将来回港后，也会把

在广州生活学习的点滴日常和文化互
动经历同身边的朋友分享，希望大家
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多的认识
和了解。”

参观后，同学们来到版权服务工
作站交流学习。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向同学们讲解了版权的历
史、法规和实际运用以及侵权判定等
知识。同学们随后参与民间工艺版权
知识问答，并领取了版权宣传小礼品
以及 《博物馆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实
务》《传统守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产权问题调查与研究》等专题书籍。

“在这次版权研学活动中，我们欣
赏了刺绣、壶艺、漆艺等众多民间艺
术门类的精美作品，通过与大师们面
对面交流创作心得，深刻体会到民间
工艺是民族文化的瑰宝，版权可以为
我们的作品提供法律保障。”一位青年
大学生在参与研学活动后说。

构筑展会版权宣传平台

在民博会现场，广州市版权保护中
心设立的版权服务工作站成为一大亮
点，工作站提供包括作品登记业务咨

询、法律咨询等在内的“一站式”版权公
共服务，打造集版权服务、登记指引、法
律咨询、学习体验于一体的版权互动式
服务平台，构建“版权护航民间工艺”的
服务场景，积极推动民间工艺文艺作品
版权保护，为传承和发展广东民间工艺
事业注入版权力量。

“您好，我是一家金属工艺制品企
业的负责人，我的企业创办不久，最
近遇到了版权法律难题，请问能咨询
一下版权维权方面的问题吗？”一名参
展企业负责人就主动来到版权服务工
作站寻求帮助。

记者了解到，这家民间工艺小微
初创企业就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美
术作品及金属工艺制品版权问题向
工作站咨询。工作站法务人员在细
致分析相关材料及法理要点之后，
建议当事人梳理作品构思创作、设
计定型、生产销售等环节关键证据
链材料，做好版权法律问题应对的
充分准备。

在与文化领域有关的各大展会中
设立版权服务工作站，是广州在版权
保护发展事业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
又一重要举措。2024年以来，广州已

先后在羊城书展、科普日主会场活
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
会） 等展会现场提供版权服务。在民
博会现场设立工作站，不仅为民间工
艺文艺作品提供了即时的版权保护服
务，也为地方贯彻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奠定了服务基础。通过开展主题研
学、版权知识普及、版权法律咨询等
工作，覆盖人群近百万人次，有效提
升了公众的版权意识。

为创新成果保驾护航

广东民间工艺历史悠久、品类丰
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中华文明延续的璀璨印记。这些工
艺作品承载着民间艺人的智慧与情
感，在文化传承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版权作为知识
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全民族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力量，也将
为民间工艺的传承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近年来民间工艺创作者的版权法
律意识不断提升，登记作品在市场推
广和文化传播中更具优势，也为民间
工艺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4 年 9 月，广州市荔湾区入选
国家版权局2024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
促进试点地区。借此契机，广州将依
托湾区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充分发
挥岭南民间文艺资源的独特优势，梳
理民间文艺保护传承现状和需求，积
极开展民间文艺领域的作品登记、宣
传推广、版权转化运用和版权保护工
作，搭建民间文艺版权交易平台，大
力发展民间文艺相关版权产业，进一
步激活民间文艺版权价值，共同绘制
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岭南文化新画卷，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
献版权力量。

“民间工艺品的版权保护不仅仅是
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生态发
展的机制问题。”中山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谢琳表示，民间工艺品版权保
护机制应注重将立法与执法环境相
结合，在充分了解保护对象的知识
结构和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挖掘作
品资源权益主体的底层声音，并与国
际立法相结合，不断完善具有可操作
性的制度创新。

“版权+”激活民间文艺作品版权价值
□本报记者 徐平 通讯员 许广轩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袤无垠，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优秀传统文化形
式涵盖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悠扬
动人的音乐、热情奔放的舞蹈、韵味
独特的戏剧以及绚丽多彩的美术等
多种艺术形式，更蕴含着别具一格
的民间文学与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
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
文化资源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更彰显出显著的社会价值与经
济价值。然而，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
进与全球化浪潮猛烈冲击下，传统文
化作品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版权侵权
风险。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通过完善
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版权执法监
管、推动版权产业发展以及开展“六
进”服务活动等多方面努力，有效提
升了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推动了
版权产业的繁荣发展。近日，内蒙古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发布了 《2024 年内
蒙古自治区版权作品登记统计报告》，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报告中
看到，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作品登
记 量 达 到 了 20196 件 ， 同 比 增 长
109.39%。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自治区
版权工作的蓬勃生机，也彰显了版权
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

登记数量增长迅速
保护意识与日俱增

“内蒙古自治区全区版权战线守
正创新、锐意进取，推动版权法治建
设稳步前进，版权护航创新发展的功
能持续强化，版权资源的产业价值更
加凸显，作品登记数量持续增长，为
自治区闯新路、进中游，促进实施知
识产权强区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内
蒙古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韩勇告诉
记者。

从作品类型来看，美术作品以8398
件的登记量位居榜首，占总登记量的

41.58%，同比增长 92.22%。这表明，内
蒙古自治区的艺术创作领域，尤其是
美术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紧随其后的是摄影作品和视听作品，
分别登记了3200件和3141件，占总登
记量的 15.84%和 15.55%，同比增长率
分别为 105.52%和 699.24%。视听作品
的登记量实现了近7倍的增长，显示出
自治区在影视制作和新媒体内容创作
方面的强劲势头。文字作品登记达
2842 件，占总登记量的 14.07%，同比
增长34.37%。

韩勇表示，虽然增长率相对其他
类型作品较低，但文字作品作为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持续稳定的登记
量反映了自治区对传统文化传承与保
护的重视。音乐作品、录音制品和其他
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曲艺作
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戏剧作
品、舞蹈作品、录像制品、建筑作品、地
图示意图作品和模型作品等虽然登记
量相对较少，但增长率普遍较高，显示
出该领域版权保护的潜力与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杂技艺术作品在
2024年实现了零的突破，这标志着自
治区在杂技艺术这样的版权新领域版
权保护工作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

区域登记尚存差异
版权保护多点开花

从区域分布来看，呼和浩特市以
6011件的登记量领先其他地市，占全
区 登 记 总 量 的 29.76% ， 同 比 增 长
122.55%。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
区的首府，在版权创造、运用和保护
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鄂尔多斯市和
包头市分别以3387件和1896件的登记
量 位 列 第 二 、第 三 ，占 总 登 记 量 的
16.77%和 9.39%，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85.34%和72.52%。这些地区的作品登
记量大幅增长，反映了当地文化产业的
快速发展和版权保护意识的普遍提高。

其他盟市的作品登记量也有不同
程度的增长，如呼伦贝尔市、兴安
盟、通辽市、赤峰市等地的作品登记
量均实现了翻番。这表明内蒙古自治
区在推动版权保护工作方面已经形成
了多点开花、全面发力的良好局面。

此外，2024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登
记的区外作品共612件，占总登记量的
3.03%，同比增长64.52%。这一数据表
明，内蒙古自治区的版权保护工作已
经得到了区外著作权人的认可和信
任，为内蒙古自治区版权工作的对外
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权利归属来看，内蒙古自治区
个人作品登记量达到了13304件，占总
登记量的 65.87%，同比增长 96.25%。
韩勇表示：“这表明个人在版权创造方
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也反映了内蒙古
自治区对个人版权保护的重视。法人
作品登记量为5980件，占总登记量的
29.61%，同比增长140.55%。法人作品
的增长表明企业在版权创造和运用方
面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也为内蒙古自
治区版权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登记品类日益丰富
版权产业快速发展

韩勇介绍，2024 年，内蒙古自治
区版权服务工作站积极挖掘批量、特
色、优质版权资源，为著作权人开通
绿色通道，进行专题登记，提供针对
性服务。全年共分5类专题，完成作品
登记 26 个系列，登记数量合计 8841
件，占登记总数的 43.76%。这些专题
包括科普电视栏目作品系列、传统草
原音乐作品系列、当代抽象绘画作品
系列、现代文学作品系列等，涵盖了
多个艺术领域和文化产业。通过展
示、宣介、推广、运营这些优质特色
作品，不仅助力了作品版权的增值，
也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尽管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在版权
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韩勇也
表示，版权保护工作中依然面临着一
些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侵权行为日益隐
蔽和复杂，给版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
的挑战。此外，不同地区、不同领域
的版权保护意识和水平也存在差异，
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

内蒙古自治区拥有丰富的传统文
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内蒙古自治
区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实现文化强区战略的重要支
撑。然而，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这些
传统文化，并确保其版权得到合法登
记，在韩勇看来，是当前面临的重要
课题。

谈及下一步的工作，韩勇表示，
内蒙古自治区将继续深化版权保护工
作，推动版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将加强版权法律法规的宣
传普及和执法力度，提高全社会的
版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将积极推
动版权创造、运用和转化，培育壮大
版权产业市场主体，促进版权产业的
繁荣发展。

“我们将持续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
广、开展公益培训、‘六进’服务活
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北疆行’活
动、‘4·26’知识产权宣传周主题宣
传 活 动 、 版 权 执 法 监 管 等 多 种 形
式 ， 进 一 步 完 善 版 权 公 共 服 务 体
系，全面提升版权工作的社会服务
能力，促进版权创造、运用和转化，
实现由数量和速度向质量和效益转
变，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版权支撑。
同时，内蒙古自治区还将加强与区外
及国际版权保护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借鉴先进经验和 AI 等技术手段，提
升版权保护工作的水平和效能。通过
不断努力，争取让内蒙古自治区的版
权 保 护 及 转 化 运 用 工 作 迈 上 新 台
阶。”韩勇说。

內蒙古自治区：

作品登记创新高 产业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 朱丽娜

参加主题研学活动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民间工艺品的文化意蕴。
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 供图

蛇年春节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 1900》《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
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等多部影片在春
节档集中上映，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娱乐
选择。

然而，随着电影市场的繁荣，版权保护问
题也日益凸显。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观影环境，
护航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南昌市版权局、
南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积极响应 《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工作部署，全
面开展院线电影版权保护打击“屏摄”“盗
录”专项工作。

票房亮眼却暗藏侵权隐忧

春节档向来是电影消费的高峰期，观众热
情高涨，票房成绩亮眼。然而，这一时期也
是“屏摄”“盗录”盗版问题频发的时段。
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在影院内使用各
种设备偷拍正在热映的影片，制作成“枪
版”资源，通过社交平台低价售卖或免费传
播，甚至形成了盗录贩卖“枪版”电影的黑
色产业链。

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版权保护
秩序，还挤压了正版电影的市场空间，使得
电影创作者和制作方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
长此以往，将极大地挫伤电影创作者的积极
性，影响电影产业的持续创新发展。同时，
这种侵权行为也对青少年等群体树立正确的
知识产权意识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利于营造
良好的社会风气。

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南昌市版权局、
南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决定在春节档
期间全面开展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工作，
重点打击“屏摄”“盗录”等侵权行为。

专项工作紧密围绕事前防范、事中监
管、事后处置 3 个关键环节，采取了多项有
力措施。

首先，在事前防范方面，南昌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对合法影片的来源进行了严
格审查。着重检查了影片的密钥个数与影院
放映厅数量是否匹配，防止一个密钥在两个
以上的放映厅进行放映的侵权行为。同时，
执法人员还现场向影院负责人开展了版权保
护普法宣传，让他们熟练掌握识别和制止

“屏摄”“盗录”行为的方法和技巧，提升影
院主体的版权保护意识。

其次，在事中监管方面，南昌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支队加大了对全市影院的巡查力
度。春节期间，他们共巡查影院25家次，出
动执法人员92人次。执法人员不间断对全市
各大影院进行突击检查，查看影院内是否存
在“屏摄”“盗录”现象，以及影院在防范此
类行为方面的措施是否到位。同时，他们还
要求影院主体加大巡查巡检频次，确保影院
内不出现侵权行为。

最后，在事后处置方面，南昌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也做到了迅速响应、严厉查
处。他们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对影院主体
及时上报的“屏摄”“盗录”者，执法人员会
在第一时间上门处置。对发现南昌管辖范围
内的网络传播侵权盗版电影等违法行为，南
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将依法严厉查
处，绝不姑息。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行政
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激发群众积极参与

南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还积极鼓
励观众对身边的侵权盗版行为进行举报。他
们通过各种方式向观影者传递版权保护的重
要性，增强观众的版权保护意识，明确告知

“屏摄”“盗录”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后果。
同时，他们也设立了举报渠道，方便观众及
时举报侵权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打击
盗版的良好氛围。

在专项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南昌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还注重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
合。他们与版权局、公安局等部门保持密切联
系，共同构建了一个协同作战的版权保护网
络。这一网络的建立，不仅提升了版权保护的
效率和效果，也为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通过此次专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南昌
市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 效 。 不 仅 有 效 打 击 了 “ 屏 摄 ”“ 盗 录 ”
等侵权行为，还提升了影院主体的版权保
护意识和能力。同时，也增强了观众的版
权保护意识，让他们更加自觉地抵制侵权
盗版行为。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娱乐产品，承载着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保护电影版权，就是
保护电影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和合法权益，也
是推动电影产业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此次南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开展的院
线电影版权保护打击“屏摄”“盗录”专项工
作，为观众打造了一个更加健康、有序的观影
环境，也让“支持正版，抵制侵权盗版”的理
念深入人心。

（作者单位：南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

江西南昌：严打院线电影
“屏摄”“盗录”行为
□罗盛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