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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速览■一家之言

近期，动画师巴克·伍德尔向迪士尼公
司发起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诉讼，指控被告
所拥有的、已经取得成功的《海洋奇缘》动
画片抄袭了自己的原创剧本，即《海浪战士
巴基》（以下简称“巴基”）。自伍德尔于今
年 1 月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
来，该案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这
也让各种法律问题浮出了水面。

近似素材引起侵权争议

伍德尔声称，迪士尼《海洋奇缘》这部
作品及其续作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他的剧
本，而他已为此付出了 20 多年的辛勤汗
水。伍德尔表示，这两个故事均围绕着一个
共同的情节展开，即一个少年无视父母的禁
令，扬帆起航执行一项危险的海上任务，旨
在拯救一个受威胁的岛屿。这种主题之间的
相似性，以及伍德尔提到的其他原型元素，
例如古代灵魂作为主角的动物向导出现等，
这也是他侵权指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伍德尔辩称，他向珍妮·马奇克提供了
有关“巴基”的各种素材。马奇克是曼德维
尔电影公司前主管，现在则是在梦工厂动画
公司负责故事片开发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认
为，马奇克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将这些材
料提供给了迪士尼制片方。此外，他还要求
获得相应的损害赔偿金，并从《海洋奇缘》
的总收入中分得50亿美元。

伍德尔主动提起诉讼主要是基于这样一
种观点：版权法可以保护以任何有形形式确
定下来的原创作品。在这起特殊的案件中，
伍德尔在 2004 年获得了“巴基”的版权，
并在2014 年对其进行了修改。然而，伍德
尔认为迪士尼未经许可便使用他的作品构成
了版权侵权。

根据一般的定义，侵犯版权是指第三方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作
品。伍德尔必须证明下列几件事：伍德尔拥
有有效的版权，而且《海洋奇缘》和伍德尔
的作品在几个方面存在实质性相似。

伍德尔声称，他向马奇克提供了与“巴
基”角色设计、故事板和动画概念预告片相
关的各种材料。法院将评估“巴基”和《海
洋奇缘》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是否足以证明
存在抄袭行为而不是独立创作。伍德尔谈到
特定的特征，包括角色弧线和情节设置等，
他说这些特征验证了这种相似性。

据了解，如果伍德尔赢得这个官司，迪
士尼可能需要支付一大笔款项，具体可能是
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间的补偿性和惩罚性赔
偿，从而借此阻止在未来出现更多的侵权行
为。补偿金额将取决于《海洋奇缘》及其商
品的预期收入。此外，在双方达成令人满意
的商业协议之前，迪士尼还可能会被禁止继
续销售或分销《海洋奇缘》及其续作。伍德
尔正在寻求从《海洋奇缘2》和所有相关产
品中获得 2.5%的总收入，这或许能转化为
数十亿美元。

保护独立创作者权利

伍德尔此前曾就《海洋奇缘》涉嫌侵犯
他的一些构思而寻求过法律救济。在第一个
案件被驳回后，他在2023 年提出了新的进
一步的指控。迪士尼否认自己存在着任何不
当行为，并声称在提起诉讼之前，没有参与

《海洋奇缘》制作的人士曾看到或使用过伍
德尔的材料。根据《海洋奇缘》联合导演罗
恩·克莱蒙兹的说法，在《海洋奇缘》的构
思和开发过程中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受到过伍
德尔项目的启发或对此进行了改编。

该案引发了与当今动画行业中知识产权
有关的问题。有时候，人们很难区分所谓的
致敬与侵犯版权行为。该案应该为此类版权
侵权案件的法院裁决提供完美的实例。

目前，公众对这起诉讼的看法存在分
歧。虽然一些《海洋奇缘》的粉丝选择支持
迪士尼的诚信，但其他人则对需要保护独立
创作者权利的问题表示了担忧。该行业的专
业人士正在监测该案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案件进入到了法院审理环节，这将
继续提出更大的问题，并基于这种版权侵权
问题向娱乐业发起挑战。鉴于此案涉及数十
亿美元，这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案件，法院将不得不就如何保护动画以及
其他领域的知识产权作出规定。这场战斗不
仅会对迪士尼产生影响，同时还将塑造电影
创意的未来。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动画师对迪士尼提起
100亿美元侵权诉讼

使用AI工具创作得到的生成图能否
被视为“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
护？近日，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科学城法庭审结了一起“AI
生成图被侵权”的著作权纠纷案。《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到，该案中，
一家公司未经王女士同意，将其创作的
AI图片用于广告宣传，王女士遂以侵犯
著作权为由，将该公司告上法庭索赔。法
院经审理认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
下，AI创作的作品也属著作权保护范畴，
并判决侵权的公司赔偿王女士4000元。

据悉，这是武汉首例 AI 图片创作
者维权案，该案裁判确认了AIGC生成
具有独创性的图片应当属于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作品，可受《著作权法》保护。

AI生成图被盗用引流

王女士是一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创作者。2024 年 5 月 17 日，
她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一条含有使用

“某 AI”软件创作出的图片作品的笔
记。这条笔记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平
台截图显示，该笔记有 3.5 万点赞、
6000 余次收藏、660 余条评论。判决
书显示，王女士于 2024 年 5 月 26 日为
这幅图片进行了登记，并获得了BluSea
青鸾印平台签发的作品登记证书，用以
证明该作品内容已由申请人通过该平台
存证。

同年6月20日，王女士发现武汉某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抖音账号发布了 AI
绘画训练营广告，用于 AI 绘画售课。
该广告中引用的图片与自己用AI创作
的这张图片一致。她认为，这家公司在
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作品在
抖音平台广告中引流获客，侵犯了自己
拥有的图片著作权，遂诉至法院，要求
该科技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

该科技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辩称，案
涉作品是由AI软件生成的，其对王女
士本人对于案涉作品的贡献程度有多
少、王女士本人是否为作品完全的创作
者持有异议。该科技公司认可侵权事实
成立，但对赔偿金额有异议，称其在得
知侵权行为后已删除，不认可王女士主
张的2万元赔偿。

王女士则认为，尽管该图片是由
“某AI”APP创作而成，但创作是指用
AIGC的软件工具创作出人们想象中需
要的画面，需要通过关键词的撰写、
输入，让软件生成自己想要的图案。

“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脑海中要去构思
我们的想法，我需要展现什么样的画
面感，通过不断地调整关键词输入，
控制输出的图案。”王女士说，涉案带
有国风属性的图片，是她在三维古风
的定语状态下，通过输入关键词而生
成特定的图案，由于输入不同的关键
词会产生不同的画面，即便是完全一
样的关键词，也不可能生出完全一样
的图案，因此，要想得到一张非常满
意的图，就要不断地调试、不断地出
图。“我大概画了几十张图以后，才
达到这样的效果。”王女士强调，自
己也对该图片进行了登记，某科技公
司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
赔偿。

独创性程度是判定关键

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 《著作权
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
技领域内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
的智力创作成果，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
的表达，而非思想或者创意本身。该案

中，王女士使用AIGC软件生成的被诉
图片与通常人们见到的照片、绘画无
异，显然属于艺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表
现形式，受《著作权法》保护。

从被诉图片的呈现与王女士上述创
作过程的关联性来看，王女士使用的关
键词均与画面的元素及效果对应，生成
的图片和王女士的创作活动之间具有一
定的“映射性”。在王女士设置调整关
键词、参数、风格光影效果并挑选图片
最终获得被诉图片的过程中，王女士对
生成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预
见”，创作过程反映了王女士的构思、
创作技法、审美选择，体现了其个性化
表达。故被诉图片凝结了王女士的智力
劳动成果，应予保护。

法院认为，某科技公司未经许可，
使用被诉图片作为配图并发布在自己的
账号上用于网络售课推广，使公众可以
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案涉图片，
侵害了王女士就被诉图片享有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
失的侵权责任。

关于该案应赔偿的具体金额，根
据 《著作权法》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
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
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
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
偿”。法院认为，该案中王女士提交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济损失，某
科 技 公 司 的 获 利 情 况 亦 无 法 查 清 。
综 合 考 虑 被 诉 作 品 的 性 质 、 知 名
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及王女
士维权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
定某科技公司赔偿王女士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4000元。

武汉首例AI图片创作者维权案宣判——

AI生成内容也可受《著作权法》保护
□本报记者 汤广花

智能网联汽车是通过搭载先进的车
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融
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人、
车与车、车与路、车与网等智能信息交
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
策、协同控制等功能的新一代汽车。

与手机生态有很大不同，智能网联
汽车是一个更加综合、完备的智能终
端。这一终端所拥有的功能将超越当前
的其他常见终端功能，承载了通信设
备、休息空间、出行工具、其他智能终
端的种种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
的车辆会成为除了工作、生活之外的第
三空间。但同时智能网联汽车与手机这
种智能终端也有类似之处。智能网联汽
车也需要依托一定的操作系统，并通过
各类软件应用以实现自动驾驶的终极目
标。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多媒体内容包括
音频、视频、导航地图、应用程序界面
以及娱乐内容等，这些内容涉及复杂的
版权归属和授权问题。

涉及不同层面的版权归
属和授权

以小米 SU7 为例，它搭载了小米
澎湃智能座舱系统，是基于小米澎湃
OS打造的智能座舱解决方案，为用户
提供“人车家全生态”的智能化体验。
通过深度整合硬件和软件资源，具有多
屏联动、跨端智联、主动智能和全域安
全等特点。同时小米 SU7 也搭载了丰
富的车机应用，包括安全行驶类应用、
驾驶效率类应用、车载娱乐服务应用三
大类。第一，安全行驶类应用。比如，
胎压监测应用，属于与安全直接相关的
功能。第二，驾驶效率类应用。比如，
地图应用，要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视觉
元素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第三，车载
娱乐服务应用。主要是智能对话软件、
音视频软件等。比如，智能对话语音助
手是小米自研的预置应用，喜马拉雅、
QQ音乐等预置音频类应用是小米与第
三方合作开发的。芒果TV、雷石KTV
等预置应用，是采用第三方 APK 直接
预置的方式进行搭载的。

除以上预置应用外，其余车载娱
乐服务应用采用应用商店后装的方式
上车，由第三方开发者独立开发来适
配小米车载座舱系统。这其中可能涉
及的版权问题至少包括软件版权、娱
乐内容版权、数据版权、算法版权等
几大类。

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软件版权侵
权的形式表现为非法复制与分发；擅自
修改，比如超出授权范围进行软件二次
开发；侵权整合，比如未经授权将多个
软件或代码片段整合到车辆系统中；还
有软件反向工程。

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多媒体内容包括
音频、视频、导航地图、应用程序界
面以及娱乐内容等。这些内容涉及数
据、算法、不同算法模块层面上复杂的
版权归属和授权问题。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面临
版权保护问题

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数据已成为
核心资源之一，广泛用于驾驶决策、用
户体验优化和车辆维护等方面。然而，
数据版权问题十分复杂，涉及法律、技
术和道德等多个层面。需要区分原始数
据与加工数据，数据集的整理和选择，
以及基于数据的二次加工也可能受版权
保护。比如，经过精心选择和组织的驾
驶数据、经过分析的驾驶模式等，体现
了创作者的独特劳动和创造性，可以获
得版权保护。

在技术研发中，有些算法被广泛使
用，例如某些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等。
这些算法本身是开放的，不受版权保
护，因为它们属于“思想、方法或系
统 ”， 而 不 是 版 权 保 护 的 具 体 “ 表
达”。尽管算法的逻辑公开且普遍知
晓，但不同开发者对算法的实现细
节、代码结构、参数选择等方面可能
有所不同，这种代码表达便可成为版

权保护的对象。
在复杂的系统中，算法可能被拆分

为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可以独立完成
特定任务，也可能成为版权保护的对
象。例如，自动驾驶系统中可能有图像
处理模块、路径规划模块和决策控制模
块。即便这些模块使用了公开算法，但
其代码实现和模块间的交互方式属于软
件的独创性表达。

现实层面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
版权保护正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多方参与致使版权界定模
糊。智能网联汽车的研发和生产会涉及
多方合作，比如汽车制造商、软件开发
公司、科研机构、品牌合作方等。每一
方都可能在最终的技术成果中有贡献，
比如硬件设计、操作系统、算法模型
等。在这种多方合作的情况下，如何界
定不同贡献者的版权权益，避免版权纠
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数据共享与版权保护的矛
盾。智能网联汽车在使用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车辆的功
能开发、系统优化有重要作用。然
而，在某些数据共享的场景之下，也
有可能涉及版权侵权问题。比如，汽
车厂商可能期望共享部分行驶数据，
以此来改进自动驾驶算法，但是这些
数据中可能包含了受版权保护的地图
数据或者软件运行信息。这就需要在
数据充分流通共享发挥最大效用的同
时，做好版权保护工作。

第三，网络安全与版权的关联问
题。安全对于智能网联汽车至关重要。
如果汽车的操作系统被攻破，各类盗版

软件在车端肆意泛滥，这些盗版软件难
以在车辆运行过程中保证稳定性，就会
在损害软件版权所有者利益的同时，产
生数据泄露、车辆失控等其他危险，会
对车辆的安全运行构成严重的威胁。

逐步构建完善的版权保
护体系

针对上述挑战，我们提出以下应对
建议：制定详尽的版权保护条款。智能
网联汽车的研发有多方参与，应当充分
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各方应当
就版权问题签订尽可能详细的协议。这
些协议需要清晰地规定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包括版权归属、使用范围、授权条
件等。比如，汽车制造商与软件开发商
在合作开始时，就应该明确软件代码
的版权归属问题，以及在后续的车辆
销售和软件更新过程中如何处理版权
问题。

加强版权管理技术手段。可以利用
技术手段对版权进行有效的管理。比
如，在软件中嵌入数字水印，通过这种
方式追踪软件的来源与使用情况，从而
有效地防范盗版。对于地图数据，采用
加密技术，只有经过授权的车辆系统才
能够解密与使用。

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与监管。做
好版权的法律汇编与解释工作，同时针
对智能网联汽车的版权问题进行专门研
究，明确侵权行为的界定与处罚标准。
各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汽车产业版权问题
的监管力度，对侵权行为予以严厉打
击。同时，司法部门应该建立便捷的版
权纠纷解决机制，使权利人能够及时有
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汽车协会、
版权协会等相关组织应当充分发挥
协会作用，建立智能网联汽车版权保
护的自律机制。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和
标准，引导企业自觉遵守版权相关法
律法规。同时，可以建立行业内的投
诉和调解机制，及时、有效地处理
行业内的版权纠纷，维护良好的市
场秩序。

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我们需要从技术、法律、行业等多个方
面着手，构建完善的版权保护体系。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强
合作，共同应对智能网联汽车版权的新
问题、新挑战。

（作者系小米集团法务部法务总监）

智能网联汽车时代，如何打好版权保卫战
□黄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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