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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2）

■版权小百科

打开短视频平台，同质化视频时常映入
眼帘。从热门生活小技巧到搞笑剧情段子，
一段视频走红，大量“同款”就会迅速涌
现。有的视频主题相同，有的文案近似，还
有的画面似曾相识。那么，短视频“雷
同”，哪些情况不属于抄袭？哪些情况又涉
嫌侵权呢？

近似不等于抄袭

以“爱情”为主题拍摄短视频，有的专
注于描绘职场爱情的酸甜苦辣，有的致力于
刻画校园爱情的纯真美好；以“励志成长”
为主题拍摄短视频，有的讲述奋斗的职场
人，有的聚焦体育健儿的追梦路。这些主题
相同但内容、风格各异的短视频，显然不属
于抄袭；如果一位博主自制服化道“完美”
还原电影经典桥段，其他博主受此创意启
发，也自制视频还原相同的电影桥段，这类

“相同来源”导致的近似也不属于抄袭。
以上主题和创意近似但不构成抄袭的关

键在于，表现形式、风格、细节和个性化元
素的差异。即便是还原相同电影经典桥段，
视频制作者在服化道设计、表演形式、画面
构图等方面也会存在独立创作的空间，进而
导致显而易见的差异。通过不同的拍摄手
法、剪辑风格、音乐选择、语言表达或具体
内容侧重点，可以让相似主题和创意呈现出
不同的光彩。

例如，同是拍摄、制作“沉浸式做饭”
视频，创作者们在厨房场景下使用相似的俯
拍角度、食材特写和烹饪过程，虽然拍摄场
景和拍摄方法近似，但也能通过菜品、厨具
等拍摄对象的选择、解说和背景音乐的安
排、特写等镜头语言的运用，呈现出存在差
异的视频内容。因此，仅是场景和拍摄方
法的近似也不属于抄袭。还有一些视频使
用了相同的特效设置或者套用了短视频平
台提供的同一主题模板，这类近似就更谈不
上抄袭。

近似可能构成抄袭

如果一位旅游博主拍摄的旅行Vlog通
过社交媒体发布后，被另一位博主从旅游路
线、拍摄角度、剪辑节奏到文案内容完全

“复刻”，这类“照搬”他人作品或使用其独
创性部分的行为通常构成抄袭。再如某位创
作者设计了一段“办公室搞笑日常”剧本，
包括角色设定、对话风格和情节发展，并
拍摄成短视频。如果其他创作者沿用这套
剧本，即使更换了演员或办公室场景重新
拍摄，也可能构成抄袭。两个视频的文案
虽然存在差异，但在后视频在拍摄过程中的
镜头组合、拍摄后的剪辑安排等体现了其在

“独创性”方面“照搬”在先视频，仍有可
能构成抄袭。文案、剧本、镜头组合和剪辑
安排等均可能体现短视频作者的独创性表
达。未经许可使用短视频的原创文案、剧
本，甚至“照搬”拍摄和剪辑方案，则可能
构成侵权。

还有一种“雷同”需要释怀。如某艺人
经纪公司先后为旗下两位当红艺人拍摄生日
Vlog并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宣发。在先发布生
日Vlog艺人的粉丝团发现，另一位艺人在
后发布的生日 Vlog 在风格、取景、动作、
画面衔接等多处“近似”，大呼另一位艺人

“抄袭”。这就像两位美女去同一家影楼拍
摄写真，恰好选择了相同的产品套系，服装相
同、场景相同，以及摄影师指导的表情和姿势
也差不多……这种“近似”基本上是摄制团队
的“重复劳动”造成的，更谈不上抄袭。

综上，短视频看着像不一定是抄袭。借
鉴、模仿、追随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常态，并
非所有的相似都等同于抄袭。与小说、影视
剧一样，对于短视频的“抄袭”判断也具有
复杂性。除了复制、搬运等显而易见的侵权
行为外，各自摄制、剪辑且内容上存在一定
差异的短视频，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不能轻易地得出“抄袭”结论。对于创作者
而言，在借鉴与创新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
借鉴他人主题、创意、拍摄方法可以，但一
定要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个性化元素展现
出与在先作品的差异；同时，要坚决抵制抄
袭行为，只有尊重原创、鼓励创新，才能为
短视频行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推动其持
续健康发展。

（作者朱晓宇系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律
师，余丛薇系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短视频看着像，
就一定是抄袭吗？
□朱晓宇 余丛薇

2025 蛇年央视春晚，中国非遗探
访官李子柒携湖北省百名民间工艺大师
之一、英山缠花湖北省第六批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陈广英制作的英山缠花参
演春晚开场节目《迎福》。消息传来，湖
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版权交易中心经
理张婧琨倍感振奋。她向《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展示了更多陈广英的英
山缠花作品并说道：“陈老师的作品在我
们去年举办的湖北省民间文艺版权创意
大赛上，获民间文艺传承类二等奖。”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打造智能
区块链系统“华文链”，为符合版权保
护要求的作品颁发“双证”，推动加强
版权权属核查；携手汉口银行推出“文
创版权贷”，提供10亿元意向授信，为
文创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近年
来，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
称华中文交所）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版权综合服务新手段、新模式，在

“版权+区块链”“版权+金融”“版权+
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先后被授予

“湖北省版权示范单位”“全国版权示范
单位”“中国版权创新力企业”等荣誉
称号，并于 2024 年入选国家版权局公
布的第一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

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

健全服务体系，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汤广花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
版权产业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繁荣
的重要动力。然而，确权难、维权
难、融资难等问题长期制约着版权
价值的释放。湖北华中文化产权交
易所（以下简称华中文交所）以创
新为支点，构建“版权+”服务体
系，通过区块链确权、金融赋能、
全链条保护等突破性实践，为版权
产业蓄势赋能，打造出具有示范意
义的“湖北模式”。

版权保护是版权产业发展的基
石。华中文交所一方面通过华中版
权综合服务平台及“鄂版通”微信
小程序，提高作品登记效率；另一
方面，通过“版权+区块链”模
式，打造智能区块链系统“华文
链”，为版权保护注入科技力量。
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
性，使得作品登记和确权更加透

明、高效。通过“双证”机制，即
传统的作品登记证书和版权存证证
书，华中文交所不仅解决了版权权
属核查的难题，还为创作者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版权保护绝非简单的登记备
案，而是需要贯穿创作、传播、应
用的全周期治理。华中文交所组建
专业的法务服务团队，积极开展版
权保护宣传工作，提高了创作者和
社会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通过举
办民间文艺版权创意大赛等举措，
将版权意识植入创作源头，非遗传
承人从“埋头创作”到“主动登
记”的转变，展现出版权保护意识
的深层觉醒。

“轻资产、高成长”的文化企
业常因缺乏抵押物陷入融资困境。
华中文交所与汉口银行联袂推出的

“文创版权贷”，以版权质押为核

心，为文创企业提供了融资新渠
道。通过建立“线下软数据+线上
大数据”评估模型，将版权资产转
化为信用资产，从而使海豚传媒
2000万元授信、松冷科技1000万
元融资等案例成为可能，真正实现
了“知产”变“资产”，不仅缓解
了文创企业的资金压力，更激发了
企业的创新活力。

无论是“区块链确权”解决权
属认定难题，“版权金融”突破价
值变现瓶颈， 还 是 “ 全 链 条 保
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华中文交
所的实践揭示出，版权产业的现
代化转型需要技术创新、服务创
新和制度创新的协同共振。站在
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起点，希望华
中文交所的创新探索，激荡“一
池春水”，为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以创新激荡版权产业发展活力
□汤广花





























  ■记者手记

“我们在华中文交所的帮助下完成
作品登记后，更有底气将珍贵的民间
文 艺 文 化 资 源 融 于 山 庄 的 各 个 角
落。”南窑嘴泥塑非遗传承人、湖北
省鄂州市佳源山庄董事长熊佳虔说，
有了版权赋能，今年山庄将进行一定
程度的改造，届时游客步入山庄，将
欣赏到独特的绘画、书法、屏风、摆
件等原创作品，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文
化体验。

熊佳虔的“底气”来自于华中文
交所开展的一系列版权保护工作，特
别是通过“版权+区块链”模式，搭建
了区块链版权存证溯源与监测维权系
统，对符合版权保护要求的作品发

“双证”，即一次作品登记可获取传统
的作品登记证书和进行区块链上链存
证的版权存证证书，推动完善版权权
属核查。

程锐告诉记者，2022年起，华中
文交所开展探索版权服务新模式，以

区块链技术为驱动，联合武汉大学国
家网络安全学院团队共建省级科研课
题《面向数字版权保护的智能区块链
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共同搭建湖北
省版权保护领域第一个区块链系统

“华文链”。在版权保护环节，基于区
块链自身难篡改、易溯源等特点，衍
生出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等技
术，并对符合版权保护要求的作品颁
发“双证”。其中，作品登记证书由湖
北省版权局签章颁发，可作为权利证
明材料广泛应用于版权授权、版权维
权、无形资产评估等各场景；版权存
证证书通过人工智能去重、区块链技
术生成等，实现版权信息的永久保
存、版权归属的明晰、权属链条的可
追溯性和可靠性等。

目前，华中文交所已先后登记存
证版权作品 1 万余件，湖北省“终身
成就艺术家”获得者周韶华的《黄河
魂》等近30幅知名绘画作品、汉绣非

遗传承人肖兰的 《汉承楚韵谱新篇》
等10余幅刺绣作品均实现了在线确权
登记，获得了确权“双证”。

为有效降低创作者版权保护成
本，解决版权因缺少证据维权困难的
问题，华中文交所正与武汉市公证协
会联手打通省域“公证链”，建立“区
块链+版权+公证”新模式。“华文
链”联合武汉市公证协会借助区块链
技术，解决版权创作过程中的确权
难、存证难等问题。华中版权综合服
务平台上传的数据经过区块链存证后
具有法律效力，已实现了与公证处互
认。创作者只需在创作的关键环节上
链存证，就能获得公证机构颁发的电
子数据保管单，形成独一无二的“数
据指纹”。程锐说，“华文链”系统预
计实现区块链链生应用、文化数据服
务、节点部署、快速建链、产业互链
等功能建设，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版权+区块链”应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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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民间文艺版权创意大赛后，
我身边的民间文艺传承人都树立起了版
权保护意识，创作的作品都会进行作品
登记，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陈广英
说，自己的缠花作品跟随李子柒登上春
晚舞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
同时，她和同行们也更担忧作品被侵
权，希望华中文交所能提供更多衍生服
务，帮助广大艺术创作者保护自己的合
法利益。

作品登记是版权保护的重要保障。早
在2011年3月，经湖北省版权局批准，华
中文交所获得作品登记代办资质，开始从
事作品登记和保护等相关业务。“我们通
过建立版权规范管理机制，与湖北省版权
保护中心打通接口，方便企业和创作者进
行在线作品登记。我们还注重打通版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强
化版权全链条保护。”湖北华中文化产权
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程锐介绍说，华
中文交所打造的华中版权综合服务平
台，为广大创作者和高校、协会、企业等
用户提供专属登记系统，并具有作品登
记管理、版权资产统计与分析、版权数据
运营等多种功能。目前，一大批作品通过
该平台进行了作品登记，涵盖美术、摄影、
文字等多个类别。

在此基础上，华中文交所开发的
“鄂版通”微信小程序，进一步提高了
作品登记效率。湖北美术学院、武汉科
技大学等高校学生、毕业生设计作品
3000余件，都陆续通过“鄂版通”小程
序进行了登记确权。

版权宣传保护重在日常。华中文交
所组建了专业的法务服务专家团队，积
极配合湖北省版权局、省版权保护中心
开展版权保护、维权诉讼等宣传教育工
作，共同提高创作者和社会公众的版权
保护意识，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版权的
良好社会氛围。例如，多次在武汉、宜
昌、黄冈等地就《著作权法》和版权保
护等内容进行宣讲，各区域的文联协
会、报社电台、文艺团体、文化企业共
50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通过举办湖北
数字文化创新发展论坛，组织召开版权
品牌保护与维权工作座谈会，倡导成立
版权品牌保护服务联盟等，进一步加强
版权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 4—9 月，
由湖北省版权局主办、华中文交所承办
的湖北省民间文艺版权创意大赛，将作
品征集类型分为“民间文艺传承类”

“民间文艺创意数字衍生类”“民间文艺
传播产品开发类”三种，经过初赛、网
络公众投票、复赛三轮角逐，诸多优秀
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脱颖而出，受到广泛
关注，既挖掘了湖北民间文艺版权资
源，又促进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推动
民间文艺版权成果应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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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版权事业增活力 以儿童图书业务为核心的海豚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项专利、商
标和著作权，基于此，汉口银行给予
其综合授信2000万元，目前已发放贷
款1000万元，助力企业进一步扩大经
营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武汉一额
创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数字文旅、
新媒体整合、文创与IP开发运营等为
主营业务，是腾讯文旅华中区域的核
心服务商，汉口银行为其实现融资300
万元；松冷 （武汉） 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专利和
知识产权，包括73项专利和51条商标
信息，汉口银行为其实现融资1000万
元，助力企业不断创新业务、拓展市
场……像这样以版权质押进行贷款的
文创企业，在湖北还有许多。

这得益于华中文交所携手汉口银
行于 2022 年 8 月正式推出的“文创版
权贷”金融产品。依据文化企业“轻
资产、高成长、融资难”的特点，汉
口银行依托华中版权综合服务平台，
为文化企业提供专利权质押融资、版
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等文创金
融系列产品，充分满足不同发展阶段
文创企业的融资需求。

“文创企业多为轻资产型中小企
业，缺乏传统抵押物，融资渠道较
窄。‘文创版权贷’精准聚焦这一痛

点，以版权质押为主，搭配多担保方
式贷款，大大降低了融资门槛。”程锐
介绍说，汉口银行共向华中版权综合
服务平台相关生态企业提供10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为文化企业创新发展注
入金融活水。华中文交所则积极开展
投融资对接活动，先后举办了 20 余
场，1000 余家企业和投资机构参加。
自“文创版权贷”推出以来，已为35
家文化企业累计投放专项信贷资金逾3
亿元。

程锐表示，为湖北文化企业量身
打造特色文化金融产品，更好地支持
区域文化企业发展壮大，是华中文交
所的重要职能之一。汉口银行科技金
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汉口
银行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肩负着
支持区域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和荆楚文
化发扬壮大的使命与担当。

据了解，2009年以来，汉口银行
在国内银行业率先起步，持续推进科
技金融创新，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设立了全国首个持牌经营的科技金
融专营机构，打造了“1+N”一站式
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立了包含“人
才贷”“风险池”“专精特新贷”“科企
贷”等30余项创新产品在内的“投融
通”产品体系，搭建了以银行为核
心、聚合多类投资机构的“投贷联

盟”合作平台。
记者了解到，“文创版权贷”的创

新与便捷，同样体现在办理流程上。
企业可通过线上或线下多种方式提出
申请，汉口银行会安排专人第一时间
对接，配备专业的文化产业信贷服务
团队；运用符合文创企业特质的评价
模型，将“线下软数据+线上大数据”
相结合，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优化
审批提款流程，为企业提供高效、便
捷的融资服务，满足文创企业“短、
频、急”的资金需求。

“资金的注入，不仅缓解了文创企
业的资金压力，更激发了企业的创新
活力和发展潜力。许多企业利用贷款
资金投入研发、拓展业务、培养人
才，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在文化
市场中崭露头角，为文化产业的繁荣
增添了新动力。”程锐说，在湖北省版
权局的重视与指导下，华中文交所牢
牢牵住登记确权的“牛鼻子”，紧紧握
住金融服务的“助推器”，时时抓住版
权保护的“原动力”，努力提升版权服
务体系和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湖
北版权产业蓄势赋能。未来，华中文
交所将以设立湖北省作品版权服务中
心为契机，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为
更多文创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
动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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