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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管理

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新浪潮的推动
下，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文
化创意版权作为创意创新成果的权益保
障，对文化创意创新产业落地转化、推
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2024 年 12 月，山东
省文化创意版权中心（以下简称版权中
心）应运而生。近日，山东省文化创意
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孙美华接受《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畅谈版权中
心新发展与创新举措。

加速创意成果的市场化进程

作为山东省文化创意设计行业协
会策划、构建的文化创意领域的版权
综合服务中心，版权中心围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重点打造文化创意领域的著作权
登记、版权交易、版权保护、IP 孵化
等工作的服务平台，加速创意成果的
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努力为行业构
建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意版
权生态环境。

山东省版权局于2024年1月批准开
展作品登记工作，为版权中心提供合法
资质支撑。孙美华告诉记者，版权中心
成立背后是政策驱动、行业需求与技术
机遇的多重加持。“传统版权保护存在
登记效率低、侵权追溯难等问题，急需
技术驱动的专业化服务平台；高校师
生、中小创意企业对版权转化需求迫
切，需打通创作端与产业端的资源壁
垒。”她提到，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为版
权确权、存证提供了可信技术基础，推
动版权管理数字化转型。

据记者了解，成立之初，版权中心
明确了相关职责，包括著作权登记，推
出“青未计划”赋能版权相关行动，
旨在通过专项人才培养，深度挖掘并
保护山东省属高校师生的优秀原创作
品；版权交易方面，打造版权交易平
台，促进版权作品的市场流通和交
易；版权保护方面，加大版权保护力
度，提供版权法律咨询服务，维护创
作者的合法权益；IP 孵化方面，积极
推动 IP 孵化和培育，助力优秀文化作
品的商业化进程。

横向特色与纵向创新显著

截至记者采访时，版权中心已落地
数月，服务对象涉及两方面，首先是内
容创意群体，涵盖高校师生（特别是艺
术设计类专业）、广告创意团队、文化
创意设计公司、数字科技公司等，广泛
覆盖从个人创作者到中小型创意企业。
其次是产业转化主体，包括出版社、影
视制作公司、动漫游戏开发商、文创产
品生产商、品牌企业等，旨在通过版权
合作推动跨界融合与产业升级。

孙美华告诉记者，经过实践，版权
中心在基础服务建设、校企联动、产业
赋能三方面的成果斐然。“搭建‘线
上+线下’一体化平台，版权中心提供
著作权登记、版权授权、版权保护、IP
孵化等全链条服务，持续促进确权存
证、登记等业务的提升。”她透露，版
权中心首批签约8所高校，后续可依托
山东省近100所高校，通过版权宣介、
赛事服务、校企对接，推动高校优秀
作品市场转化。同时，建立版权授权
数据库，降低交易门槛。通过产业联
动，推动影视、动漫、文创等领域的跨
界合作。

如在服务内容上，“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平台中，线上平台围绕山东

省委、省政府的重点文化项目，积极对
接山东省优秀的文化资源与平台，联动
创意输出方，提供著作权登记、版权交
易、版权保护、IP 孵化与展示等一站
式在线服务。线下版权中心定期举办版
权知识讲座、工作坊、版权授权交易会
等活动，增强面对面服务能力，让高校
师生的优秀作品、广告团队的广告作
品、文化创意公司的文创作品、数字科
技公司的优秀数字 IP 作品得到更好的
版权保护与服务体验。

如在校企联动与赛事服务上，版权
中心与山东省重点艺术高校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定期举办作品登记宣讲会、创
意作品展示会，鼓励学生作品商业化尝
试。同时，积极举办或联动各类文化
创意赛事、展览，如动漫节、授权
展、设计周、文创产品展等，建立设
计赛事与版权中心的紧密联动机制。
通过赛事平台提高优秀原创作品的版权
赋能与转化效率，拓宽版权交易渠道，
促进产业对接。

“版权中心横向与纵向特色显著。”
孙美华说，在横向特色上，“区块链+
版权”模式实现作品快速、灵活确权，
双证（著作权登记证书、区块链确权证
书）提升了作品权益保障水平。在纵向
创新上，版权中心打造“赛事+版权”
服务体系 （如“瑞兽呈祥”），将版权

服务嵌入创作前端，提升成果转化率。
2024 年 12 月版权中心正式启动

后，已完成首批高校签约；同期，版权
主题讲座通过创建齐鲁大讲堂平台，正
式向行业进行推广。

全链条打通创作到产业化

区块链技术是版权治理的前沿议
题，基于实际工作，版权中心积累了相
关创新经验。“技术落地上，通过区块
链实现作品快速确权存证，解决传统登
记耗时长、举证难问题，提升司法效
力。数据互通上，建立版权授权数据
库，链上信息共享，降低交易信任成
本，推动跨界合作。”孙美华建议，要
探索区块链在侵权追溯等场景的深度应
用，推动跨链合作，与司法、金融平台
对接，构建版权保护生态联盟。

目前，版权中心四大核心领域已取
得突破。在著作权登记方面，版权中心
推出“版权赋能高校”相关定向服务，
并通过“赛事+版权”助推文化创意产
业良性发展；版权授权方面，逐步建立
标准化授权数据库，覆盖出版、影视等
领域，实现线上流程化管理；版权保护
方面，深度运用区块链确权存证技术，
通过数据查重手段保障原创性，强化法
律效力；IP 孵化方面，推动 IP 在动
漫、游戏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通过校
企对接缩短市场化周期。

孙美华告诉记者，版权中心已经在
深化服务与行业联动方面的规划重点工
作，“要拓展‘版权赋能高校’相关定
向服务的覆盖范围，增设优秀版权案例
展示中心，提升作品曝光率。同时积极
参与国内外版权展会，推动成立区域版
权联盟。”她表示，未来将在政策支持
与司法协作方向继续发力，争取专项资
金补贴优秀创意作品的孵化与转化，降
低市场化门槛。与法院共建侵权快速处
理机制，提升维权效率。

“实现模式创新，‘区块链+版权’
‘赛事+版权’双轮驱动，全链条打通
创作到产业化。注重资源整合，校企联
动与跨界合作实现版权价值最大化，这
是版权中心在山东这片沃土上探索的宝
贵经验。”孙美华告诉记者。

山东省文化创意版权中心通过模式创新，以区块链+版权+赛事——

打通转化链 实现版权价值最大化
□本报记者 朱子钰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大省，
云南始终将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
展作为重要使命。近年来，云南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跟

《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创新实施
“版权+”战略，推动版权工作与民族
文化建设深度融合，探索出“作品登记
促文化传承、传承创新助产业发展”的
特色路径。

国家版权局日前公布关于 2024 年
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云南省 2024 年
版权作品登记量达 177814 件，同比增
长62.16%，连续3年增速超50%，登记
总量位居西南地区前列，为民族地区文
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充分发挥民族资源优势

2024 年，在各地区著作权主管部
门和登记机构共同努力下，云南作品登
记总量大幅提升，登记活跃度不断提
高，作品类型结构多元化，版权服务工
作站作用持续发挥，反映出云南在版
权保护领域的积极努力和不断进步。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云
南省版权局了解到，近年来，云南省
深挖民族特色资源，作为作品登记工
作的突破口。针对云南多民族文化资
源富集的优势，云南省版权管理部门
通过进企业、进机关、进园区等专项
行动，深入民族手工艺、民间文艺聚
集区、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领域，开
展版权知识宣讲，覆盖全省 10 个州
市，有效激活民族文化创作的版权保
护意识，充分发挥民族文艺资源的独
特优势，不断提升社会民间文艺版权
保护意识，强化民间文艺版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通过构建“省—市—县—工作站”
四级联动机制，云南已经形成全省 16
个州市全覆盖版权服务网络。2024 年

全省登记量超额完成目标的 148.18%，
较 2020 年增长近 15 倍。这其中，临
沧、红河等6个少数民族聚居州市贡献
近70%登记量，西双版纳、怒江等自治
州实现超100%增长，德宏州景颇族目
瑙纵歌、迪庆州藏族黑陶等特色文化项
目登记量同比提升86%。

云南在全省设立版权服务工作站
时，特别在民族文化保护区、传统工艺
集聚区增设特色服务窗口，建立民族作
品登记绿色通道，形成“创作—登记—
保护—转化”的全链条服务，推动登记
作品质量显著提升，涌现出一批兼具民
族文化内涵与市场转化价值的精品力
作，探索出民族文化版权保护与创新发
展的特色路径。

从作品登记类型来看，云南省的版
权作品已经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摄影
作品占比 74.08%，大量聚焦哈尼梯田
光影、傣族泼水节盛况等民族主题；
23675件美术作品完成确权，涵盖建水
紫陶等传统民间文艺作品。

探索民间文艺转化路径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许多珍贵资
源面临失传的问题。云南针对人口较
少地区的民族濒危技艺，版权局以建
立版权服务工作站的方式，力求打通
作品登记的“最后一公里”，现在，云
南版权服务工作站已经成为民族地区
服务枢纽。

记者看到，云南全省 53 家版权服
务工作站登记量占比 38.89%，其中 11
家民族特色工作站表现突出。

随着作品登记的数量增多，云南也
在探索版权转化民族产业路径，推动民
间文艺与现代产业相融合，努力将丰富
的民间文艺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与发展。个旧斑锡、剑川木雕、华宁土

陶、建水紫陶、滇绣唐卡、彝族刺绣以
及掐丝珐琅等，这些特色工艺品在版权
的保护下焕发出了长久的生命力。

丽江滇绣唐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通
过传承并创新滇绣技法，整合各民族的
刺绣资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其
作品《白族少女》《泸沽湖之恋——海
藻花》《世尊》等广受称赞，多幅优秀
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物馆收藏并展出。该公司高度
重视作品的版权创建和保护，对原创作
品积极进行登记，对需要使用的创作素
材也不吝惜经费购买版权，还制定了完
善的版权管理制度，鼓励公司员工创新
创作。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
县已经有 1200 余年的历史，2024 年，
建水县成功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促进试点地区。建水紫陶文化产业园
2020年紫陶产值达40亿元以上，作品
申请和授权总量年均增长15%以上。园
区十分重视培育版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
业，推动建水紫陶产业逐步成长为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

昆明德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2
年被评为“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云
南省版权示范单位”。在昆明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掐丝珐琅彩画第六代传承人邓
璧玲的带领下，公司研创出诸多适应时
代发展的制作新方式，将云南的历史遗
迹、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山川河流自然
风光等元素与现代设计艺术融为一体，
创作出一系列富有云南特色的艺术作
品。旗下昆明拾翠国际民艺园区也在积
极探索和尝试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
工作。

推动作品类型多元化发展

当前，云南版权保护工作仍面临一
些挑战。尽管全省作品登记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和
先进省份经验，仍有进步空间。例如，
部分州市登记量占比过高，区域间发展
不均衡，文化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摄影
作品占比过高，音乐、影视、设计等类
型登记量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版权局也制
定了相关计划。下一步，云南省将强化
宣传推广，提升社会版权意识，利用线
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宣传作品登记的
重要性和流程，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整理并发布作品登记和保护的成
功案例，通过实际案例展示作品登记在
维护自身权益、促进作品传播和商业开
发等方面的作用，激发创作者的登记积
极性。

对于作品登记量较少、增长缓慢的
地区，加强政策宣传和工作指导，鼓励
当地创作者进行作品登记，提供上门服
务和指导，帮助解决登记过程中的实际
困难。同时，加强与各行业协会、文化
机构的合作，鼓励创作者在不同类型作
品领域进行创作，特别是对于登记量较
少但具有发展潜力的作品类型，推动作
品类型多元化发展，提高各类创作活动
和竞赛中作品登记的服务水平，提供作
品登记绿色通道。

据了解，云南省未来还将加强工作
站建设，提升服务效能，定期组织工作
站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提升其专业
素养和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服
务质量。鼓励工作站探索创新服务模
式，如开展线上登记指导、预约办
理、快速审核等服务，提高登记工作
的便捷性和时效性。探索价值转化驱
动的激励机制，建立工作站与省内现
有版权交易平台版权作品孵化、推
广、交易等服务的合作机制，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版权作品开发，让创作者
切实受益，激发广大创作者登记热
情，开启云南版权工作新篇章。

云南省深挖民间文艺特色资源，作品登记量连续3年增速超50%——

作品登记促文化传承 传承创新助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朱丽娜

如何通过版权保护与转化赋能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活
力？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一直
在努力。

近日，广州市荔湾区版权局在广州地
铁11号线石围塘站举行“荔湾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与促进——‘艺启荔湾，版权同
行’开往春天的版权列车”启动仪式。作
为2025 年“创意花城”广州版权宣传周重
要活动之一，此次“开往春天的版权列
车”将“行驶”至5月4日，通过地铁空间
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版权+”体验场
景，展现荔湾传统文化魅力与版权保护创
新成果，推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
点建设走深走实。

生动呈现版权保护成果

《中国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 记 者 了 解
到，此次活动采用版权主题地铁列车作为
文化传播载体，在广州地铁 11 号线定制
专属主题车厢，深度融合岭南建筑色调与
非遗技艺纹理，通过现代视觉语言诠释传
统韵味，集中展示民间文艺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版权转化作品，生动呈现版权
保护成果。

八节车厢分别承载着以陈少芳、张民
辉、谭广辉等非遗大师为代表的“三雕一彩
一绣”、剪纸、泥塑、西村窑等版权作品，
以及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白云
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采芝林药
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IP。此外，策划方还
将民间文艺的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相结合，
单独打造“荔湾全民阅读”主题车厢，向大
众科普版权知识。

记者走进广州地铁 11 号线列车车厢，
就像踏入一个移动的版权博物馆，在这条移
动的“版权文化长廊”中，可以充分感受到
传统文化“版权+”的沉浸式体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版权是创新的动
力。”广绣 （与潮州的刺绣合称为粤绣，粤
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绣）市级非遗传承人、广州市荔湾区青年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协会会长王新元说，

“荔湾区作为广州市中心城区，拥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民间文艺创作活跃，是广府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广绣在当下的传承
与发展，得益于版权保护赋能作品转化、艺
术创新。”

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州市荔湾区
于2024 年成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
进试点地区之一。这次打造“开往春天的
版权专列”，是该区入选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促进试点地区后的一次创新尝试，推动
版权保护与民间文艺传承深度融合，通过
版权保护赋能，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

“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涵，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创意的完美结
合。”广彩 （广州织金彩瓷） 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谭广辉与翟惠玲二人一边阅览成果展
示一边对记者说，“版权主题专列承载着文
化记忆与版权价值，让我们在行进中感受荔
湾民间文艺的魅力，作为广彩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我们也期待版权保护为传统文化
带来无限可能。”

荔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往春天的
版权专列”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非遗传承
人等多方资源，探索“非遗+版权+文旅”
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促进民间文艺作品价值转化

作为广州市首个版权主题列车，此次
活动通过空间展示、数字传播等多维形
式，既展现了荔湾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凸
显了版权保护对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作
用。“我们希望通过非遗+版权+文旅的融
合创新，让更多人认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
性。”广州玉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尹志强
如是说。

扫描车厢内的二维码，关注“荔湾民
间文艺版权”微信公众号，记者不仅看到
荔湾版权文创产品的独特风采，还一一浏
览近年来荔湾版权工作的成果。“这个公众
号就像是一个知识宝库，不仅能让各位了
解荔湾版权转化成果的历年回顾，更能一
睹非遗传承人的动人风采。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让版权知识更加贴近市民生
活。”象牙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民辉
对记者说。

记者还了解到，荔湾区接下来将把握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建设宝
贵机遇，持续完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促
进民间文艺作品的价值转化，为民间文艺
与非遗活态传承注入新动能，推动岭南文
化宝库在版权的促进下不断融入现代生活，
焕发新光彩。

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
“版权+”体验场——

登上开往春天的
版权列车
□本报记者 徐平

山东省文化创意版权中心成功签约8所高校。山东省文化创意版权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