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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版权运用与保护 推动线上演播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报要点】线上演播产业尽管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版权精品少、

运营经验不足、侵权争议频发、表演者保护缺位和法律规则适用不

明等问题。建议开展精品演播培育工程，完善相关公共服务体系，

落实新《著作权法》的保护要求，加大司法和行政保护力度，推动

数字技术措施的运用。

一、线上演播产业的版权发展现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演出行业化挑战为机遇，

借助线上演播途径实现快速发展。当前，线上演播产业呈现三

大良好发展态势：一是线上消费潮流兴起，知名演播品牌涌现。

例如，今年以来国家京剧院、中央歌剧院、草莓音乐节等单位

和平台开展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线上演播，既获得较高点击量，

也打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二是演艺机构加速转型，演播产业

生态更加丰富。大量演出机构加强与互联网平台合作，转向创

作、表演适合网络传播的作品，形成了包括创作生产、宣传运

营、经纪代理以及文化衍生等环节的全新产业链。三是促进优

秀文化传播，助力文化繁荣发展。疫情期间，大量非遗表演、

歌舞、曲艺等作品借助线上演播突破时空界限，使文化发展成

果惠及更多群众。

二、线上演播产业存在的版权问题

（一）缺乏精品版权演播项目，版权管理运营经验不足

一方面，线上演播传播范围广、受众群体多元，因而对作

品的创作和表演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从实践来看，一些线上演

播将传统小剧场的表演原封不动搬上网络，存在相互抄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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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同质等现象，缺乏创作精良、表演精湛的演播内容。另一方

面，据媒体调查显示，仅有 23.8%的观众熟悉并经常观看线上

演播，如何“出圈”并实现盈利成为演出机构面临的难题。事

实上，大多数演出机构对于线上版权运营严重缺乏了解，即便

手握优质作品，也因无法有效开展推广、授权以及发行衍生品

而难以收回成本。

（二）侵害作品版权争议频发，合理使用认定标准不明

线上演播以网络公开传播为方式，以作品及其表演为内

容，由此引发大量版权争议：一是演播、改编他人作品未获授

权许可，侵害原作者的改编权、表演权和广播权等权利。二是

演出机构未能及时对职工创作的作品是否构成职务作品进行

认定和登记，从而陷入可能侵权的境地。三是演出机构未与演

播平台和制作方约定权利归属，在收益划分和后续利用过程中

产生纠纷。四是其他平台未经许可转播线上演播内容，侵害作

者和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五是部分线上演播援引“免费表演”

这一合理使用条款进行侵权抗辩，如何认定“不以营利为目的”

亟需司法实践的澄清。

（三）表演者权利保护缺位，平台避风港原则适用受阻

从面对面表演到线上演播，传播方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利

益保护诉求，也引发新的法律适用困境。对于表演者而言，一

方面，表演身份被隐匿、表演形象被歪曲篡改的现象仍时有发

生，演员群体的精神权利亟待保护。另一方面，尽管表演者因

其表演被直播或录播而产生经济权利，但单个表演者维权难、

职务表演缺乏配套奖励的局面导致演员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其为演出机构提供的宣传推广、制作播

放等业务使其负有更高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平台在线上演播涉

及侵权时是否可以主张适用避风港原则、应承担何种侵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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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需要理论和实务的进一步探究。

三、加强线上演播产业版权运用与保护的建议

（一）开展精品版权培育工程，推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培育 100

个以上线上演播项目，完善线上演播商业模式，打造舞台艺术

线上演播知名品牌”。因此，主管部门应保障财政金融、风险

投资、人才支撑等政策向相关主体倾斜，鼓励通过线上演播讲

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形象。同时，完善涉及线上演播的版权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线上演播版权一站式服务平台，发布

线上演播版权工作流程指引，促进作品权利信息的收集共享，

引导演出机构开展版权梳理和登记，协助其完成作品授权许可

交易，开展版权运营培训。

（二）落实新法权利规定，提升司法保护力度

2021 年 6 月 1 日，新《著作权法》生效，新法落实了《视

听表演北京条约》的保护要求，完善了作者权利体系，加大了

惩罚力度。未来应以落实新法规定、加强司法保护为目标：一

是严格保障表演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综合运用损害赔

偿、赔礼道歉等责任承担方式，细化职务表演配套措施，切实

提高表演者法律地位。二是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设，进

一步推动线上演播产业作品授权许可的集中化、便利化和规范

化发展。三是提高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

的主体适用惩罚性赔偿，提高侵权成本，发挥司法审判的震慑

作用。四是发挥司法审判的能动性，既要充分肯定公益线上表

演的合理使用诉求，也要认清借免费表演之名行推广盈利之实

的商业套路，同时依据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类型合理认定平

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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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行政执法监管，引入数字技术措施防范风险

线上演播的侵权行为具有损害后果易扩大、损失难以计算

挽回的特点。因此，应加强事前防范，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切

实避免权利人遭受损失。第一，应严格行政执法监管，厘清市

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执法权限，开展相关培训以提高执法人员

素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封禁侵权线上演播。实行线上

演播备案登记机制，设立侵权演出机构和平台黑名单。定期开

展重点专项行动，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及时通报检查和处罚结

果。第二，演出机构和互联网平台应加强技术合作，使用区块

链、智能合约等方式记录作品和表演的权利信息，借助技术手

段避免线上演播被非法接触、复制并传播。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1 年 6 月被《文化和旅游

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撰 稿 人：黄玉烨、杨依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