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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作品著作权纠纷的解决方式 

                                          王效海  

 随着图片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由于摄影作品使用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开始增多，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纠纷呢？

一般而言，由于摄影作品著作权问题而导致的纠纷大多属于民事纠纷，对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之间可以采取四种方式

解决：即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 

 协商和解：是指当事人之间发生著作权争议，双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不损害国

家和集体的正当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直接进行协商，自行解决争议。协商并不是解决著作权纠纷的

法定方式，但当事人双方如果能够就事实的认定与纠纷的解决办法达成一致，协商和解是一种最简便易行的方式。 

 比如摄影师发现自己的作品未经许可就被用在了报刊上，这时摄影师可以主动与报刊的编辑联系，告知对方的侵权行

为。如果对方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行为确实侵犯了作者的权利，而且本着友好的态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如果作

者认可了报社的做法，那么双方通过协商，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了纠纷。这样做不仅节约了双方的时间与精力，而且

不打不成交，也许摄影师还会成为报刊编辑的好朋友，为自己的作品找个好的出路。 

 焦波拍摄的《俺爹俺娘》摄影作品，未经作者许可，被某保健品公司用于广告宣传后，曾经在摄影界引起了广泛的影

响。后来，保健品公司的老总先后两次派人专程去看望老人，同时向摄影师表达了真诚的歉意。摄影师也十分理解该

公司创业的艰难，双方最后握手言和。但是协商和解必须遵从一定的原则：第一，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

和解必须是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第二，双方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第三，

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调解：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纠纷可以调解”。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人的协助下，协商解决著作权争

端。即在发生著作权纠纷时，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到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双方当事人信任的其他机

关、个人处进行调解。调解达成一致的，可以签署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应该采取书面形式，规定双方

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并由双方签字确认。双方当事人均有义务履行调解协议。 

 受到侵权的摄影师很多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一旦作者发现了对方侵害了自己的著作权，在与侵权方交涉时，有

的侵权方就开始找作者的熟人来进行调解。如果摄影师和侵权人最终能够就问题达成一致，调解成功并签署了调解协

议，那么双方都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协议。如果对方不履行协议，摄影师依然可以采取其他形式解决。如某通信公司的

“ISDN一线通”广告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了一家专业图片代理公司的摄影作品，被图片公司告上法庭。在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两被告通信公司同意赔偿原告图片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万余元。 

 仲裁：也称为公断，指争议双方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交给第三者做出裁决。仲裁既可以

是著作权侵权纠纷，也可以是著作权合同纠纷。我国实行的是或审或裁，著作权纠纷双方如果选择仲裁，实际上就是

放弃了向人民法院诉讼的权利，不能再就纠纷本身向人民法院起诉。著作权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制度，无论哪级仲裁机

构做出的裁决都是终局仲裁。仲裁制度必须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一方同意仲裁，另一方不同意仲裁的，仲裁机构不

能做仲裁。根据我国《仲裁法》，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民事诉讼：如果发生著作权纠纷，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也不同意仲裁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

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诉讼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比较其他解决纠纷的方式而言，通过法院处理著作权纠纷是一种具有权威和制约力的解

决纠纷的方式。 

 发生著作权或者其他民事纠纷，当事人双方选择哪种方式解决，出于双方自愿。摄影师在考虑以何种形式解决纠纷的

时候，应该注重这样几点： 

 1.利益侵害程度：如果自己本人受到的侵害比较轻微，比如报刊署名错误、转载自己的作品没有支付稿费等就不必采



用诉讼等方式解决问题。直接与相关单位的人员联系也许就可以获得比较圆满的结果。 

 2.诉讼成本：律师费、案件受理费、鉴定费、调查费、差旅费、诉讼费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的摄影师发现自己

作品受到侵害后，提出了很高的诉讼标的，这样做是不是有利，应该仔细考虑。因为诉讼标的越高，为诉讼支付的费

用也就越大，即便最后赢了官司，从经济利益上讲也可能是得不偿失。前两年南通市某渔都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一

则开业两周年的广告中，未经摄影师黄某同意使用了一张其拍摄的照片。作者黄某认为，在没有征得其允许就将他的

作品用于商业广告，是侵犯著作权。作者向南通中级法院提交了索赔百万元的诉状，并要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法院判决，被告仅赔偿原告5000元人民币，并承担210元的诉讼费，而摄影师黄某却要负担案件审理费人民币将近

15000元。这个案件中，由于摄影师索赔金额过高，案件审理费也就相应提高。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的金额还不够负担案

件的审理费，实在是得不偿失。 

 3.人际成本：中国比较讲究人际关系。在发生民事纠纷时，如果双方关系本来不错，而且以后还需要继续合作，那么

仅仅因为在某些小的问题上产生纠纷，完全不必要采用诉讼的方式，否则对簿公堂双方也许就没有再度合作的可能

了。 

 4.权衡对方当事人的态度。再发生侵权纠纷时，一些侵权者承认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且态度比较好，并提出了一定的

解决方案，表达了对方的诚意。因此，和解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如果从对方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对方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的诚意，或者觉得对方没有诚意履行他们做出的承诺时，最好选择诉讼。 

 5.考虑时间、精力等多种因素。有的摄影师很忙碌，根本没有时间顾及侵权问题，因此选择和解方式处理纠纷，可以

节约时间、精力去从事创作。一旦选择诉讼就要考虑诸如：聘请律师、收集证据、递交诉状、出庭参审等许多事宜，

而且一般的普通程序从立案到一审判决，法定期限是6个月。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不是有价值，摄影师也应该认真

考虑。 

 目前摄影作品被盗用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图片市场的发育与成熟。维护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不

仅关系着摄影师个人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图片市场运作机制。摄影师一旦发现自己

的作品被盗用，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无论采取哪种解决方式，一定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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