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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动漫的版权保护

汤兆志  张辉 

编者按：当前，在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动漫产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文化产业

的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这一产业的纵深发展，围绕着该产业相关的版权保护问题也越

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在此，本刊邀请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的工作人员结合实

例，就动漫的版权保护作比较全面的介绍。 

动漫即“动态的漫画”，将平面的漫画美术作品动态化，并与数码合成技术等高科技相

结合，在产生出的四维空间技术快感中融入了生活细节和运动魅力，给消费者以视觉享受。

目前，动漫已扩展至卡通、网络游戏、手机彩信、多媒体等新兴产业，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动漫的版权保护贯穿于动漫产业的各个阶段。一般说来，动漫产业分为三个阶段：漫画

阶段、动画片阶段、动漫衍生产品阶段。通常认为，漫画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平面)美术作

品，动画片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动漫衍生产品则属于(立体)美术作品。 

一、漫画的版权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

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漫画作为动漫产业的基础，对其保护应从保

护美术作品的角度出发，结合漫画本身的特征，在版权登记、许可使用和侵权认定等方面进

行。 

版权登记主要是对著作权人身份的认证，作品登记证书可以作为权利人的初步证据，也

是权利人许可使用和转让版权的重要凭证。漫画创作完成后，著作权人可以自愿进行版权登

记。作为动漫基础的漫画，创作往往由团队(如工作室)完成，故认定著作权人非常重要。 

认定著作权人的依据往往是合同。无论是工作室、法人单位，还是其他组织完成的漫

画，通过合同约定著作权人非常必要。例如工作室的负责人和其雇佣的人约定，法人单位和

其职工约定。而在委托创作时，约定著作权的归属更加重要，否则，漫画的著作权属于受托

人。 

漫画的第一次使用往往是出版，常见的出版形式是杂志刊载或者连载，或者是出版漫画

单行本图书。第二次使用是把漫画动态化，做成电视动画、电影动画。利用电视动画、电影

动画的形象，开发动漫衍生产品，如玩具、文具、生活杂货等，则是对漫画的第三次使用。 

无论是以出版、许可他人做成动画片，还是以开发动漫衍生产品等方式使用漫画，著作

权人均可以把一种或几种使用方式，授权一家或多家单位(或个人)使用，以专有使用或非专

有使用的形式使用漫画。签署许可使用合同，对于没有明确许可的权利，仍然属于著作权

人。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如何认定侵权，是漫画版权保护的另一重要问题。认定侵权的事

实基础是两幅漫画在表达方式上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法律基础是未经合法授权。何为实质

性相似?笔者以为，一般人施以一般的注意力认为两幅作品相似就可以了，不应有更高要求。 

二、动画片的版权保护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

的画面组成，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动画片是借助一定的技术手



段，将平面的漫画动态化，摄制在一定的介质上，符合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定

义。 

保护动画片的版权，主要从版权登记、许可使用、诉前禁令、主张损害赔偿等方面进

行。 

与漫画一样，动画片创作完成后，也可以进行版权登记，动画片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

有。制片者在制作动画片时，应当取得漫画著作权人的授权，且应当给漫画作者在动画片里

进行适当的署名。若没有版权登记，根据合法出版物上的署名，也可以认定动画片的著作权

人。 

动画片主要用于电视台播放，一部好的动画片，经过电视台播放后，可以产生不计其数

的动漫衍生产品。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电视台播放他人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应当取得制片者许可，并支付报酬。司法实践中，亦有电视台非法使用动画片被判侵权

的案例。 

深圳一公司享有两地产影视动画的著作权，片长分别为5分钟和6分钟，深圳某电视台在

其“今日写字楼”栏目的片头中未经合法授权，播放了两影视动画，时间约10秒至15秒。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电视台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该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万元。 

除授权电视台播放外，动画片的权利人还可以许可他人出版VCD、DVD，也可以行使信息

网络传播权，将动画片用于网络传播。若出现未经许可使用的情况，例如电视台盗播、出版

社盗印、网站所有者侵权使用，权利人均可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以立即和有效制止侵权。 

诉前禁令是指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

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在起诉前向法院申请责令停止有关行为

的措施。申请诉前禁令，权利人应按法院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否则，申请将被驳回。 

侵犯动画片的著作权，侵权人需要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民

事法律责任；可能还需要承担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被处以罚款的行政责

任；如果触犯了刑律，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何计算侵权损害赔偿额往往是权利人关注

的。 

赔偿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有三种：原告的损失、被告的获利、法定赔偿50万元以下。对

于侵犯动画片著作权的行为，如电视台盗播等，权利人可以其损失主张赔偿，举证如授权其

他电视台播放的所得等。如果无法证明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获利，可以主张50万元赔偿。 

三、动漫衍生产品的版权保护 

一幅好的漫画、一部好的动画片，可以催生大批的动漫衍生产品。以《铁臂阿童木》为

例，其衍生产品涉及玩具、文具、生活杂货、衣服及做衣服的材料、食品和餐具以及其他多

种门类、多种物品。动漫衍生产品创造了动漫产业50%以上的产值，也是侵权盗版的重灾

区。 

一般来说，动漫衍生产品(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上的(立体)美术作品。保护动漫衍生产

品，应综合运用所有法律手段，而以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综合保护可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 

1.动漫衍生产品/作品的版权登记 

动漫衍生产品涉及到很多门类，只要符合著作权法上美术作品的概念，权利人均可以进

行版权登记，且版权登记具有多种重要作用。动漫衍生产品一般没有合法出版物，也不会以

署名确定著作权人，故以登记证书确定著作权人就非常必要，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重要途

径。 

对动漫衍生产品的版权进行登记时，权利人的困惑往往是如何登记的问题。一个动漫形

象在一类物品中如玩具，就可能存在多个动漫产品，这些产品的差别很细微，而一个动漫形

象的衍生产品种类繁多，一个形象存在数量不菲的动漫衍生产品。难道要将每个作品都进行

登记吗? 



确实存在将每个动漫产品都进行版权登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涉嫌侵权的产品和已

经登记的版权产品存在的差别很细微，则可以认定两作品实质性相似，成为认定侵权的事实

基础。加之费用等因素，对每种产品的主要形象作版权登记，并不降低对权利人保护的程

度。 

在动漫产品表达方式上是否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问题上，若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可以委

托有资质的版权鉴定机构，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等，对两作品进行同异性比

对。如果是由有关机关委托的鉴定，鉴定报告经过一定程序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

据。 

2.保护动漫衍生产品版权的途径 

对动漫衍生产品的版权保护，权利人可以民事诉讼、行政投诉或者刑事途径维护权利。 

权利人对侵权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民事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进行。对于能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主体，权利人可以选择此方式，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 

发现侵权事实后，权利人可以向各级版权局进行行政投诉，版权局经过立案、调查等程

序后，对侵权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责任，并可就经济赔偿问题进行调解。

行政投诉程序对于街头游商、民事诉讼意义不大的侵权者效果明显，制止侵权的力度较大。 

在行政处理的过程中，如果版权局发现侵权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涉嫌犯罪，则会

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或销

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被告人刑罚。当然，著作权人若有充分证据，也可以直接报案或刑事自

诉。 

权利人可以同时以行政投诉和民事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在认定侵权成立的前提下，侵权

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还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若出现了有关机关追究犯罪嫌疑

人刑事责任的情况，按照“先刑后民”原则，相应的行政投诉和民事诉讼程序会被依法中

止。 

3.综合版权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版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的表达方式，即作品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文字、线条、图表

等。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是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保护的是关于美感的方

案，这一点类似于作品。但外观设计不同于作品，其载体必须为产品，且必须具备工业应用

性。 

玩具、文具等动漫衍生产品符合著作权法上(立体)美术作品的概念，其可以受《著作权

法》保护，权利人在美术作品创作完成后自动享有著作权(当然可以自愿进行版权登记)，取

得的权利包括署名、发表等著作人身权和复制、发行、改编、信息网络传播等著作财产权。 

通常说来，玩具、文具等动漫衍生产品符合外观设计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应用性要

求，权利人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专利权

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

品。 

动漫衍生产品的著作权人如果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权的保护期为50年；如果是公

民，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而人身权没有期限，版权保护期限较长，无须

支付费用。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期为自申请日起10年，每年应当支付专利权费用。 

权利人可以对玩具、文具等动漫衍生产品同时进行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版权具有

自动产生、保护期限较长、无需维持费用等有利因素，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权利明晰、保护力

度较高等有利因素。故以《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综合保护动漫衍生产品是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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