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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界面 ．

互联网时代法律如何保护新闻作品
——从

一

张猴子拍 的照片说起
内容提要 在互联网时代 ， 特别是在移动互联时代 ， 每

一

个人都是新闻的使用者 ， 但也可能是新闻的传播者 、 生产者 。 所以在这

个时代 ， 人人都可能涉及到新闻和新闻作品的法律问题 。

关键词 版权保护 著作权 新闻作品 时事新闻

□ 文 ／金海军

―

、 在著作权法上并没有
“

新这是
一

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 可以继号码簿 、 节目预告表这样的事实数据汇编

ｆｌＨ乍品
”

的概念。续观察法院将如何处理 。 而形成争议的原形式 ， 阐明了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必须具

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概念与生活中或因之
一

是 ， 法律上对于新闻作品是没有定备的条件 ： 作品不仅是由作者付出劳动或

者其他学科领域中的作品概念可能有所不义的 。 在著作权法上只有
“

作品
”

的概者辛勤的投入独立完成的 ，
还需要具备

同 。 从
一

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照片说念 ， 而没有
“

新闻作品
”

的概念 。 从法律
“

最低程度的创造性
’

’

。 这个创造性的标

准
，
就体现在作者对事实或者思想进行表

照片中是
一

只猴子对着镜头的脸部；



达时的取舍 、 选择与编排 。

特写。 ２０ １ ５年９月 ，
就因为这张照片而在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分类是按照表达

麵細
＇

Ｈ引发了
一场诉讼 ，

各方当事从的不同方式为标的 ， 并不是按照銳的内

汶带昭片县否构成作品 ． 如里县作品谁县容
．

ｆＣＴＷＳ ｉＴｍ 文学类还是艺术类

权利人而发生争议 °緊 乂 巧 ：

二
： ：

；ＭＫ 来划分的 。 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种類 ：

实际上 ，
这 张 照片 是

－

只 名 叫
一

文字作 品 ，
□述作品 ， 音乐 、 戏剧 、 曲

Ｎａｒｕ ｔｏ的猴子的自拍照 。 事情是这样的 ， ：

？

＾麵詳麵：酵
艺 、 舞蹈 、 杂技艺术作品 ， 美术 、 建筑作

英国
－

位野生动物摄影ＷＤａ ｖｉ ｄＳ ｌａ ｔｅ ｒ到品 ， 摄影作品
，
电影作品和以类廳制

印尼苏拉威西岛上拍摄当地的野生猴子 ，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等 。

⑶
所以 ，

一

他把相机架好之后刚走开 ’

一

群猴子好奇
个新闻作品从法律上讲 ， 可能是文字作

地凑过来 ， 其中这只就对着相机镜头做出的角度看 ＜只能按照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定ＳＳ

各种表情 ，
拍出了

一

系列照片 。 义来确定争议对象是否构成作品 。
（ 电台报道与评论 ） 、 摄影作品

，
也可能

摄影 师将这段故事上传 网络
，
照片我国 《 著作权法 》 和 《 著作权法实是视听作品 （ 电视报道与评论 ） 。

迅速走红 ， 还被收入维基百科 。 但间题来施条例 》 对于作品有
一

个定义 ：

“

本法所新 闻 类作品涉及著作权保护争议

了 ， 谁拥有这张照片的著作权 ？称作品
，
是指文学 、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的 ， 就需要放在这些特定的种类中加以认

美国的
一

个动物保护组织ＰＥ ＴＡ认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定
，
而不能笼统地称之为

“

新闻作品
”

。

为 ， 照片的著作权应该归拍照的这只猴成果 。

’ ’ １

２
１

这
一

定义相对抽象 ， 但其中有

子 ，
所以代表猴子提起诉讼 。 而摄影师认一

点很明确
，
即作品必须是

一

种具有独创二
、 ￥［ ］ 彳可理 角￥

“

时事新闻
”

不

为自 己为此花了很多钱 ，
购买装备 ， 远涉性的智力成果 。受著作权保护？

重洋到南亚的雨林里来寻找 、 拍摄动物 ，关于如何确定独创性的问题 ，
有过新闻作品

一

旦被认定为作 品 ， 当然

所以应当享有照片的著作权 。 还有
一

方是一

段很漫长的过程 。 美国最高法院 １ ９９ １年就受到著作权保护
，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

维基百科
，
它认为这张照片不应该有著作 的Ｆｅ ｉｓｇ

ａ

判决 ， 以及中国法院 １９９４年在争议 ？

权 ， 而是属于公共领域。

１ １

１

广西煤矿工人报案
１

４
１

的判决 ， 对于像电话原因在于 《 著作权法 》 第５条的规

７２２ ０ １ ６ ． １Ｃ Ｈ Ｉ ＮＥ ＳＥ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Ｉ ＳＴ



版权之
“

痛
”

： 业 界学 界怎 么看

定 ：

“

本法不适用 于 ：

… …想 、 事实等等 。

时事 新 闻
”

。 时事新闻在 法所以 ， 新闻作品 受著作权

律上 也有 定义
，
它特别 强调保护 ， 不受保护的时事新闻是

的是指通 过媒体报翻单纯 指
‘ ‘

单纯事实消息
’ ’

。 酬和

事实消息 。事实尽管不受著作权保护 ， 但

《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 第 也不是可以随意盗用 。

“

对于

？ ■

：

＇

；

＇

Ｋ
－

５
ｒＭ ．Ｗｉ ｉ ｉ

ｉｉｌ ，汾卞行 为 ｎ
ｊ

？

以采取 ！
Ｉ

； 他ｒｏ 范 ＂

过报纸 、 期刊 、 广播电台 、 ？法 ， 例如 ， 对从竞争对手那里

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 窃取而不是 向 ｉｉ讯社订购新闻

息
”

。 这个用语和规定跟 《 保 的报社 ， 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

护文学艺緋挪尔秘肖 》 軸翻诉讼
’ ’

。

的规定一致
， 因为我国已经加


＾


在司法实践中
，

法院在处

入该公约 ， 负有遵守国际公约／Ｎｃ
－＾理涉及新闻报道类著作权纠纷

的义务 。案件时是如何认定作品与时事

《 伯尔 尼公约 》 第 ２ 条＜？ Ｔ新闻的呢？

第 ８款规 定 ：

‘‘

本公 约所 提我们来看北京海淀法院审

供的 保护不得适用 于 日 常 新理的
“

金报电子音像出版中心

闻或纯属报道消 息性质的 各诉北方国联信息技术公司著作

种事实
”

（
Ｔ ｈｅｐ ｒ ｏ

ｔ
ｅ ｃ ｔ

ｉ
ｏ ｎ

＼＾权纠纷案
”

。

１

８
１

案件的双方当事

ｏ ｆｔｈ
ｉ
ｓＣｏｎｖ ｅ ｎ

ｔ ｉ
ｏｎｓｈａ ｌｌｎｏ

ｔ
？＊

－

人分别是
“

人民网
”

的所有者

ａ ｐｐｌ ｙｔｏｎｅ ｗｓｏ ｆ ｔ ｈｅｄａ ｙｏ ｒ与 中华广告 网 的经营者
，

ｔｏｍｉ
ｓｃｅ ｌ ｌａｎｅｏｕｓ ｆａｃｔ ｓｈａｖ ｉ

ｎ
ｇ涉案对象是两篇新闻报道 。

ｔｈｅｃｈａ ｒａｃ ｔｅ ｒｏｆ ｍ ｅ ｒ ｅｉ ｔ ｅｍ ｓｏ ｆ ｐ ｒｅｓｓ《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 对于时事新闻的定第一篇报道主要介绍被采访工厂采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 。 它强调每 日新闻或者各沖义上升为法律 ， 从而把
“

Ｂ寸事新闻
”

这个取的环保措施 ， 包括工厂基本情况 、 具体

消息 、 事实没有著作权 ，

“

因为这类素材概念消解了 ， 替换成更加明确的
“

单纯事措施 、 记者见 闻 、 体会评论等 ； 第二篇

并不具备可以被确认为作品的要件
”

。 但实消息
”

。 换言之 ， 不受著作权保护并不报道是对第 ３６届世界期 刊大会活动的介

从另一方面看 ，

“

采访记者和其他记者用是对新闻的报道 ， 而是纯粹 的消息与事绍 ， 包括议题 、 出席人员 、 大会发言人照

于报道和评论的文字如果包含充分的智力实 。 如果这个修改草案能够获得通过 ， 那片和发言全文 。

创作成分 ， 足以看做是文学和艺术作品 ，
么这方面的规定就可以更加明确 。法院认为 ：

“

时事新 闻 ， 是指通过

则是受到保护的。

” １

６
１这个修改草案的第 丨款实际上也是源报纸 、 期刊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等媒体报

尽管在实践中对于新闻作品与时事于国际条约的规定 。 世界贸易组织 《与贸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

‘

单纯事实消息
’

是

新闻有所争议 ， 但 《著作权法 》 在此后的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
ＴＲ ＩＰＳ协定

）指对时间 、 地点 、 人物 、 起因 、 经过 、 结

历次修改中均未涉及这
一条款。 目前由国第９条第 １款规定 ：

“

著作权的保护仅延伸果等客观事实的单纯叙述 ， 不包括作者的

务院法制办公布的 《 〈著作权法 〉 修订草至表达 ， 而不延伸至思想 、 程序 、 操作方主观感受 、 思想情感或修辞 、 评论 。 此种

案送审稿 》 第９条第 １款规定
：

“

著作权保法或数学概念本身 。

”

《世界知识产权组消息构成要素简单 ， 表达形式单
一

， 且为

护延及表达 ， 不延及思想 、 过程 、 原理 、织版权条约 》 （
ＷＣＴ ） 第２条也有同样的满足公众知情权需要尽快传播 ， 因而不受

数学概念 、 操作方法等 。

”

该条第２款规规定 。 我国也已经加入这两个条约 。 而这著作权法保护 。

”

法院认定第
一

篇报道构

定 ：

“

本法不适用于 ：

……

（ 二 ） 通过报些规定所体现的正是著作权法上著名的
一

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 受到著作权保护 ，

纸 、
期刊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 、 网络等媒条原理 ：

“

思想表达二分法
”

， 即著作权第二篇报道则是时事新闻 ， 不构成著作权

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

”

可见 ， 它是把保护只涉及表达 ， 而不保护表达背后的思意义上的作品 ，
因而不受著作权保护 。

２０ １ ６
．

１ＣＨ Ｉ Ｎ ＥＳ ＥＪ ＯＵＲＮＡＬＩ Ｓ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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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对于法律 的适 用需要经过解即如果著作权人事先声明不得转载的 ，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

释 ， 因为法律条文是甶相对抽象的概念和他人未经许可就不得转载
；
其二

，
本条的作品

；

…
…

（ 七 ） 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

规则组成 ， 在司法过程中 ， 法官的作用就规定仅指报刊转载 ， 并不 涉及 网络转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 、 经济问题的时

体现为如何准确地理解法律条文 ， 进而适载 ， 未经许可而进行网络转载的 ， 仍可事性文章 ； （ 八 ） 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

用到具体案件 。能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上发表的讲话 。

” １

９
１

在上述案件中 ， 法官对于
“

时事新著作权法规定了对新闻作品的
“

合这些规定实际上是 因应互联网发展

闻
”

和
“

单纯事实 消息
”

这些概念就作理使 用
”

， 因此
， 即

“

使用
”

是有条件的新形势 ， 将合理使用的规则适用到网络

了进
一

步阐释 ， 以便对照个案的具体事的 。 《著作权法 》 第 ２２条规定在 １２种情形环境中 。 因此 ， 网络环境并非法外之地 ，

实予以适用 。 最高法院 目前正在推行指中可以进行
“

合理使用
”

， 即
“

可以不经网络经营者使用新闻作品 的 ， 仍须遵守

导性案例制度 ， 如果能够将类似典型案著作权人许可 ， 不向其支付报酬
”

而使用 《著作权法 》 和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加以整理 ， 形成关于新闻报道类作品作品。 其中与新闻和媒体相关的情形是 ：例 》 的规定。

与时事新闻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和指导
“

（ 三
）
为报道时事新闻 ， 在报纸 、 期当然 ， 在互联网 时代 ， 法律对于 网

性案例 ， 从而在实践中 引导各地法院适刊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络经营者 ， 特别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提供

用 ， 将非常有意义 。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 （ 四 ）了
一些特别的免责或限制责任的规定 。

报纸 、 期刊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等媒体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 为网络服务

三 、 互联 网 时代新 闻 作品保 护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 、 期刊 、 广播电台 、提供者 （ Ｉ ＳＰ ） 规定了
“

避风港规则
”

，

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 、 经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 、 链接月艮

互联晒实给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变济 、 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 但作者声明細网络服务提供者 ， 如果按照
“

删＋

化 ， 包括所谓的
‘‘

版权大战
”

， 也就是在
不许刊登 、 播放的除外 ； （

五
） 报纸 、 期删除

”

的要求履行义务的 ， 可以免责 。

１ １０ １

＼ｍｍＷ ｓ

刊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 《侵权责任法 》 也有类似规定 ：

“

网络服

者 、 移动客户端等等之间发生了许多辦 赃公众集会上发細讲话
，
但作者声明 务提赌翻删后未麵采祕要措施

不许刊登 、 播放的除外 。

”

的 ，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

＾ ２〇〇７＾由此可见 ， 首先 ， 媒体刊登或者播连带责任 。

”
ｉｍ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

一

案为例 ， 《新京报 》 指控后者未经授权放的是其他媒体已经发表的
“

关于政治 、解释中也规定 ：

“

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

转载其作品侵犯著作权 。 这是网络转载传经济 、 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

或者
“

公明其仅提供 自动接入 、 自动传输 、 信息存

统媒体新闻作品而发生的典型纠纷 。 原告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

， 而不是所有的新储空间 、 搜索 、 链接 、 文件分享技术等网

向被告所在地杭州法院起诉时 ， 被要求每闻作品 。 其次 ， 作者可以事先声明 ， 未经络服务 ， 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 ，

一

篇涉案文章立一个案 ，
就是７７０６篇文许可其他媒体不得刊登 、 播放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
１

１ ２
１

章需要分成７千多个案件 。 这
一

处理决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 》 是依在实践中 ， 网络经营者所提供的究

引发大量不解和疑惑 ， 认为既有浪费司法据著作权法制定的行政法规 。 在该条例的竟是内容还是服务 ， 也不乏争议 。 特别是

资源之嫌 ， 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第 ２条规定 ：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另有规在
一

种新的技术或者商业模式刚刚开始

本。 实践中 ， 互联 网上的转载量往往非常定的外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时 ， 更容易产生争议 。

之大 ， 很难按这个要求来处理 。品 、 表演 、 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例如 ，

“

今 日头条
”

使用其他媒体

《著作权法 》 第 ３３条 第 ２款规定了公众提供 ， 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 ， 并支付新闻报道的方式
，
到底是提供的链接服务

报刊转载 的
“

法定许可
”

制度 ， 即
“

作报酬 。

”

还是属于直接提供内容 ？ 从
“

央广网
”

报

品刊登后 ， 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 、同时 ，
该 条约也规定了网络环境下道与

“

今 日头条
”

网页的对比中 ，
可以看

摘编的外 ，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的

“

合理使用
”

的情形 ：

“

通过信息网络到 ， 两边的新闻报道在内容上完全
一

致 ，

文摘 、 资料刊登
，
但应当按照规定 向著提供他人作品 ， 属于下列情形的 ， 可以不但

“

央广网
”

原始网页和
“

今 日头条
”

移

作权 人支付报酬 。

”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经著作权人许可 ， 不向其支付报酬 ：

… …动端网页的不同之处在于 ， 后者把前者网

意 ： 其
一

， 本条规定有
一

个
“

但书
”

，（
二

）
为报道时事新闻 ，

在向公众提供的页中的广告全部消除了 。 尽管后者在网页

７４２ ０ １ ６ ． １ ＣＨＩ Ｎ Ｅ 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 Ｔ



版权之
“

痛
”

： 业 界学 界怎么 看

＝＝＝＝＝＝ 人 探索媒休版权保
整呈现原始网页 ， 就使原始网页失去广／ｉ／

１

＊
％

告机会 ， 本 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就无法实 形
■

ｎｊ／
‘
、

尺又
、

ｊ ｖ＾ｊｉｘ
现 。 这种做法导致 《 广州 日报 》 社 、 搜

Ｍ
．

ｌ

ｒ
＜

．

＿
内容提要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 创造智力 成果并有所呈现是职责所在 ， 而保护 自身

ｆｆｌ ，

所创造的作品价值 ， 则 需要依靠法律中所规定的版权 。 因此 ， 加强版权保护 ， 就是在维护

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

“

今 曰头条
”

自身的核心产品 ， 不仅有益于媒体的良性发展 ， 更有益于新闻作品的广泛传播 。

的经营者
）

， 形成一系列案件 。 当然 ，关键词 版权保护 人民网 维权 诉讼

在国家版权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对相关

案件的处理当 中 ，

“

今 曰头条
”

也与大

量新闻作品或新闻报道提供者 、 经营者

达成了许可协议 。

在移动互联时代 ， 新 闻内容的使用□ 文 ／滕 力

确实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 不仅需要考与许多媒体类 似 ，
以往

，
人 民网目前 ， 人民网已经与５０）多家网站达

虑保护的问题 ，
实际上还有如何使用的问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 部分网站未经授成信息使用协议 ， 通过维权诉讼获得的收

题 ， 即如何以高效 、 低成本的方式让新闻权 ， 擅自 使用人民网的新闻 作品 ， 并且人上百万元
，
在新闻作品版权诉讼方面积

内容 、 新闻报道获得传送 。 同时 ， 新闻作没有 约 束地篡改标 题和 内容 ，
歪 曲文累了丰富的经验 。

品的传播与使用也是
？

个与市场和利益相意 ， 吸引公众眼球 。 这样的情况不仅破

关的行为 。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兼顾各方利坏了行业版权秩序 ’
更带来了恶劣的社 版权权属无瑕赃是维权的基础

益
，
可能是

一

个更为深层的问题 。会影响 。对于传统媒体 而言
，
最重要 的是

在新技术 、 新媒体和新市场的条件为 规范市场 秩序 ， 保 障人 民 曰报理清 盘根错节的 版权 关 系 ， 把握好职

下 ， 新闻作品的保护与使用涉及诸多方社报系作品在互联 网上的有序 传播 ，务 作 品的 界 限 。 法律所规定 的职务作

面 的改革与创新 ， 诸如新闻作品的权利２０ １ ２年 ，
人 民 曰 报社与 人 民 网共 同品有 两类 ，

一

般 的职务作 品 ，
版权权

与 归属 、 新闻作品的价值和实现模式 、签署了 《 著作 权 及相 关权利相互许可属还 是归 作者享 有 ， 单位 只有优 先使

新 闻作品的许可授权方式 、 新闻作品对协议 》 ， 人 民 日报社将发表在 《 人 民用权
； 特殊的职务作品 ， 需要满足

一

公众与社会的影 响等 。 而 明确 的规则日报 》 《 人 民 日报海外版 》 上作 品 的定的 条件 ， 或 者 由作者与 单位约 定版

和有效的 司法或执 法措施 是新 闻与媒信息 网络传播权 以独 占使用许 可的 方权 归属问题 。

体进行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法律保式授权人民 网 ， 并且授权人 民网可以人民网通常采用协议约定的方式
，

障
＝ ？ （

作 者 是 中 国 人民 大 学 法 学 院自 己的名 义 ， 对 外开展 维权工作 。 因采编人员与报社签署职务作品版权声明 ，

教授 ）此
， 自 ２０ １ ２年至今

，
我们

一

直在北上或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在职期间为完成工

【＃ 】广深等地开展新 闻作 品的维 权诉讼 ，
作任务所创造的作品 ，

作者享有署名权
，

［

ｌ

｜

ｈ 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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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ａｍｕ ｉ ｔ

－

ｐｅ ｔａ取得了
一

定进展 。其他权利 由单位享有 。 这样 ， 单位就有了
｜

２
１
《 著作权法 实施条 例 》 第 ２ 条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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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丨

广 西 广播电 视报社诉广 西煤矿工人报社 电视节 目
］作 。 在司法诉讼中 ，

作品权属也是法院首
預告表使 用 权纠 纷 案 ．

《 中华 人民共和 国 最高人 民法院公

报 ＞
Ｕ １

，年 （ １ ） ？先审查和考量的问题 。

｜

５
Ｊ
《 著作权法 》 第 ３条

｜

６
］ 丨

７
丨
 ＜保护文学和艺 术作品伯 尔尼公约 （ １９７ 丨年巴—好人好报 晚报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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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

［

Ｍ
ｊ

，

刘波林译 ．北京 ： 中 国人 民大学 出 版

１
丨

心著綱权案件中 时事新 闻的认定－Ｍｉｔ作品 内容合适是维权的核心

报道 著作权■ 纟 Ｈ 纷案评析 》 ＬＨ ．科技 与法律，

２川 ⑴ ．著 作 权 法 第 五 条规 定 了 时 事 新
［

９
ｉ 《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 第 ６ 条，^

丨

丨 〇
｜

《
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 約 ４条＿＿＿＿＿＿＿＿＿＿闻 ， 第二 十二 条 规 定 了合 理使 用 制

＂ １ 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 第
３６条

丨

丨 ２
丨

＜ 获 高 人民法院 关 于 审理侵害信息 网络传播权ｍｗｔｍ ｉｄｍｒｋＭｉａｍｍｍｒｒ§度 ， 这些都 是对作品著 作权的 限制 。

民事纠纷 案件适 用 法律若干问 題的规定 》 第 ４条

２ 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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