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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本文在整体结构上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实用艺术作品被单列为一种作

品类型为背景，提出实用艺术品符合作品的条件之后，才能称作实用艺术作品，

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而这条件就是实用艺术品上存在表达以及该表达具有一定独

创性高度。而怎样认定表达以及表达的独创性高度需要多高，就成为实用艺术品

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提出了实用艺术品著作权法保护面临的问题。本章首先介绍了实用艺

术品和实用艺术作品概念的区别以及实用艺术品著作权法保护的重要性。随后介

绍了我国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的立法和司法情况，提出了实用艺术品保护所面

对的问题，即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法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 

第二章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本章首先

分别对实用艺术品可版权性问题中的两个关键因素——表达和独创性高度做了

理论上的梳理。然后将表达和独创性高度的原理与实用艺术作品的特点结合，提

出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一是要有独立完整的表达，二是实用艺术

品的独创性高度应与纯美术作品一致。 

第三章介绍了日本在用著作权法保护应用美术品方面的相关讨论和四个较

具代表性的案例，着重介绍了应用美术品的认定和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并

且评析了上述案例。 

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实用艺术品著作权法保护的对策。本章首先讨论了日本做

法的可借鉴性。接着从日本的经验出发，得出对我国的启示，提出了对策，其内

容与第二章的结论一致。所以本文最终从理论和日本经验两个角度证明了实用艺

术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一是要有独立完整的表达，二是实用艺术品的独创

性高度应与纯美术作品一致。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括，并提出文中所涉及到的非本文讨论重点，但却

与本文有关的更深层次的著作权法上的问题尚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实用艺术品；表达；独创性高度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兼谈日本司法实践及其启示 

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as follows: preface, main body 

and conclusion. 

In the pref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works of applied art has been 

formulated as a kind of works in the modification of Copyright Law, the opinion that 

if applied art work can be considered as works of applied art and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t has to accord with the condition of being works. This condition is 

that there is expression on the applied art work and the expression has certain 

originality. The question that how to identify the expression and the level of the 

expression ar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condition of using Copyright Law to protect 

applied art work. 

The main body contains the following four chapters: 

Chapter 1 raises the question faced by the protection of applied art work with 

Copyright Law. This chapt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pplied art 

work and works of applied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applied art 

work with Copyright Law. And then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applied art work with Copyright Law in China. 

This chapter raises the question that how applied art work can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Chapter 2 answers the question from the view of theory. This chapt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two keys of using Copyright Law to protect applied art work— the 

expression and the level of originality to pave for the following from the view of 

theory.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expression and the level of originality 

and the feature of works of applied art, this chapter raises the two factors about how 

applied art work can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One is that expression exists, 

and the other is that the level of originality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fine arts. 

Chapter 3 introduces the discussions and four cases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about using Japanese Copyright Law to protect the product of applied art in Japan, 

and mainly introduc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duct of applied art and th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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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using Japanese Copyright Law to protect the product of applied art. And then the 

cases are analyzed  

Chapter 4 discusses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applied 

art work with Copyright Law. This chapt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experience in Japan.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The enlighten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 of 

Chapter 2. So from both views of theory and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the condition of 

using Copyright Law to protect applied art work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wo factors: 

1.expression exists; 2.the level of originality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fine arts. 

The conclusion sums up the viewpoint of this article, and raises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which are not the emphases of this article but need further 

research about Copyright Law. 

Key Words: Applied Art Work; Expression; Level of Orig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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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我国 1991 年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

法》），现在正经历第三次修改，其间三稿的修改草案都将“实用艺术作品”列为

一项单独的作品类型，这也可以看作是学界对实用艺术作品的研究和一系列司法

实践的结果，可见，实用艺术作品将很可能在本次修改工作之后成为一项独立的

作品类型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但是，理论界对此看法不同。如学者管育鹰认为：

“在《著作权法》中增设‘实用艺术作品’的规定无助于解决实践中‘作品之独

创性’的判断难题……现实中难以把握的是不易作出艺术性与功能性‘概念分离’

的实用艺术作品，而这个疑难问题并不会因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了保护实用艺术作

品而消失。”①由于实用艺术品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所以对其的著作权保护这一

问题会显得较为复杂。实际上，面对该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将实用艺术作品②单

列为一项作品类型，而在认定实用艺术品是否可以纳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

范围，从而被认定为实用艺术作品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而这一认定过程包含了

两个步骤，即先认定实用艺术品是否存在独立的表达，然后认定该表达是否具有

独创性，在第二步中，还涉及到独创性高度的把握。③关于独立的表达，涉及到

艺术部分和实用部分的关系问题，即艺术部分要实现怎样的分离，对此学界有多

种看法。④而关于该独创性高度的判断标准涉及到其是否应与纯美术作品一致，

对此学界有关文献较少，且看法也有所不同。⑤因此，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法保

护面临如下问题：实用艺术品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纳入著作权法进行保护。

具体细化为：一、怎样将艺术部分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表达；二、实用艺术品的

独创性高度判断标准应低于纯美术作品还是与其一致。 

                                                             
①

 管育鹰.实用艺术品法律保护路径探析——兼论《著作权法》的修改[J].知识产权，2012，（7）：58. 
②

 笔者认为，实用艺术品和实用艺术作品不能完全等同，这在下文会提到，在第一部分也会对这两个概念

作出自己的辨析。 
③

 如管育鹰.实用艺术品法律保护路径探析——兼论《著作权法》的修改[J].知识产权，2012，（7）：58；丁

丽瑛.实用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3）：135-140；吴晓梅.实用艺术

作品的界定及保护[J].人民司法，2005，（4）：77-80. 
④

 比如吴晓梅.实用艺术作品的界定及保护[J].人民司法，2005，（4）：77；孟祥娟.实用艺术作品宜为著作权

独立的保护对象[J].学术研究，2013，（3）：47；李雅琴. 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适格性问题研究——兼论我

国《著作权法》的修改[J].湖北社会科学，2013，（8）：140-141；丁丽瑛.实用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J].政法论

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3）：137. 
⑤

 有学者认为实用艺术品的独创性高度标准应与纯美术作品一致，如吴晓梅.实用艺术作品的界定及保护[J].

人民司法，2005，（4）：77；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用艺术品的独创性高度应低于纯美术作品，如丁丽瑛.实

用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3）：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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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用艺术品兼具实用部分和艺术部分，因此，研究上述问题，关系到实

用艺术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既要将符合独创性高度的艺术部分的著作权保

护起来，又不能把实用部分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同时，实用艺术品的市场广阔，

上述问题还关系到整个实用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从

理论和日本的经验两条路径阐述笔者的看法，以期对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法保护

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有所裨益。当然，鉴于笔者学术水平和研究资料有限，本文也

只是笔者的个人理解，文中不乏缺漏之处，且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今后深入探讨，

故还有望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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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用艺术品保护的法律困境 

3 
 

第一章 实用艺术品保护的法律困境 

动物形的台灯、带有山水景雕刻的茶盘、卡通形的鼠标……在我们的生活中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成分的产品，它们往往在具备了实用功

能的同时，还有机的融入了艺术的因素，让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还能感受到艺

术的美感，平添几分乐趣。生产者也往往通过这部分艺术因素的加入，来吸引消

费者购买产品。这些产品被称为实用艺术品。由于实用艺术品兼具实用成分和艺

术成分，所以对其的著作权保护就比其他仅有艺术成分的作品显得更为复杂，使

得实用艺术品的法律保护面临困境。面对困境，提出对策之前，先以本章对实用

艺术品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理论做一个简单梳理，提出当今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

中的问题，为后文的论证打下铺垫。 

第一节 实用艺术品基本理论基础 

一、实用艺术品与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辨析 

在学术和实务中，实用艺术作品和实用艺术品这两个概念经常未加严格区分

而使用。①而关于这两个概念也各自均未有权威的定义。关于实用艺术品，有人

认为是指“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产品”；②也有人认为“实用艺术品指为实际使

用而创作或创作完成后付诸实用的艺术作品”；③还有人认为“某些物品既具有实

用功能，又具有艺术美感，被称为‘实用艺术品’（works of applied art）”。④而

works of applied art 也有翻译为“实用艺术作品”的，⑤这也就是说实用艺术品

和实用艺术作品在很多场合被认为是同一个概念。在本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第三稿中，实用艺术作品是指“玩具、家具、饰品等具有实用功能并有审美意义

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笔者认为，实用艺术品和实用艺术作品两者

                                                             
①

 参见管育鹰.实用艺术品法律保护路径探析——兼论《著作权法》的修改[J].知识产权，2012，（7）：55-56. 
②

 丁丽瑛.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对象的原则[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38. 
③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8. 
④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7. 
⑤

 关于 works of applied art 的翻译，或有翻译为“实用艺术品”的，如前述王迁老师，或有翻译为“实用艺

术作品”的，如张嘉容、罗先觉.关于我国实用艺术作品保护的反思——兼评意大利 OKBABY 公司诉慈溪

佳宝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的判决[J].电子知识产权，2009，（12）：77；以及本页注②第 39 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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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区别的，实用艺术品确实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但只有当艺术性部分

能够被认定为是一种表达，且该表达的独创性高度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才能

算作是实用艺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这样也可以突出实用艺术作品与实用

艺术品的不同就在“作品”二字上，亦即只有当实用艺术品符合了作品条件，才

称得上实用艺术作品。① 

二、实用艺术品著作权法保护的重要性 

实用艺术品广泛的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市场相当广阔，可以带来相当高的

产值。在“全国首届实用艺术作品版权保护交流研讨会”上，时任国家版权局副

局长的沈仁干先生在会议上指出版权保护会给当地人民带来发展的机遇。加强实

用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必然推动实用艺术品经济的发展。②陶瓷产品中有许多

是实用艺术品，比如瓷碗、瓷盆等，因此，从陶瓷产业的经济产值便可管窥实用

艺术品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以德化为例，德化县每年创新陶瓷产品上万件，每

年减少因侵权盗版造成的损失至少亿元以上。陶瓷产值也非常高，德化陶瓷出口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最大的工艺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
③
因此，实用

艺术品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关于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

法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 

根据激励理论，知识产权法的作用是将知识这个公共产品产权化，以此来激

励知识产品的创造，增加社会财富。而作为知识产权法中重要的一部法律，著作

权法也不例外。著作权法将在作品的创作、传播、使用等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权

利化，以此来激励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 

在实用艺术品领域，著作权法的保护也十分重要。由于实用艺术品和一般的

实用品比起来，特点就在于那一部分艺术性，这部分艺术性可以起到吸引消费者

购买和使用等的效果，虽然对激励理论尚有争论，④但至少可以说，要激励这部

分艺术因素的创作，著作权法的保护是很重要的。在生活中实用艺术品随处可见，

                                                             
①

 丁丽瑛.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对象的原则[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38. 
②

 张莉莉.全国首届实用艺术作品版权保护交流研讨会综述[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40. 
③

 参见王凌、黄发建.德化陶瓷版权保护之路初探──兼谈对发展中国家版权保护的若干启示[J].中国版权，

2012，（2）：53. 
④

 比如李琛老师就在其著作《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中提到：“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原则应从创造伦理转向

分配伦理。冷静地思索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原则，可以消解知识产权与智力创造的虚假亲

缘，破除‘知识产权法鼓励创造’的神话……”。（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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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认为其市场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意义重大。同

时，由于著作权保护期限长，权利内容多，也将对实用艺术品的创作起到很大的

激励作用。 

因此，研究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法保护，对于实用艺术品的发展和市场的运

行，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上文所述，著作权法保护实用艺术品的范围仅限于艺术

部分，且该艺术部分需要满足一定高度的独创性要求，因此，实用艺术品当中艺

术部分的划定和该艺术部分的独创性高度标准，决定了可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实

用艺术品范围的大小，这对实用艺术品的创作者、生产者、使用者等各方来说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我国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立法及司法实践现状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尚无直接提到“实用艺术品”的，唯一沾边的只有

一部行政法规，即 1992 年实施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其第 6 条提到：

“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这项规定仅仅

保护了外国实用艺术作品，却没有保护我国的实用艺术作品，所以受到了指责。

但实用艺术品和实用艺术作品是两个概念，所以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尚无直接保护

实用艺术品的法律法规。 

与立法情况的冷清相比，司法实践却热闹的多，涌现出许多案例。①在这些

案例中，实用艺术品是被纳入美术作品中进行保护的，比如在“英特—宜家系统

有限公司诉台州市中天塑业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中，法院认为涉案的椅子“在

艺术性方面没有满足构成美术作品的最低要求，因此不属于美术作品范畴中的实

用艺术作品，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广西博白新毅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与庞隆

友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也指出“我国著作权法正是通过对于美术作

品的保护，提供着对于实用艺术品的‘艺术’方面的保护……上述讼争的三款器

皿的艺术方面均没有构成作品，因此，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的范

                                                             
①

 比如（2008）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 187 号，英特—宜家系统有限公司诉台州市中天塑业有限公司侵

犯著作权案；（2007）桂民三终字第 62 号，广西博白新毅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与庞隆友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

案；（2008）二中民初字第 12293 号，欧可宝贝有限公司诉慈溪市佳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

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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