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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本文探讨的是建筑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保护的相关问题。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关建筑作品的界定问题。在对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建

筑作品范围的界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建筑作品应该包括建

筑物、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建筑作品著作人身权与所有

权的冲突与协调。建筑作品的人身权具有特殊性，权利人在行使其人身权时，可

能发生著作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著作权通常要让位于所有权。第

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建筑作品复制权与外观专利权的冲突与协调。建筑作品财产权

中的复制权，是一项重要和复杂的权利，本文分析了作者复制权的行使过程中与

外观设计专利的冲突表现及原因。在复制权与外观专利权冲突问题的解决上，我

们提出了尊重在先权利原则、一次卖绝原则和中和举证责任原则，这三个原则可

以很好地解决建筑作品复制权与外观专利权之间的冲突问题。第四部分是结语。

在结语部分，我们对全文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立法现状重点说明了建筑作品著作

权保护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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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rchitectural works author's copyright protection 

related question .The full text altogether divide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 architectural works. it’s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ational and the local construction work scope definition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in the foundation, proposes author's view, namely architectural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building design drawing and building model.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architectural works on the personal rights and ownership of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The personal rights of architectural work is unique, the 

right people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personal rights, there will be a conflict in 

ownership and the copyright,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copyright usually subordinate 

to ownership. The third part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flict in architectural works 

reproduce industrial design patent right, and coordination. The reproduction right in 

architectural works property is important and complex. In this paper, as the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roduction right and industrial design patent right, we give 

the principle of the first right is respected, the principle of selling out o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c burden of proof. These three principles can be well elimin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production right and industrial design patent right.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In the conclusion, we conclude that copyright protection is 

important and special which based on the status of China's legislative. 

 

Keywords: Architectural works; Personal rights; Reproduc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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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导   言 

建筑设计是一项极具创造力的工作，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建筑设计

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的建筑作品给城市增添了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然而不论是建筑作品的设计者还是施工者，都面临着建筑设计的

著作权保护问题。 

建筑作品由于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技术性的综合特点。与其他一般作

品相比，其著作权问题具有较多的特殊性。在著作权领域，人们对建筑作品的认

识还远远不够。比如，建筑作品的范围是怎样的?建筑作品著作权人享有的人身

权和财产权有哪些特殊性?它们应该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对建筑作品进行著作权

保护的时候会发生哪些权利冲突？这些冲突应该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可以

说人们还知之甚少，司法人员在处理这些与建筑作品著作权相关的案件时，也会

因为无所归依感到茫然。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国理论和实践中都很少

有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审判实例，涉及建筑作品保护的著作权

法条文更是屈指可数。基于以上原因，本论文集中对建筑作品的界定和建筑作品

人身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建筑作品复制权与外观设计专利的冲突进行探讨。由于

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客观上存在着资料十分有限的这种特殊情况，所以写作该

论文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从著作权法的基本法理入手，并运用比较、分析、归纳、

演绎等方法，来对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中的权利冲突展开论述和探讨的。本文

的一些提法和观点肯定有不尽合理之处，这一方面需要作者去进一步的加以研

究，另一方面也需要作者在实践中去检验和修正，同时也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不

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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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筑作品的界定问题研究 

建筑作品的范围，是研究建筑作品著作权的立足点，只有明确界定建筑作品

的范围，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研究建筑作品保护的有关问题。建筑作品在我国立

法上被限定于具有审美意义的建筑物或构造物。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的看法

是建筑作品不仅包括建筑物或构造物，还应该包括与建筑物有关的设计图、施工

图和建筑模型。所以为了展开对建筑作品著作权的研究，本文有必要对建筑作品

的范围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建筑作品范围的立法建议。 

第一节 国际上建筑作品界定概况 

国际社会为了对知识产权实施保护，己经形成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作品的

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上由国家间或政府间组织机构组成的，旨在

通过国家之间以及政府之间的合作，促进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为特定目

的而根据协议建立的常设组织。目前国际组织经过努力对建筑作品的范围给予明

确界定的成果有，1986 年于瑞士伯尔尼签订，并经多次修订的《保护文学和艺

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其中第 2 条第 1 款中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包括文学科学

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图画、油画、建

筑造型与建筑或科学有关的插图、地图、设计图、草图和立体作品。从该款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公约将“建筑作品”和油画归入一类，认为“建筑作品”属于美

术作品，而将建筑设计图、草图及建筑模型归入另一类单独的作品。显然，在公

约中，“建筑作品”仅指建筑物本身，而不包括建筑设计图及模型。①另外一份文

件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 1986 年底公布的，该文件指出，

建筑作品应当包括两项内容:建筑物本身、建筑设计图与模型。②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对建筑作品范围的划定也是各不相同的，就其对建筑作品

的重视程度而言，世界上有些国家甚至就建筑作品单独立法。美国是“世界版权

                                                        
① 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编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大纲及必读法律法规汇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1,316—317. 
②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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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成员国，为保护建筑作品 1990 年通过了《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法》，该

法中划定的建筑作品范围是指具体体现在有形载体上的建筑物图样，不仅包括建

筑物本身，而且包括建筑物平面图或图样等，还包括图样中各种距离和要素的安

排和组合，但个别规范性特征除外。①英国 1988 年版权法第 4 条明确规定了“以

建筑物或建筑模型出现之建筑作品”受版权法保护，同时在该条中解释到：“建

筑物，包括任何固定结构，以及建筑物或固定结构的一部分”。②英国版权法把建

筑作品归入了艺术作品一类，而建筑设计图则属于另一类艺术作品。意大利和日

本的规定与英国有相类似之处，即将建筑作品和建筑设计图分开规制，建筑作品

仅是指“定着于土地上的构筑物”，而不包括建筑设计图，将建筑设计图划入图

形作品一类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我们从上可以看出，各国不论是对建筑作品单独立法保护还是作为著作权法

的保护客体之一，对建筑作品的保护是仅存在两种立法例的，一种立法例把建筑

物、建筑模型和建筑设计图一体保护，认为建筑作品是由三者组成的。比如，美

国等国家(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保护方法)。另外一种立法

例认为建筑作品仅包括建筑物本身，把建筑模型和建筑设计图归入美术作品或艺

术作品予以保护，而把建筑设计图及模型归入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另一类作

品。比如，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即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方法)，各国只是对

建筑作品本身的界定上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对建筑物、建筑模型和建筑设计图

都要予以保护。 

第二节  我国关于建筑作品界定的立法缺陷及建议 

一、我国关于建筑作品界定的立法现状 

我国大陆和香港均采取了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方法，即建筑作品仅指建筑物本

身，把建筑设计图及其模型归入了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另一类作品。我国《著作

权法》第 3 条第 4 项，是这样规定的：“美术、建筑作品”，第 3 条(7)的规定是： 

                                                        
① American Jurisprudence,Second Edition，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343. 

② 中外版权法规汇编编写组.中外版权法规汇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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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在香港，

建筑作品是艺术作品中的一类，包括了建筑物和建筑模型，同时又在平面美术作

品中包括了建筑设计图纸。①我国台湾地区则采取了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的保护方法，即把建筑作品作为一类单独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认为建

筑作品包括建筑设计图、建筑模型、建筑物，范围广泛。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

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 

（四）美术、建筑作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下列作

品的含义： 

…… 

（九）建筑作品，是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 

……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建筑作品的范围的界定与国际流行的做法

并不一致，或者说，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建筑作品仅指建筑物本身。 

二、立法缺陷 

我们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对与建筑有关作品的区分保护格式，有一定的

缺陷： 

第一、与国际上对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立法差距明显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了建筑作品的著作权，

第 3、4、5 条还专门规定了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中的一些特殊问题。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建筑作品作出了统一规定：“建筑作品通常包括

设计图、草图和模型以及已完成的建筑物或其他建筑结构。”按照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1986 年底公布的文件，它应当包括两项内容：1、建筑物本身。2、建筑设

                                                        
① 陈倩.论与建筑有关的著作权问题[J].著作权,2001,(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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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作品与模型。①1990 年底开始生效的美国《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法》给出的建

筑作品的定义为：以任何有形媒介表达体现的建筑物设计，包括建筑物、建筑方

案或者设计图。作品包括设计要素和空间的安排与组合以及全面形式，但不包括

个别的标准特征。②我国立法对建筑作品的范围界定，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

国的做法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将建筑设计作品作为建筑作品加以保护在我国并

未得到承认。 

第二、割裂了与建筑有关的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与建筑有关作品的创造是一系列的过程，从 初设计图纸到 终

建造完成均是设计师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艺术创造甚至生活阅历有形化的过程，

无论平面的建筑设计作品还是建筑模型以及 终的建筑物本身都是设计师对建

筑艺术的独创性的智力创造成果的体现，因此人为割裂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

违背常理的。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建筑作品的实用性，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建筑设

计作品的根本目的不是欣赏，虽然有欣赏的可能与必要，但 终目的是要创造出

建筑作品（模型或建筑物），否则就失去了意义。在建筑物产生的过程中，从设

计到竣工，建筑物事实上可以处于不同的层次或状态：建筑设计作品、模型和建

筑物本身。建筑模型以及建筑物都是来自于各种设计图，建筑物是建筑模型的放

大版、现实版，两者并没有实质的区别。设计图与建筑物在形式上是不相同的（一

个平面，一个立体），似乎这种表面上的差异是我国《著作权法》割裂它们内在

联系的 根本的原因。 

第三、客观上不利于对建筑作品的保护 

《著作权法》对与建筑有关的作品都给予了保护，但建筑设计作品及模型的

保护与对建筑作品的保护着眼点是不同的，单纯以工程设计图及模型作品对建筑

设计作品及模型进行保护，这样做忽略了建筑艺术的独创性特征，不利于对与建

筑有关的作品的整体保护，不利于建筑艺术的繁荣发展，也不利于司法实务对侵

权的认定。虽然对建筑设计作品的认定可采用“比对”的方法，从而决定是否“实

质相似”，但从图纸到实物来认定是否侵权是 直观的方法。这种方法以非专业

                                                        
①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2. 

② [美]克里斯托弗.瑞曼. 张晓军译.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A].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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