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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文艺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但其著作权保护存在不足，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和民间

文艺的传承发展。明确权利主体是保护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的关键，构建集体管理制度可以确保民间文

艺作品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本文深入探讨了我国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构建问题，

分析了现状、问题和可行性，提出了构建策略，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与定位，建立了完善的著作

权备案登记制度，制定了合理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机制，并强调了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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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carr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national spirit, but their copyright protec-
tion is insufficient, which affects the enthusiasm of creator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Defining the subject of rights is the key to protect the copyright of folk works, and 
building a coll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lk work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of copyright of folk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in China,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feasibility,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clarifies the functions and position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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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establishes a perfect copyright filing and registration system, 
makes a reasonable copyright royalty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ro-
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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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

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间文艺是对过去历

史的一种见证，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石，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指引人们的审美境界，守护着人们的精神家园。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创新，民间文艺及其构成要素逐渐被人们发现并利用，促使民间文

艺从精神财富走向物质财富。我国民间文艺历史悠久，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普遍流传，例如《花木

兰》等电影直接取材于中国民间文艺元素，但其来源地群体却并没有因此受益甚至消费产品时需支付版

权费用。尽管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对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的保护给予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但仍未形成相对具体的、完善的法律规范加以保护和规制。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

和创作热情，也制约了民间文艺作品的有效利用和传承发展。学界对于著作权归属问题，即权利主体的

界定问题，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因此，对民间文艺作品进行法律保护，使其更好地传承，确定民

间文艺作品权利主体是关键。只有明确权利主体，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当侵权行为发生时，相应主体才

能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首要的是要明确此类作品的归属，之后再研究相应的权

利义务划分以及相关责任分担等问题。 

1.2. 研究现状 

在理论界，有关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与管理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有学者提出对著作权法制度

进行一定修改来保护民间文艺作品；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将民间文艺作品视为普通作品适用《著作权法》

的保护，将其权利主体认定为国家，对于使用民间文艺作品的行为应当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收取一定的费

用，该费用用于支持国家的文化发展。民间文艺作品永久受法律的保护；还有学者认为不能适用《著作

权法》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处于公有领域，缺乏独创性，且民间文艺作

品不属于个人创作成果，而版权法律只保护个人创作成果而不保护集体创作成果，因此应当在著作权法

体系之外构建一个特殊的权利保护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反对用著作权法

保护民间文艺作品，主张通过公法加以保护。尽管学者们观点各异，但都对权利客体、权利主体、权利

内容、保护期限、权利限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在实践中，像《乌苏里船歌》案这种典型案件仍然少见。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乌苏里船歌》的整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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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是赫哲族民歌的改编作品，并认为当地政府作为诉讼主体适格。而且，法院也在不超出《著作权法》

框架的情况下，合理地保护了涉案的民间文艺作品，其在判决书中体现的精神受到了肯定，虽然同样也

面临着一些质疑。在当时并没有相关规定与系统性理论研究的情况下，其中所体现出的保护民间文艺作

品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不过，虽然从《乌苏里船歌》案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探讨，但

这种类似案例并不多，偶有出现时，不同的法院也呈现出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安顺地戏案、刘三姐案等。 
民间文艺作品权利管理主体制度如何构建，究竟应该将其当作特殊作品与《著作权法》结合，还是

探索特殊版权的建立，抑或是另当别论地设置特别权利，进行特别立法，我国学者对此均有论述。张耕

[1]认为两者之间在创作主体、独创性标准等方面无法完全耦合，直接将民间文艺作品视为普通作品是不

恰当的，视为特殊作品予以特殊保护更为恰当。胡开忠[2]提出“相对保护论”，主张在遵循著作权法基

本原理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确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著作权保护规则。严永和

等[3]认为特别保护与现行《著作权法》不可兼容，杨鸿[4]则认为特别保护与著作权保护不可偏废，应当

予以结合而非泾渭分明的对立。黄玉烨[5]主张应建立民间文艺作品的专有权制度，为其确立多元主体，

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稿，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并不完全归于著作权保护，但两者存在交集，符合条件的

仍可受《著作权法》保护。总体而言，理论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共有两种模式：绝对保护论

和否定版权保护论。前者是将民间文艺作品视为普通作品而给予版权保护，或者对版权制度进行一定改

造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后者是在版权体系之外构建一个特殊权利保护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 
由于理论界关于民间文艺作品主体问题的争议过于激烈，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无法为立法提供理

论指导，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时也未拿出民间文艺作品版权保护的具体方案，国内相关研

究也陷入了低潮。 

2. 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概念与特征 

2.1. 民间文艺作品的概念廓清 

民间文艺是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技艺的总称。其以作品著作权的概念首次出现在

1976 年出台的“突尼斯示范法”中，其英文名为“Folklore”。1982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免被滥用国内立法示范法》将客体扩展为

“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我国对此概念译法不统一，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正式译本将之翻译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译本将之翻译为“民间文艺表

达”。地方立法如《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通常使用“民族民间文化”或“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来代指民间文学艺术，并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作为保护的权利客体。我国 2014 年出台的《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将权利客体认定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 
因此，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概念应以我国法律法规为基础，首先排除公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的保护对象，例如传统仪式或体育竞赛等；其次应当排除专利法以及商标法保护的对象，例如传统手工

制品的外观设计、传统标志。民间文艺作品可以定义为：“由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内不特定成员

集体创作和世代传承，并体现其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学艺术的表达”。其作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民

间故事、传说、诗歌、歌谣、谚语等以言语或者文字形式表达的作品；民间歌曲、器乐等以音乐形式表达

的作品；民间舞蹈、歌舞、戏曲、曲艺、等以动作、姿势、表情等形式表达的作品；民间绘画、图案、雕

塑、造型、建筑等以平面或者立体形式表达的作品。 

2.2. 集体管理制度的定义与特征 

《著作权法》修订时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然而相关规定并不明确；2004 年《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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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规定更加具体。但是当时我国集体管理组织正处

于发展阶段，多数集体管理组织缺乏实际经验甚至尚未成立，存在着较多不足之处。此后经过 2011 年、

2013 年两次修订，但在其操作性上仍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律框架下，可以将集体管理定义为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大量著作权人

管理其著作权，包括授权使用、收取和分配使用费等活动的制度。 
集体管理制度旨在通过权利集中管理与代理执行，达到利益平衡，实现权利保护，具有灵活性与适

应性的特点。单个著作权人可能存在规模小、力量弱等情况无法有效管理著作权，在面对较大规模、广

泛使用的情况时，有必要进行有效的集体管理[6]。笔者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类似专利代理机构，将权利

人的版权管理权限集中于一些组织内，由这些机构代表权利人进行版权事务的协商、签约、费用收取以

及收益分配。提高处理版权纠纷的效率，同时这些组织通常拥有专业知识，能够有效维护权利人的利益。

市场竞争中，权利人处于较弱势的市场地位，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能够避免作品被非法使用且能获得公正

的报酬。此外，这一制度也有助于文化作品的推广和传播，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集体管理组织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应对新

兴领域的版权管理需求，确保权利人的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保护。 

2.3. 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特殊性 

民间文艺作品的权利主体展现出与传统版权法中明确、具体的权利主体截然不同的特征，其显著标

志在于权利主体的群体性，这一特性亦可称为集体性、群众性或民族性。这些作品并非源自个别或少数

人的创作，而是由某一地域内长期共同生活、劳动的集体共同孕育的智慧成果。这个集体可能涵盖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族群或社群。民间文艺作品深刻反映了该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

风俗习惯及思想情感，这些共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权利主体的群体性特征，并促使民间文艺

作品在集体内部得以不断再创作与再加工。 
尽管我国《民法典》与《著作权法》通常要求权利主体具备明确性与具体性，但民间文艺作品的情

况却有所不同。尽管它们可能起源于族群内的某位个体创作者，但随着族群生活的持续演进，作品在传

承与变迁中，个人色彩逐渐被共性所取代，权利主体因此变得模糊。这种群体性不仅促进了民间文艺作

品在区域群体中的持续发展与广泛认同，还通过世代更迭的创作群体，在特定区域与时期展现出独特的

个性，同时又在个性与群体性的交融中得以传承与发展。 

3. 我国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3.1. 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司法实践探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民间文艺的商业价值得以通过各种渠道体现，民间文艺作品权利主体

不明所导致的利益纠纷也随之不断涌现。 
在《乌苏里船歌》1 案中，法院认为赫哲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间曲调是这一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创作者以及拥有者应当视为赫哲族中所有群体及个人。在整个民族中，每位成员均

有权保护其不受损害。尽管原告并非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但是作为民族乡政府，其依照法律规

定，被设置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内，同时代表当地人民行使国家的公权力。从原告所扮演的角色

来看，其不仅是赫哲族其中一部分成员的政治代表，同时也能够体现出该民族的公共利益和诉求。当该

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存在着遭受他人所侵害的情况下，乡政府对辖区内赫哲族群体的公共利益加以有效

捍卫，这不仅同我国所设置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原则是一致的，同时在没有触犯到法律禁止性规

 

 

1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二中知初字第 2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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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下，民族乡政府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但是在《青海社火表演者权案》中，最终

审判结果中强调，不管是表演形式还是唱腔，均为民间文学艺术的范畴。而民间文学艺术由特定的群体

共同享有作品的创作权，不应当被纳入本案侵权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案件中以陈启花为代表的超过一

百位当地村民所代表的依旧是个体而非整个族群，无法扩及民间文学艺术。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前者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享有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出认定。个人作为原

告时其诉讼主体的资格在一些情况下也能得到认可，但是作为个人而非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在相

关权利被侵犯时有资格提起诉讼。可见民间文艺作品权利主体制度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司法审判的顺利

进行，司法审判的统一性无法得到保障。 

3.2. 我国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主要问题 

创造商业价值的群体，应当给予他们文化利益或经济利益上的尊重或能够获益。民间文艺作品权利

人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文艺作品权利管理主体不确定导致的。我国民间文艺著作权集

体管理中主要存在几个方面问题： 
其一，管理主体不确定导致无法授权。对于用于商业性使用等需要授权的使用人来说，找不到授权

组织，又不能去得到该群体的每一位成员的同意来获得授权，最终可能不得不“被迫侵权”或者放弃利

用该民间文艺。对于权利人而言，没有集体的代表性的授权管理，个人授权会导致混乱无序，最终只能

使这种权利丧失。 
其二，管理主体不确定致无法维权。民间文艺作品发生著作权纠纷时，实践中有将来源地政府、当

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等作为权利管理主体，但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合法的权利管理主体，诉讼

主体资格常常会遭受质疑，很多民间文艺作品遭受侵权的司法救济都无法顺利进行。 
其三，管理主体存在消极保护。我国民间文艺丰富多样，但相关著作权纠纷案件却不多，主要由于

群体性的权利主体对所有权概念意识淡薄，利用法律知识能力薄弱。许多案件的诉求又因权利主体资格

问题得不到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与回应，进而影响到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且我国很少有主动建立专门用

于授权、维权的群体代表组织机构，多数为发现侵权后的司法救济。 

4. 我国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构建策略 

4.1. 构建我国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著作权法律体系，为构建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

《著作权法》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 等法律法规为集体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构建民间文艺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民间文艺作品的权利主体主要享有私法上的权利，承担私法上

的义务。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集体商标的确立还体现一种集体性权利，明确集体共有，并共同使用。这都为

群体权利主体模式在我国实行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7]。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逐渐崛起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艺作为文化产业的

重要分支，其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日益凸显。为了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著作权

保护制度，以保障民间文艺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激发其创作热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民间文艺作品作为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作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构建民间文艺著

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2根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只要有不少于 50 个享有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就可以发起建立集体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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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增长为民间文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动力和收入来源，同时也对著作权保护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集中管理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为创作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个统一的交易平台。部分地区或

族群，民间文艺作品的使用量少，商业价值不高，组建民间文艺作品管理部门对政府是一种负担，将权

利委托给集体管理组织，不仅可以降低创作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作品利用率，促进作品的

广泛传播和利用，也有利于实现著作权的经济价值。更有效地管理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确保作品的合

法使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市场良性竞争。 

4.2. 明确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与定位 

被授权的集体管理组织，能以自身名义维护包括财产权与精神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其主要职责和活

动涵盖：与使用者签订许可使用合约、收取并转付使用费给权利人，以及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协商、仲

裁等相关事务。此外，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从收取的使用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管理费，以保障其日常运

营。同时，该组织亦需承担以下义务：不得签订专有许可使用合同；对于使用者提出的在合理条件下的

许可使用合同要求，不得拒绝；必须及时将许可使用费转交给权利人；并建立关于民间文艺作品使用详

情、许可费收取与转付情况及财务报告的记录系统，供相关权利人及使用人查阅。 

4.3. 建立完善的著作权备案登记制度 

建立在自愿登记原则之上，著作权的获得并不依赖于登记这一形式要件。即便未经登记，相关来源

群体的权利依然保持完整，不受任何减损。登记制度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工作大有裨益，尤

其对于那些濒临消亡的艺术瑰宝，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面临民间文艺作品权属争议时，登记记录

可作为有效证据，证明权利归属，有助于平息纷争，维护秩序。登记审查遵循形式审查原则，避免了繁

琐的实质审查过程。这是因为，对民间文艺作品进行实质审查不仅超出了登记机关的职能范围和工作能

力，还会大幅抬高登记成本，进而可能挫伤登记申请人的积极性，使他们对民间文艺作品的登记望而生

畏，最终导致整个登记制度形同虚设。 

4.4. 制定合理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机制 

构建一个公正的利益分配体系至关重要。鉴于民间文艺作品权利主体群体的独特性，为规避政府直

接介入财产管理可能导致的权利人权益受损，建议采取设立专项基金的形式。这一基金旨在确保许可使

用费等收益能够切实回馈给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地群体，并专项用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项目。例如，利用这些资金举办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推广活动，为民间艺人提供资助，以及表彰在保护

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等。 

5. 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文艺作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作权保护问题不容忽视。构建民

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保障民间文艺作品创作者合法权益、激发创作热情、促进文化传承与发

展的重要举措。通过明确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与定位、建立完善的著作权备案登记制度，以及制定合理

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机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确保作品的合法使用，推动

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一制度的构建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民间文艺作品的保护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化对民间文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

研究与实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民间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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