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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听听专家怎么说

个人朋友圈发亚运内容
吗？

本报记者 赵磊

开发商售楼蹭“杭州亚运会”热

度，商业活动中随意使用亚运会吉

祥物人偶，自行生产印有杭州亚运

会“三小只”的文具⋯⋯这些行为，

都侵权啦！

杭州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近日，杭州亚组委以“保护亚运知识

产权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举办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

高峰论坛，旨在更好宣传杭州亚运

会，展现亚运知识产权保护成果，提

升全社会对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保

护的关注度。

截至目前，在亚运筹办工作推

进过程中，杭州亚组委已妥善处置

170 余起亚运会知识产权侵权及隐

性营销等方面的案件。如何能增加

公众对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的了

解，并在今后的活动中树立合法合

规使用杭州亚运会知

识产权的理念？针

对 大 众 比 较 关

心的几个问题，

记者帮你咨询

了 多 位“ 圈 内

人士”，听听他

们怎么说。

想商用亚运吉祥物形象？
官方授权很重要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关于亚

运标识、吉祥物的合理使用范围。怎么用是合理的，

怎么做又涉嫌侵权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获得权利人的

授权才能去使用。而不是说亚运会在我家门口召

开，我就可以去使用亚运会相关的标识、名称、吉祥

物等元素，一定要获得权利人的许可。”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高端智库、中国

政法大学体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袁钢说，对于包

括吉祥物在内的大型体育赛事的标志等无形财产或

者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上都做了原

则性的规定，而杭州亚运会的组委会也发布了相应

的一些指引文件。

袁钢举例说，杭州亚组委法务部去年处理的一

个案件就非常明显——某开发商在广告用语当中就

提到了亚运会，阐述了楼盘距离亚运会赛场有多远

等内容，让你感觉它跟亚运会有关系，这些隐性营

销、打“擦边球”的行为，其实都是构成了对权利人的

侵害。“办一个赛事很难，赛事的组织者最重要的一

项权利，就是财产性权利，组织者需要维护相关权

利，才能顺利组织和承办这样的大型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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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朋友圈发亚运内容侵权吗？
要看有没有“伤害性”

如果是个人，拍一个很简短的视频，拍一张照片，

发在朋友圈说“我参赛了”或者“我观看比赛了”，这其

实并不构成侵权，而是属于个人合理使用的范畴。袁

钢提醒说，大众还是要去区分合理使用，还有商业性使

用和非商业使用的区别。

“如果上传到抖音或者小红书，获得了好几十万的

点赞量这种呢？”

“这就属于商业性的使用了，例如网红或者‘大V’

博主等，他们的账号依靠传播量去带货盈利，想通过体

现亚运相关元素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眼球，这就构成了

明显的侵权。”袁钢说。

界定发在社交平台的内容侵权与否，是否是看发

布者的粉丝量或者点赞数呢？

“并不是的。”袁钢解释说，司法界定中，主要去判

断和考量的内容，还是你的行为会不会对权利人造成

实质性的伤害，“如果是纯粹的个人使用，宣传推广亚

运会，没有从中牟利行为，对权利人来说可能还是好

事。”

那如果侵权了，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

袁钢表示，在法律层面，会要求侵权的一方承担法

律的相关责任。依据相关规定，可能是要求侵权方停

止侵权行为，并赔礼道歉等。如果有商业性使用造成

了权利人经济损失的话，则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些在法

律上是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

自媒体“二创”合不合规？
有无原创观点是评判标准

一些比较热门的大型赛事直播过程中，哪些画面

是自媒体创作者在“二次创作”范围内允许使用的，哪

些会涉嫌侵权？

“体育赛事的侵权最主要的方式是对直播的侵

权。”对此，中国版权协会副秘书长王旗作了阐述，大型

赛事的直播流通常是受到保护的，如果没有经过授权，

在电视直播的时候接上信号去传播，必然会造成侵权。

除了未经授权链接直播流之外，如果在现场拿外

录设备，一边录一边直播，也是侵权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会造成侵权：赛事结束之后，

如果你没有获得授权，对赛事中的精彩瞬间进行集锦

剪辑，比如说把所有得冠军的镜头，或者说足球进球的

瞬间集纳起来剪辑，这都是不行的。

“因为体育赛事最精彩的就是夺冠或者进球的瞬

间。如果未曾获取授权，随意把一场比赛浓缩成几分

钟，实际上把最核心的内容流出去了，这都是涉嫌侵权

的。”王旗说。

如果球迷在看球的时候，顺便在自己朋友圈里不

停地发比赛进展，这样会被允许吗？

对此王旗表示，虽然个案都要经过司法部门的判

断，来确定是不是属于侵权行为，但是相关部门不提倡

这种做法。

对于当下网络上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创作者的“二

次创作”，是不是也不被提倡？

“不是说‘二创’就能完全规避法律问题。”王旗说，

“二创”也需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创作。比如一部电

视剧，自媒体说我“二创”了，一集 30 分钟的剧集，

我切成了 1 分钟或者 10 分钟的集锦，整个剧情都

是连贯的，这个叫什么“二创”？

但是如果是为了做一个评论，截取非常短的

素材，为了说明一个观点，风险就会相对小一些。

如果是完全照搬，例如一部电影，用三五分钟把整个

剧情都涵盖进去，这个节目内容就很难说是“二创”，会

有很大的侵权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