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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唐　瑜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重庆４０００００)

【摘要】如今民间音乐频繁活跃在大众视野中.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围绕着其版权的法律问题接踵而来.在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中提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与

之相对的是迟迟没有现身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导致了一系列的民间音乐作品版权空白与纠纷.

本文将从民间音乐作品版权保护的法律现状、法律困境入手进行分析,针对其出现的问题提出民间音乐作品版权保护

的建议,从而完善我国民间音乐版权的保护,助力我国民间音乐持续向好地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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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某歌手将“华阴老腔”推向大众，形成以民

间音乐为代表的“传统音乐热”，推动了民间音乐的全面发

展。 如今，民间音乐再次频繁“出圈”。 在其高速发展的

同时，一系列围绕着其版权的法律问题接踵而来。 由于民

间音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主要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因

此其源头和创作者难以追溯。 尤其是部分流传较广、影响

较大的民间音乐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二次创作，加之

当今人们对版权意识的重视，以及大部分民间音乐人版权意

识的提升，导致近年来关于民间音乐作品版权纠纷不断出

现，民间音乐作品屡遭侵权。

一、民间音乐作品版权保护的法律现状

(一)国内法律

我国目前仅适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音乐作品，最新

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关于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第三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

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著作权法》第六条中规定了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一方

面反映了民间作品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存在形式，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民间音乐版权的法律保护存在空白。《著作权法》

可以解释民间音乐作品改编的著作权及署名权，但对于民间

音乐著作权的归属，以及侵权后果的规定仍有空白之处，因

此以在现行的法律体系框架下仍缺少针对民间音乐版权保护

的解释与规定。

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解

释和说明，但由国家版权局印布的《版权工作“十四五”规

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国内立法实践和

国际推广联动。 要依托国内丰富的多民族和民间文艺资

源，推动完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国内立法，着力解决我国在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传承、利用、保护和弘扬等方面存在的

版权问题，大力发展民间文艺相关版权产业。 这一规划明

确了我国将对民间艺术作品版权的立法提上日程，加快补齐

版权保护的空白。 同时，国家版权局于２０１４年发布过《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其文件中

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

社群，由此可见国家版权局更倾向于将其著作权归属于为某

一群体而不是个人所有。 虽然并没有正式出台，但其文件

的公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音乐作品的立法实践与尝试。

(二)国际法律

在国际上，各国之间关于民间文艺作品版权的问题缔结

了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公约。 目前，在这些多边公约中，最

重要的是两项主要的世界公约，即《文学和艺术作品保护伯

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

我国于１９９２年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

约》的成员国，在国际上适用于此《公约》，在《公约》中

提到的关于保护范围的规定，公约保护的作品范围是缔约国

国民的或在缔约国内首次发表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切

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将民间音乐纳入其中。《公约》在保

护期限上提到，“对于匿名作品(没有署名的作品)和署笔名

的作品，其保护期为作品发表之日起五十年”，我国民间音

乐作品的难题之一便是保护期限难以确定，此规定对我国民

间音乐版权保护期的界定具有参考意义。

二、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由最早起源于农民生产劳动过程中，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传承而形成的，其数量众多、流传深

远，而传播方式又以口口相传为主，因此大多数民间音乐难

以溯源，导致民间音乐作品版权保护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缺少专门立法

在我国，民间音乐版权的保护目前仅适用于《著作权

法》，截至目前在云南、贵州、湖北、陕西、上海等省市陆

续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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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条例》等关于民间艺术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根据我国裁

判文书网显示，我国并没有依据以上两个文件所作出的判

决。 主要原因是其针对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

护，保护内容和范围相对有限，适用的地区也比较局限。

以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为例，该条例于

２０００年公布，适用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大，其中以“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作为本条款

的核心。 由此可以看出其条例的侧重点仍然是以民间文化

遗产，尤其是民间非物质文化为主，对于民间艺术作品的适

用范围有限。 目前我国各地区仍在陆续出台《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尽管有不

少地区仍存在加入到立法的尝试中，但由于缺少国家级的相

关实践，终究难以对症下药，效果一般。

因此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正式出台

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的相关法

律。 我国民间音乐适用的法律不足，加之《著作权法》缺

少详细规定，这些是我国民间音乐版权面临的主要困境，加

强立法保护迫在眉睫。

(二)著作权主体难以明确

由于民间音乐传播的特殊性，致使大部分音乐作品的原

创作者难以追溯，部分作品经过民间的广泛流传——改

编——再流传，使得其成为脍炙人口的“大众歌曲”，很难

定义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例如著名的《走西口》案，１９５０
年王华以笔名“华夫”在《山西民歌》上发表了民歌《走西

口》的简谱和歌词。 ２００３年，山西省版权局为歌曲收录整

理者王华颁发了民歌《走西口》版权证书。 ２００９年在中央

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走西口》，大量使用了《走西口》这

一山西民歌的主旋律。 王华老人发现后，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将该电视剧的制片方告上了法庭，经审

理法院确认该剧制片方侵权，并通过调解由被告制片方向王

华老人支付侵权赔偿金２．５万元。 此案在当时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和报道。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王华老人虽不是《走

西口》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但此作品是王华老人进行改编、

注释、整理而产生的，而原创作者无法追溯的情况下，王华

老人将认定为《走西口》音乐作品的“作者”。 在此案中，

法院认定的其著作权主体归属于该作品的记录者和整理者，

在著作权主体归属中很多流传较广的民间音乐作品真正作者

难以追溯，而仅仅将收集、整理者作为其著作权主体显然不

太符合人们对著作权人的一般认知。 我国民间艺人及民间

音乐爱好者常有自己抄写、印刷乐谱的行为，久而久之便出

现了同一作品多种相似版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

现多个地区的多个收集、整理者，版权局如何认定其著作

权？ 在版权局尚未认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主体如何归属？ 这

都是需要出台法律专门解释的问题。

(三)著作权有效期模糊

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作者的权利保护

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虽然我国民间音乐作品

大部分无法追溯其作者及其创作时间，但大部分作品也应超

过五十年。 以《走西口》王华在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认定

的登记机构办理作品登记成功的案例来看，我国的版权机构

并没有将民间音乐作品纳入这一保护期限，或者说我国版权

机构更倾向于这一类作品大多无法追溯其创作时间，将其算

入民间音乐作品版权所有人的保护期为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

年。 若是如此便有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若作品继续流

传，待目前民间音乐所有人保护期到期后，其版权是将其纳

入公共产品的范畴中还是归于流传后收集整理的“版权所有

人”所有？

如今大家所流传的民间音乐作品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

断改编、创新、更迭，其衍生的版本流传也更为广泛，追溯

其作品原版较为困难，其创作时间更是难以确定。 在这种

情况下，大多数人对于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期限尤为模糊，

追溯其保护期的成本过高，难度过大。 因此，如何定义民

间音乐作品的法律保护期限，如何计算民间音乐作品的法律

保护期，尤其是对于难以追溯时间的音乐作品如何计算保护

期限仍需法律给出明确的解释与说明。

三、完善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版权保护的建议

根据民间音乐版权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缺少相关法律

法规、主体难以明确、保护期限难以确定等问题，应当“对

症下药”提出解决建议。

(一)加快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

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中除了《著作权》法以外，缺少有

关于民间音乐版权作品的法律，其根本的解决方法无疑是尽

快推动相关立法工作。

相关立法机构、职能部门需要尽快落实《版权工作“十

四五”规划》的相关要求和任务，根据民间艺术作品的特

点，综合各方因素尽快制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实施条例》及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 同时，根据

《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加快制定、完善《作

品自愿登记实行办法》及相关的著作权配套法规、制度等，

建议由国务院牵头，统筹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我国民间艺

术作品现状及保护诉求后，联合各方通力合作，抓紧制定相

关保护条例，及时填补民间艺术立法空白。 在制定法律的

相关参考上，除了可以借鉴我国的一些地区的地方性条例，

如云南、贵州、湖北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同时也可以借鉴国际上较

为成熟的法律法规，例如《文学和艺术作品保护伯尔尼公

约》《突尼斯发展中国家版权示范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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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便是

加紧在此领域的立法工作。 目前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或是推动国务院尽快出台关于《著作权法》第六条的规定，

都能直接弥补我国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空白。

(二)建立、健全民间音乐作品主体的版权登记、查询

制度

在《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开展民间文

艺领域的作品登记、宣传推广、版权转化和版权保护工作。

现有的侵权案例大多数侵权是因为侵权方并不知道其音乐作

品不属于“公共产品”，建议由国家版权局牵头，提供全国

范围内的民间音乐作品版权查询平台，并免费对大众开放，

以此降低其侵权风险。 同时，统一完善民间音乐作品登记

制度，将民间音乐作品登记入网记录，并同步至民间音乐作

品版权查询平台。 将民间音乐作品版权的登记、查询清晰

化、流程化、规范化。

建 议 可 以 与 我 国 音 乐 著 作 权 协 会 的 集 成 服 务 系 统

(iSMC)合作。iSMC是音乐作品信息数据和著作权服务一

体化的集大成平台，为音乐著作权人、音乐使用者等主体提

供著作权服务，一站式解决作品登记、权利查询、许可管

理、使用费分配等问题。 建议将已建成的iSMC转化为国

家版权局官方音乐版权系统，将其推广至各地版权管理机

构，在国家版权局官网、我国音乐版权协会官网等多家权威

性的具有影响力的平台提供平台免费查询入口。 以此推动

民间音乐作品保护，提高相关职能部门版权工作的效率和音

乐版权工作的透明度。 同时，也加降低了民间音乐版权纠

纷的取证成本、难度，大大缩短了诉讼周期。

(三)鼓励社会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组织的发展

目前我国急需一批社会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组织，为创作

者、著作权人提供帮助与服务，目前全国范围内仅有我国音

乐著作权协会一家影响力较大的官方音乐版权保护组织。

对此建议可以根据民间音乐版权人的特殊性，以及社会

音乐版权保护组织的问题对症下药，精确瞄准其痛难点。

可以仿照“我国音乐家协会——分会”的架构，根据我国音

乐的特点和种类划分出多个下设的分会，设立我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民间音乐分会，以此服务于民间音乐的版权人，从而

建立一套完善的具影响力的音乐著作权保护组织体系。 相

关职能部门借此可以发展一批具有社会广泛认知度和影响力

的社会音乐版权保护、民间艺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组织，从而全方面助力民间音乐版权保护持续向好的高速健

康发展。

建立完善的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组织体系，不仅有利于推

动组织民间音乐版权保护的全覆盖，同时在利用上民间音乐

主体认证登记制度，可以较为清晰的确定民间音乐版权的时

间，逐步明晰民间音乐保护期的起始时间，对于保护期限的

保护范围也更加一目了然。 对于无法追溯时效的作品，建

议由最高一级的民间音乐保护机构核实，保送至国家版权机

构公开其信息，以此作为公共产品。

目前，民间音乐发展迅猛，民间音乐创作者、学习者、

演奏者数量高速增长，但是目前以我国《著作权法》为主的

法律支持下仍有较大的空白，民间音乐缺少法律支撑、缺少

法律意识的现实情况尤为棘手。 相关部门能否在《版权工

作“十四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加速《著作权法》第六条的

落地？ 民间音乐版权的法律保护的能否助力其繁荣发展？

这些都是需要有关各方的共同关注与推动解决的问题，唯有

各方通力合作才能助力民间音乐持续向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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