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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进步和人们对娱乐文化的需求，短视频激增发展，这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和多方的利益矛

盾。二创短视频带来的著作权问题，急需法律界的回应。我们要尊重原创作品的版权，根据“三步检验

法”的标准来判断二创视频作品的合法性。同时可以建立统一的互联网平台，用来对互联网上传播的著

作权进行规范与审核，行使著作财产权和数字权利管理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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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People’s demand for entertainment culture, short video 
is developing rapidly, which brings many legal problem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e copyright 
problem brought by the second short video urgently needs the response of the legal circle. We 
should respect the copyright of original works and judge the legality of second-creation video 
work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ree-step tes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set up a unified in-
ternet platform, which can be used to standardize and examine the copyright on the Internet, and 
to exercise the functions of copyright property rights and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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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2 年以来，随着 4G、5G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用户越来越习惯的碎片化冲浪，各种移动短视频

产品爆发，抖音、快手、火山，秒拍、微视频等应用程序逐渐映入人们眼帘。2016 年开始，短视频内容

创作者呈爆炸式增长，短视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短视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激增的法律问题和多方的利益矛盾。首先，很多二创视频制作者是将长视

频剪切成短视频，短视频里经典内容类似只是时间长短有差别，这样就带来侵权与适当引用认定的合法

性争议。其次，有些二创短视频作品是将其他类别作品(电影，电视剧)等通过技术手段融合拼接而成，这

就带来了新旧作品归属问题。再次，短视频这一新兴作品还没有成熟的盈利分配模式，这导致很多原作

品的著作权人没有在此中获得利益，感觉自己作品被侵犯。甚至，一些二创短视频就是建立在侵权盗版

的基础上来吸引流量。自媒体网络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二创短视频带来的著作权问题，急需法律界的

解释与回应。 

2. 二创短视频的争议现状 

2.1. 短视频与电影的关系 

中国的短视频行业发迹于电影行业。电影行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现在遇到了短视频困境，即短

视频开始逐步蚕食传统影视行业的流量。现实中有 70 多家影视机构开始围剿短视频二创，包括腾讯，爱

奇艺等视频巨头。有人说这是打着保护版权搞垄断，也有人说这是短视频行业快终极影视行业的前兆。

其实这只是看到了表面。因为联名成员里还有大量的内容制作公司，如果大家都深受垄断之苦，为何还

站在同一阵线。当年优酷土豆时期也有二创短视频，为何没人跳出来联名抵制呢？要理解缘由，就得从

内部原因分析。 
媒体曾经公布过数据，大抵就是分析电影投入产出比和营收性价比不如短视频，乍看之下令人唏嘘，

感叹电影行业受到的打压。但这些分析是着重在讲电影行业内部的问题，却避开了短视频行业内部的隐

患空谈数据。短视频就是依靠盗版红利、政策红利和低成本红利发家的。但放在今天，保护知识产权就

是保护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红利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但是短视频内部，抖音、快手短视频窜到西

瓜视频的乱像依旧频繁发生。对于政策红利，短视频不需要去广电局报备，但是电影是要备案审核的。

低成本红利源于内容过于简单，同样化、同质化严重，不可能有观众把短视频反反复复看好几遍，但是

好的电影是值得反反复复欣赏的。 
所以从内部分析原因，我们看出短视频的红利就是吃了行业初期政策不完善的空子。最关键的是短

视频之前享受过的三个红利，依然没有解决它的盈利问题。一个行业能否兴盛，要看维持稳定持续的盈

利增长。短视频行业实际上是个 ToB 行业，具体来说即它的主要营收不是来源于 c 端观众，而是来源于

甲方。它赚的是其他企业给他的推广费，没有企业找它打广告，它是很难有收入的。广大的自媒体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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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创短视频为副业，增加收入。但是流量难寻，没有广告收入就刺激不了好的创作，这也只能带来一

大批粗制滥造的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往往就是自发且自知的。 

2.2. 短视频的真正定位 

其实，把传统影视和短视频对比本身就是对标错了，短视频应该对标的是微信公众号与朋友圈，并

非电影。电影是实打实的靠内容收费的，而短视频就像朋友圈和微博一样是分享日常动态以及社交的一

个软件。一个是实打实有内容，一个只是用来分享社交。短视频目前更多的是搬运内容，而不是原创内

容。我们应该把短视频的定位放准，对于二创短视频的行为才能有更合理合法的认知。 
抖音快手开始以出倒贴钱的模式吸引用户了，“看一分钟就能领现金红包”。为了留住观众用倒贴

钱的手段引来的僵尸流量是不会长久的，也只会带来更多的同质化甚至侵权作品。 
一些短视频平台甚至在逐步走向电商环节，这又放出另外一个信号：流量红利到顶，变现问题到底

怎么解决。毕竟有了投入才能真正的自我创作。但是电商这块儿前有阿里淘宝，后有拼多多，短视频想

走这条路变现很难。 
没有很好的收入问题，这带来了无数同质化的作品，也深埋了更多的版权隐患，诸如混剪，几分钟

读影评杂谈等等。其中大部分的剪辑素材可以说都是从传统的影视素材里搬过去的，大部分没有说明，

很多音乐素材也是没有经过授权就用了，由此侵权官司不断。短视频行业没有很好地摆正自己的位置，

如果不能更好地尊重版权问题，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能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添砖加

瓦。 

3. 二创短视频侵权根据 

3.1. 相关法律法规 

二创短视频作者们会找出合理使用的条文。即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内容制作者为了介绍、评论某

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损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以此来认为自己没有侵权。同时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转化性使用，即给原作品增

加了新的价值、意义和功能。 
从我国合理使用的目的出发，我们要遵循《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的“三步测试法”。

即审查有关行为是否符合著作权法中明确列出的具体例外情况。然后以不得损害原作品合法权益和不得

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为基准，对特定侵权案件进行重新界定。但是，如何进行“三步检验法”来判断合

理使用的标准在现实审判中还是一个很大的困境[1]。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有规定：内容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关于

这个合理使用，看似有详尽的规定，同时还有司法解释，但是学界关于影评节目对电影片段的合理使用

仍然有着较大的争议，导致维权困境。需要加大对二创侵权的认定，增加救济措施。 

3.2. 本人观点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作品常常被后人援引和借鉴。在著作权法出现前，很多公开作品在相当程度上

都可视为公共物品，比如唐诗宋词里对前人诗句的引用。然而著作权法的出现，使原本的公共物品切割

为著作权人的私人物品，获得了法律拟制的独占保护。这种情况下援引和借鉴就有可能构成著作权法上

的侵权行为。 
因此针对现在互联网上的这种影视二创类节目，因为其产生的原因与传播的方式与传统的影评节目

均不同，所以原有的法律条文其实并不能直接套用，比如电影最 Top 的专题类讲解与细读经典类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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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是对这类节目的法律规定予以限制，同时应当规范他们的盈利模式，鼓励通过创新的方式去进行流

量变现，而不是简单的进行剧情概述，这样是没有著作权的，盈利是很艰难的。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

下，可能涉及作品的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等等。鼓励视频创作，但是尊重他人知识创作的

底线应当明确。 

4. 二创短视频的整治 

4.1. 短视频整治难的原因 

首先，由于短视频大多是由个人媒体制作而成的，不专业，也无需向广电局报备。很多制作者法律

意识淡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肆意的行为已经是侵权。短视频用户对著作权的保护法益认知程度偏低，

这加大了侵权风险。使得短视频维权也难。 
其次，短视频制作者的侵权行为过于分散。对于单个行为的追诉能够获得的赔偿有限。如果著作权

人主张权利，对大量的侵权者提起诉讼就需要付出极大的诉讼成本，这与可能获得的救济严重不相称。

所以很少人来进行诉讼维权活动，侵权者可能也因此更加嚣张。 
最后，短视频的市场生命力较短，只在短期流行，并且商业价值有限。因此，当短视频自身的著作

权受到侵害时，原创者可能很难保留侵权证据，通常也不会提起诉讼，尤其是对于海量个体作者。 

4.2. 整治短视频的政策措施 

对于短视频侵权乱象，政府肯定是要出手整治的。有很多学者以此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赵秀玲(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认为，行政管理部门应继续加大打击力度，就比如新的《行政处罚

法》里的新的处罚方式，对侵权作品进行打击，就要落实平台的主要责任，加强用户管理。只要我们探

索集体管理机制，让侵权在源头被控制住[2]那么二创乱象就会好很多。 
时潇楠(北京快手音乐法务负责人)表示，二创短视频平台应该检查版权持有人是否有版权注册证明书

外，亦应该要求有关人士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他们已完成版权创作程序。例如与音乐作品有关的工程

文件、特许文件等，如果能够提供再进行审核。倘若日后发生侵权，那么即可作为侵权证据[3]。 
叶胜男(杭州互联网法院审判二庭副庭长)说，短视频维权采取传统取证的成本比较困难。原创作者可

以尝试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诉前证据保全。创作者完成产品后，可以首次通过区块链方式上链，进行

信息登记，这就有了初步的版权证据。随后，创建者还可以找一些行业协会、权威机构对进一步确认，

这样诉讼追究责任时就有依据了。此外，在使用短视频作品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设置一个水印来形成

一个识别码，然后以块链的形式发送到各个平台。该平台不再需要做复杂的机器比对，只需要做权益识

别码，即可快速做出侵权识别[4]。 

4.3. 二创内容者应尽义务 

对于剪切的电影或是音乐，可不可以白拿，需不需要征求原著作权人同意并付费都是要谨慎的。总

的来说要注意两个原则：首先要保护原创作品的版权，因为没有原创作品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二创作品。

其次，面对好的二创作品要积极肯定，这绝对是倾注了当事人很多的心血的，是具有独创性的，是构成

转化型使用的，好的二创会让原创作品流传得更广。 
自媒体创作者要认定自己是合理使用。首先要看这个二次创作的视频中间，是否适当的引用了他人

的视频。但其实适当引用在实务中是比较麻烦的，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操作标准，法院认定不统一。10%
是适当引用还是 20%是适当引用呢，能不能只看数量，目前仍然没有定论。这个合理使用的标准包括是

否构成转换性使用，所谓的转换性使用即意味着他人看到这个视频，是否感觉是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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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对原来的视频的一个简单的重复，是要有作者本身大量的思考。接着还要考虑二次创作作品是否

影响了原创的市场规模，上面说明了短视频二创市场其实不能对标电影市场，如果因为二创短视频直接

暴露的解读，暴露了关键的剧情、画面等等，让消费者丧失了对电影本身的期待，那毫无疑问这种二创

视频是不合格的，甚至侵权的。 
最关键的还是要有独创性，不能直接把人家的视频掐头去尾搬家一样搬过来，又成为了一个新的东

西，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对原视频的合理使用。只有独创性的作品才能成为好的二创视频。 

4.4. 短视频平台整治措施 

二创短视频侵权发生后，除了二创内容者要履行一定的义务，短视频平台本身是要有承担法律责任。

平台要以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为基础，进行包括严格审核内容，快速履行通知删除等等措施。这样才

会创造尊重原创并支持正版二创的环境[5]。 
第一，平台自己不能侵权。有现象表明很多违法侵权短视频的内容制作者就是平台自己的子公司。 
第二，二创短视频平台可以在用户许可或服务协议中，加入数字权利管理信息。二创内容者的复制

行为，会将原作品中的数字权利管理信息转移到新的视频中。这样，二创内容者就可通过该数字权利管

理信息来了解原视频内容的权利归属，这样会降低事前授权的信息成本，排除无意侵权。之后发生侵权

就是恶意侵权了，那就要追究更严厉的责任。 
第三，二创短视频平台要严格审查上传用户的真实的身份信息，现在互联网上都讲究实名制，包括

现在的微博，抖音都开通了评论显示 IP 地址的功能。短视频要对发布内容者的地址信息知晓准确。这样

能确保有效追溯。在后续的救济手段中，让维权者更有途径找到侵权者。 
第四，建立完善的审查标准。在履行合法性审查义务的前提下，加强对用户上传的第二代视频内容

的审查，实现对短视频内容所有权的审查。 
最后，二创视频平台要开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核查属实的侵权短视频用户，要立即采取相关措施

来制止或者停止其侵权，比如屏蔽、删除，限制登录、查封账号、拉黑等。并把结果迅速告知被侵权人。 

5. 结语 

短视频很多特性与影视剧是不一样的，所以适用于一般影视作品的版权法律规则在二创短视频相关

问题上不能直接适用。例如有关电影作品的独创性问题，合理使用中的转换性使用问题，以及短视频传

播平台的法律责任问题等。这些法律问题说明了二创短视频法律问题亟待解决。国家相关部门要加以密

切的关注，才会有更好的市场环境，文娱环境。 
二创短视频发展迅速肯定会带来很多法律问题。我们要遏制短视频侵权问题，就要做到监管与惩罚

措施与时俱进。一方面，我们要完善法规制度，搞清法律中合理使用的边界并制定清晰的判定标准，在

侵权发生后，更要做到规范并完善投诉救济功能，方便原创者更便利地登记版权、举证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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