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333-339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2051   

文章引用: 徐梵, 聂弯. 基于区块链的综艺节目版权引导机制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333-339.  
DOI: 10.12677/jc.2023.112051 

 
 

基于区块链的综艺节目版权引导机制研究 

徐  梵1，聂  弯2 
1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北京 
2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5月15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0日 

 

 
 

摘  要 

我国综艺节目发展迅速，但因综艺节目引发的版权问题层出不穷。为了维护我国综艺节目市场的健康发

展、规范原创秩序，在综艺节目版权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综艺节目版权保护仍面临确权难、独创性难以

及界定、赔偿标准低等困境，探索区块链技术对综艺节目版权确权、鉴权、维权以及监管的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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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variety show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 copyright problems caused by these shows 
are endles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variety show market and 
standardize the original or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ariety show copyright was analyzed. It 
was identified that variety show copyright protection still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confirming 
rights, defining originality, and setting low compensation standards. Therefore, the guidance me-
chanism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variety show copyright confirmation, authentication, pro-
t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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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艺节目版权现状 

1.1. 综艺节目的版权特征 

综艺节目尚处于未成熟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2015 年，北京高院发

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将其定义为创意、流程、规则、技术

规定、主持风格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传媒学的通说认为，综艺节目是通过电子科技的基础，以电视独

特的声音画面造型为表现手法，对综合的艺术审美作品进行综合与再创造，通过屏幕形象的塑造，达到

感动、宜人、悦人的艺术效果，形成和谐丰富的整体。 
有关综艺节目版权的法律法规存在着很多的漏洞。在国内，综艺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参考占绝大部分，

而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节目被撤出，综艺节目制作公司必须从法律上从节目模式相似的角度来判定综艺节

目是否撤出。德国联邦法院在 1993 年作出的一项有关综艺节目模板的判决确立了对节目模板的态度，判

决中将其定义为，“节目所有独有的特色组成的整体，这些特色能够通过一种通用的模型适用于每一集，

同时能使观众轻易地意识到这些单集系列节目的组成部分”。目前，按照版权法的规定，版权法保护的

作品必须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复制的智力成果，即作品必须有固定的表达形式，而节目模式也无法实现这

个问题，但若将其转化为文字或者创意书，则可以保护其著作权。所以在一些节目的判定上存在部分争

议。 
综艺节目是一种特殊的娱乐视频内容，它的特点是将多种艺术成分结合起来，是一种结合了多种元

素的产物，通过现代传媒呈现，与其他单一的艺术形式相比较，拥有着更广泛的传播张力，同时也是这

份张力为综艺节目的版权保护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要探讨综艺节目的版权，必须明确一个综艺节目能否

作为版权对象[1]。国内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此，是否具有可供复制的具体表达形式，就成为综艺节目能否

获得版权保护的关键因素。综艺节目是创意、流程、规则、技术、主持风格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这些

元素不是实体，属于智力元素，按照著作权法而言，综艺节目只有成为“作品”之后才受到保护。而综

艺节目主持人以及嘉宾的台本、舞台美术设计等属于实体、并且能被观众感知的元素，可以受到法律的

保护；综艺的“内核”在国内法律中不属于“作品”范畴，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创作者是通过参照和引进国外的成熟节目方式，而非原创，实现可观的利益和影响力。因此，这种

发展趋势下，侵权和被侵权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给版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难度。综艺节目是

一种特殊的文艺领域，它在保护和监管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解决。 

1.2. 综艺节目的侵权现状 

在综艺节目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侵权现象。第一种侵权：抄袭。许多案例曾经陷入过综艺的

抄袭的风波，都没有一家逃脱过抄袭的纠纷。每个大热综艺都可以在国外寻找相应的“模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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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一些哈音乐、选秀、慢综艺等节目，其中一些是“借鉴”，有的则是直接复制。在一定程度上，

国内综艺在“学习”外国综艺上算是熟能生巧，原创综艺的难度太大，需要的前期准备工作过多，不如

直接“学习”国外轻松，而有些综艺自身的文化风格又很契合国内，更容易产生热度，自然成为国内外

争先“学习”的对象。虽然综艺抄袭的事情引发了原创综艺的不满，警告、起诉等手段却仍然不能制止

这种行为的频繁发生。2018 年，韩国出台了相关法律点名了诸多国产综艺。但事实上综艺抄袭的现状并

不是近几年才出现，在国内综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学习”。在这样的市场现状下，做综艺节

目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只需要会复制粘贴。 
比如 2018 年国内火爆的偶像选秀节目，就曾一度陷入抄袭风波。号称“国内首档偶像竞演养成类真

人秀”，并且打着“自制”的招牌，却被指和韩国 2017 年推出的综艺《produce101》从节目设计到剪辑

包装，竟然几乎一模一样。而就在 2018 年 4 月，该节目还以高达 88 分的相似度(满分 100)，刷新了世界

抄袭纪录，被戛纳版权保护协会点名批评。在这之前的 2017 年，还有一档轰动全国的说唱类综艺节目也

遭到了同种质疑。完全相同的节目海报、标志、奖牌以及赛制和剪辑手法，很难让人承认这是原创。连

韩国原版都盖章抄袭的时候，该节目的制片却出面接受采访称“好的东西干嘛不拿来”。创作者对于侵

权行为的不以为意，是综艺节目创作的最大障碍。 

随着视频技术的迅速发展，综艺节目的侵权不仅表现在节目原创的范围，而且表现出更多的侵权类

型，凸显了盗版视频和二次加工创作。有的节目必须付费或购买，这就意味着盗版视频的传播，有些使

用者在没有获取作者的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通过互联网下载、使用、分发原创者的作品。网络的通信和

连接也难以阻止它的传播，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人利用这些综艺节目的精华内

容来获得自身的流量，也出现了短视频截取、解说等形式，这也侵害了创作者的版权。综艺节目的片段

剪完会受到短视频的影响，关键内容的传播和正式节目的花絮也会有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综艺

节目的损失和曝光量，从而影响到创作者的收益。综艺节目的创作者无法确保原创的综艺节目能够获得

应有的经济利益和挑战。 

2. 综艺节目版权保护的困境 

2.1. 综艺节目确权难 

综艺节目的可版权性存疑。首先，根据不同的综艺节目类型的选择，如果一个节目开创了新的综艺

节目，但却无法禁止其他企业进行相似的综艺节目。其次，具体到综艺节目内容中，通常包括情节、台

本、拍摄画面、音乐舞台美术等，而对这些部件或内容，则要注意是否具有独特的表达、是否可以构成

版权法律。再进一步，则要考虑该内容的表达是否只有这一种形式，在制作过程中应该有选择性地区分，

规避抄袭的嫌疑。 

综艺节目的著作权保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既涉及综艺节目整体著作权的认定和保护，也涉及

综艺节目组成部分的著作权认定和保护。大致可以分为综艺节目模式以及综艺节目成品两部分。综艺节

目模式也就是一档综艺节目制作的模板，其含有各种元素，而在我国法律保护范围下的只有综艺节目成

品，综艺节目模式则是思想的一部分。根据版权来说，只有在制作综艺作品后，综艺节目模型才能得到

保护。即，在一定程度上，版权事务只能在“产出”的情况下，不可以保护“想法”。 

综艺节目的创意属于思想不存在争议，难点在于把思想输出后的表现形式，也就是综艺节目模式属

于思想还是表达难以划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思想与表达，这二者也并非可以完全清晰界定。其次，综

艺节目模式作为综艺节目的核心框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成为作品的程度，无论模式中的元素怎么样完整，

在组合排序成为综艺节目的一部分后都不具有其完整性。同时对于思想与表达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这些都为综艺节目版权的确定与归属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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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综艺节目模式、内容的确权困难，而对于不同综艺节目之间相似的地方，属于题材相同，

抑或是合理借鉴，还是恶意抄袭侵权，也需要视情况逐一分析和对照，在不同的案件中积累经验、不断

完善。 

2.2. 独创性难以界定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也明确说明过，“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

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与此同时，我国的版权事务实行“作品”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中

拥有独特的特点，并且能够以特定的形式复制为基础的版权”。具备独创性是综艺节目模式获得著作权

法保护的条件之一。如果要保护综艺节目，首先就要确定独创性在作品中的存在，其次就是独创性的含

量。 

一档“原创”的综艺节目并不需要所有内容都是未曾出现过的。在一档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会有很

多普遍需要的元素产生重复，比如节目中涉及的游戏、道具，以及人物之间必要的互动环节，但是节目

的“精华”部分，也就是该档综艺的显著特征以及表达，要具有独创性。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尚未规定明确的“综艺节目”的法律属性，也没有涉及对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中

“智力成果”进行保护。不同国家的法院在判断综艺节目模式的独创性时，所判断的对象不同。德国将

综艺节目模式的各个构成元素孤立看待，去判断单个元素是否具备独创性，但韩国法院不仅判断构成元

素的独创性，还考虑各构成元素的排列、组合方式所产生的节目效果。 

综艺节目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作品，但是综艺节目在内容制作上可以拆分成说明性

脚本、舞台美术设计、服装道具使用等元素，并且针对不同的元素，对其独创性也应该区分开来，不能

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综艺节目中的所有部分。但对于综艺节目独创性的保护，我们需要从整体

去看待，而不是将其拆分成单独的元素。第一，拆分保护方式不足以保护整个综艺节目模式。综艺节目

中的有些元素构成完整的作品，可以受到保护。比如文字脚本、舞美设计、音乐等，但是文字、音乐等

并不能完全作为综艺节目模式的“表达”。而且，不是综艺节目模式中的所有元素都可以构成作品。因

此，单独保护可以构成作品的元素，并不能囊括整个综艺节目模式的内容。第二，如果仅仅针对元素个

体，而不整体地去思考元素之间综合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出现单个元素相似程度不高，但是元素排列组

合后的效果却实质性相似的后果。第三，将整体拆分成部分，可能会出现针对一个综艺节目不同元素的

质疑，或者同个元素在不同综艺节目中的效果的质疑。以上都会为综艺节目独创性的保护判断造成影响

[2]。 

2.3. 赔偿标准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对综艺节目侵权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其中，该《解答》中认定，综艺节目模式中的文字脚本、

舞美设计等构成作品的，均受《著作权法》保护。此外，未经许可在网络上传播综艺节目影像构成侵权

的，最多可酌情判处 50 万元的赔偿数额。 
某视频 App 注册用户“80 后挖剧君”将影视剧《奶奶再爱我一次》，通过其账号传播该影视剧片段

122 段，多数为 10 分钟以内的短视频。上述视频已包含该影视剧的主要剧情及内容，被该剧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专有使用权人告上法庭。法院判决，“80 后挖剧君”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37000 元。

大多时候由于综艺的热度、商业价值，以及受众广泛的特点，无法合理估量被侵权人的损失，相比侵权

人获得的高额利润，被侵权人所获得的赔偿如同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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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提及“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

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在各种关于版权纠纷的

判决中，综艺的版权所有人往往会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不断完善的法律都在提出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的惩治力度，建立全面的侵权惩治措施，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成本。 

3. 区块链技术对综艺节目版权保护的引导机制 

国内综艺的版权问题饱受争议，与我国权利的判断与保护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归根结底是

综艺的“内核”在我国法律中并不属于“作品”，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特殊的

观点都有一个剽窃用而不能维权的风险。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合法制度，维护一个产业的发展，那么这

个产业就无法健康、健康地发展。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既要健全综艺节目市场健康发展，又要从技术上

规避综艺节目抄袭、侵权的风险实现高效地保护综艺节目版权。 

区块链技术可以从综艺节目的创作早期来决定其版权的归属，从最初的创作想法、思路、综艺节目

所需的流程、台本、道具等，除具有普遍性，对综艺节目的独特内容进行保护，从根本上杜绝借鉴和抄

袭的可能性，给予作品最完善的保护。同时，要强化综艺节目侵权监管机制，互联网上的连接时间和空

间界线，确保合法合理使用，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3.1. 区块链技术帮助综艺节目自动完成作品的版权登记 

传统的综艺版权登记需要到专业的版权登记平台进行，需要通过几个步骤：根据作品类型填报登记

表、等待受理、准备材料进行审查、接收证明。并且版权登记也会根据其作品进行收费。原有的版权登

记制度能够对已经登记过的作品按照《著作权法》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有助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

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确权的程序繁琐、周期长、成本高。程序繁琐和周期长，表现为传统

的版权登记方式没有很好的技术，往往需要创作者本人自行到版权局登记，通过提交作品、版权委托书、

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交费、受理、审查、得到证书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通常在 30
个工作日能够拿到证书。成本高，表现为数字版权登记成本高昂，通常情况下，登记费用最低需要 100
元。如果还有后续的跟进程序，还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成本。久而久之，作者在对成本做出权衡考虑之后，

往往不会选择进行版权登记。而面对该问题，区块链技术能够利用其块链式数据结构存储数字版权信息，

缩短传统数字版权登记周期，减少登记成本，增大其便利性。 
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综艺节目上链，作品唯一的哈希值就可以被写入，同时具有公开、不可篡改等

特性。当作品完成之初，用户可通过微版权进行作品确权，通过区块链加密技术，把存证主体、存证时

间、存证过程和存证内容等生成唯一对应的数字指纹，快速存储上链[3]。在该种模式下，从综艺节目的

构建之初就可以进行区块链版权登记，之后的节目成品，以及其播出、转载、交易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被

全链记录、全链公示。也就是不仅可以将海量的综艺节目进行版权的保护，甚至从综艺节目的创作之初—

—想法，就开始提供保护。 

将区块链注册，用来保护节目初期的创意想法，以及综艺节目中涉及的“硬件流程”。把创作过程

中所涉及的元素都进行版权登记，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些综艺节目创意、流程相似的问题。 

3.2. 区块链技术提高综艺节目版权监管的工作效率 

区块链技术是点对点传输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可利用各个节点实时性、协调性，提高版权监管

的工作效率，并且降低工作成本。此外，由于“去中心化”的显著特征，数据信息不依赖第三方平台储

存控制，作者可不经过第三方平台直接获取所需的信息，只需要提供相应的密钥，数字资产和权属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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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验证[4]。 

当作品完成登记后用户还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对作品进行全网 24 小时侵权监测，自动分析整理监测信

息，快速定位侵权主体，让侵权结果一目了然。当发现侵权后，创作者还可对侵权内容进行在线取证，

包括网页取证、截图取证、视频取证和录屏取证等多种方式，就算侵权者早已删除，也无可抵赖。 
传统的版权信息往往存在于第三方平台，与区块链技术不同的是，这种模式通常是中心化管理。平

台掌握大量的数据信息，而用户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处于一个被动的处境，这必然会提高版权保护的成本

和难度。 

3.3. 区块链技术帮助综艺节目鉴权 

数字版权的确权，即赋予作品确定的归属权，实现数字作品与作者之间唯一的对应关系。这一过程

并不复杂，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已经能够保障数字作品的作者快速、高效、便捷地确立对作品的所有权，

以此获得正规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保障。确权行为一旦成立，就意味着区块链版权存证平台能够通过

时间戳为版权内容标记提供唯一的证明。当其作品被盗用转载时，平台可以全程跟踪追溯，为权利受害

人提供证据，也为维权取证过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传统方式下证明作品作者以及盗用方式、盗用时间等信息具有一定难度，但如果作品的唯一性已

经经过登记，被侵权的作者可以高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模式保证综艺节目各个节点

登记版权后的信息安全性很高，难以篡改，如果被某一节点篡改会容易被发现[4]。且区块链技术的透明

性也让整个交易过程处于监管之下，更具安全性。同时，区块链系统可根据加盖时间戳对每一交易记录

排序组成区块链存储于各个数据块中，当综艺节目的部分或者整体被侵权时，可以迅速从区块链登记平

台找到登记时的相关信息，提供证据链便于创作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区块链技术将有关的内容置于同一平台中，如果新作品注册，就会自动与数据池中的其他作品进行

比较，这就需要所有的作品都要上链，而且在同一区块链上，可以充分地监控，覆盖到所有作品和所有

节点，从而使区块链能够发挥出作用。例如，虎牙直播的主播撞车机制，就是把平台上的所有主播游戏

账号汇总在一个相同的榜单上，如果发现有账号在同一场游戏，则观众就会知道。 

3.4. 区块链技术帮助创作者维权 

区块链技术也在维护创作者的利益上更为有效、准确、取证。当前，区块链对综艺节目的版权只是

一种保护，它可以储存来自综艺节目的版权、在版权交易后进行节点信息的保护，从而用于保护综艺节

目的数字版权、维护创作者的权益。 
区块链技术可以优化协作衔接机制，突破综艺节目版权保护的关键环节。加强区块链之间的协同合

作功能，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依托区块链的节点拓扑实现对综艺节目传播的全程追溯，精

准打击大量分散的侵权行为。 
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明确地对综艺节目进行确权，将信息上链接，在授权阶段记录好每一次作品

交易记录，做到有证可查，降低综艺节目创作者维权成本，提升版权维护的效率。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

篡改的特点，调取数字作品的历史交易记录，防止非创作者擅自改编原创作品、违背协议等状况出现，

损害综艺节目创作者的权益。 
通过区块链技术加强国际合作，健全国内与国外综艺节目权利人的沟通渠道，加强海外地区维权援

助服务。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加强综艺节目版权保护等等。 
区块链技术在有效应对数字版权传统保护模式不足的基础上融入技术元素形成新保护模式，不仅局

限于综艺节目作品本身的保护，还贯穿综艺节目传播全流程，有效解决综艺节目确权、用权、维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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