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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装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对形式上的作用，更加体现在实质上的内容，消费者不仅关注

服装设计的观感，并由服装设计所带来的物质上、心理上的愉悦。服装设计的产品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作

品，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品，尤其是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之下，如果对于服装设

计产品的抄袭行为不加以制止，则会造成对知识产权的架空，会造成其他行业跟风模仿，由此可见，知

识产权法应当更加完善，形成完成的保护链。对于目前服装设计“抄袭”实践频频发生，法律应当如何
规制，本文通过对国内服装设计著作权法保护困境加以分析，找寻著作权法保护的缺点和不适应性，并

对国外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予以分析和借鉴，完善我国对服装设计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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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lothing desig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role of form, bu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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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n the essence of content. Consumers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earance of clothing de-
sign, but also the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pleasure brought by clothing design. Clothing design 
products are works of artistic value that can bring huge profits and 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unde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If the plagiarism of 
clothing design products is not stopped, it will lead to the overhea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imitation of other industri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hould be improved to form a complete protection chain. As for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la-
giarism” in clothing design at present, how should the law regulate i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
lemma of the protection of domestic clothing design copyright law, find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inadaptability of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law, and analyzes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protec-
tion of foreign clothing des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pyright protec-
tion of clothing design work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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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装设计的相关概述 

1.1. 服装设计的概念 

服装设计属于工艺美术范畴，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现代的服装设计不仅仅局

限于“能穿”，而更多是在将人的内心思想表达于外的精神内核，比如在社交场合需要正式的服装，在

休闲场合不仅要体现出放松愉悦的观感，也要体现出活力四射的精神内涵[1]。服装设计是设计者通过考

量各方因素，主要包含精神上的状态、颜色的自由运用以及各种图案的排列组合最终形成的艺术作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更加愿意购买具有法律保障的品牌产品，品牌背后象征意义则是法律。

因此，服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日益重要，而消费者和设计者的权益应当得到更加完善的保护，更加

有利于服装设计产业的发展和法律的完善。 

1.2. 服装设计能否被知识产权法所保护 

在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中包含著作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

成果权等，而本文只针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相关的分析。之所以分析著作权的理由是，著作权保护期限

长、覆盖面大以及无需申请，只需作品完成时自动获得等优点。根据法律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

期限是十五年，均自专利人提出申请之日起计算。”“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限是永久；一般作品保护期限为五十年，自然人作品起算时间为作者终生之日。”

从上述两个点就可以看出著作权的保护优势。 
著作权虽然保护服装设计更为完善，但是著作权的取得也是十分严苛，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

“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而其中“独创性”

是指作品完全是由作者独自完成、强调作品的创作要有一定的智力投入，其保护思想的表达而非思想的

内容[2]。在服装设计上，创新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情况是在已存在的服装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沿伸或者替

换，因此，在服装设计上的制作工艺很难被认定属于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从而难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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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服装设计上的图案更加容易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因为图案能够明确地归属于著作权保护中的美

术一类，但是以服装的图案著作权保护并不能完全地使服装设计得到全面的保护[3]。 

1.3. 服装设计著作权保护的对象 

在著作权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服装设计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什么，但是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说

明此情况。“在原告 A 公司发现被告 B 公司抄袭后，起诉至法院，但法院最终审理的结果是：B 公司生

产的服装在颜色、搭配和修饰上与原作品相类似但并不相同，属于合理的借鉴没并不构成剽窃。”从判

决中就可以看出，服装设计的外形并不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著作权法真正保护的是具体的艺术形象

表达，服装设计的各类型组合、搭配并不在此列。 

2. 我国服装设计著作权保护困境 

2.1. 著作权法发展速度有限 

我国著作权法最早形成于 1991 年，距今为止也不过才 30 多年历史，面对诸多秦光智能摸石头过河，

这是因为国内依靠低廉的成本和大量的人口优势获取的服装产业的发展以及外贸的发展[4]，如果过度强

调保护知识产权，则国内不仅仅服装业，其他各类型生产领域的行业都要受到外国企业的打击，而我国

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既然国家的经济已经逐步提升与发达国家接近的水平，那著作权法的标准也

需逐步提高。就目前看来，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直接将服装设计的成衣纳入其保护的范围，主要原因是

国内人口众多，服装设计创新困难等诸多因素导致的，但随着著作权法的不断发展，对于服装设计的知

识产权保护也会逐渐完善。 

2.2. 著作权保护周期过长不利于产业发展 

虽然著作权保护相对于其他权利保护更加完善，但是就时间跨度而言，保护周期长达 25 年，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著作权保护服装设计具有一定的弊端与不足。首先，服装设计是一种消耗品，具有快节

奏的特点，已经经过时长一年的发售后可能该类服装已经被市场所淘汰，但是仍然处于著作权的保护之

中，其他设计者不能使用该服装已经使用过的图案和搭配等，并不利于整体服装行业的发展[5]；其次，

由于著作权保护的更为全面，导致整体服装行业发展困难后，会出现垄断，没有合理的竞争会导致价格

大幅度提升，不利于提升民生福利；最后，著作权保护服装设计会导致服装设计逐渐走向复杂化，不仅

不会获取消费者的青睐，反而加剧了物质资源的浪费。 

2.3. 司法实践中适用著作权法较为困难 

就目前我国存在的著作权法来看，尚有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能直接认定。首先，就著作权法

中独创性认定的要求，服装设计款式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并不只是拆分重组，需要设计者通过各类型

的搭配加上时间的沉淀后出来的结果；其次，抄袭难以认定，一件衣服的服装设计被其他衣服所借鉴是

在所难免的，但是对于抄袭的认定则是较为困难的，除非是同样的图案、花色以及颜色的复刻，否则在

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为抄袭[6]；最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服装设计图明确认定为著作去法保护的内

容，但是对于服装设计成衣则持保留的态度，这是因为目前司法实践中仍然认为合理的借鉴属于合法范

畴，并没有侵害其他设计者的合法权益。 

3. 国外对服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分析 

3.1. 美国对服装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 

美国对于服装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以及商标法来实施。但是在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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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服装设计具体的保护内容。但是，不同于我国的是，美国是判例法国家，通过已有的

司法判例可以指导其他司法裁判的运行。美国对于服装设计的保护相较于欧盟等过而言处于落后的状态，

与我国相同，在服装设计上，美国专利法并没有将服装设计纳入作品以类，由于严苛的前置条件，因此

并不能获取著作权的保护[7]。但相应的，在司法实践上，服装设计的艺术性符合独创性的要求，能够被

授予版权保护，并且在 2017 年作出新的判决，只要能够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加以分离，则服装设计的能够

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3.2. 欧盟对服装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 2001 年底欧盟颁布了《欧盟共同体对外观设计条例》，将外观设计分类为注册外观设计和非组册

外观设计[8]。其中非组册外观设计自设计者公开之日起，无需向有关部门申请或者缴纳费用，只需要以

公开的形式销售、出版即可，并自动获得三年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在三年的存续期间内，权利人仅享有

阻止他人复制、剽窃等权利。而注册外观设计需要向欧盟相关部门提交申请，并提交相关照片予以保存，

经审核后发放注册证明，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 5 年内，到期可以申请续展，但最长不得超过 25 年，该

权利不仅仅享有阻止他人复制的权利，更享有禁止使用、禁止进出口以及相应的存储行为。不难看出，

欧盟对与服装设计权利保护更为先进，类似于我国的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由充分给予了设计者选择的

权利，服装作为快节奏产品，长时间过度保护并不利于行业的发展，而权利由设计者所掌握的情况下更

为合理。 

3.3. 英国对服装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 1988 年英国颁布了《版权、工业设计和专利法》为服装设计类艺术作品规定了注册保护、非注册

保护以及版权保护三种方式。将服装设计作为外观设计进行同时保护，因为服装设计不仅包含了著作权

法的法益，也包含了外观设计的法益，因此，英国规定对于服装设进行了注册但是未进入工业领域的外

观设计予以专利法的保护，其保护期限是 15 年；对于未注册的外观设计，如果没有用于工业生产，那么

其享有完整的版权保护，其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亡后的 70 年。但是其外观设计经过前任同意

后自己制作成工业品并销售，那该版权自动消失，从版权保护转变为工业版权，且保护期限由有生之年

及其死亡后的 70 年转变为 25 年。 

3.4. 德国对服装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 

德国颁布的《版权法》不仅保护艺术作品，而且保护建筑和实用艺术作品，而服装设计在版权法中

明确规定为使用艺术作品。根据德国版权法的规定，实用艺术作品需达到 1)、具有较高的艺术性；2)、
其所表达的艺术性需清晰明确；3)、具有独创性。在德国学者认为，使用艺术作品相较于普通艺术作品

更具有特色，因此更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著作权法确实不保护作品的实用性这一功能，但是不能因为

作品具有实用性就将其排除在法律保护的范畴之外。 

4. 我国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路径 

4.1. 完善服装设计著作权保护要求 

在本文中所提到，著作权的保护前置要求非常严苛，想要服装设计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就需要

满足著作权法的要求，首先，关于独创性的要求，著作权法中独创性是其核心，就服装设计而言，作为

设计者独立设计并完成的作品应当符合其中独创性基本条件，可以参照美术作品，在我国著作权法只保

护艺术不分但不保护使用部分[9]，因此，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但有迫切需要保护的法益可以参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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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益共同保护；其次，在艺术价值上，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服装设计作品必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才能作为知识产权所保护，而服装设计作品种类繁多，并不能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纳入保护的范围，笔者

认为，可以参考欧盟立法，将服装设计作品分为注册制和非注册制，赋予注册制的服装设计品牌更大的

权利，发挥品牌效应，不仅不会打击服装行业的发展，反而有利于服装行业向注册制发展，提升服装设

计水平、拉高服装质量；最后，在服装设计的相似性认定上，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采取的是了解+相似，

其中“了解”很容易理解，是指设计者在完成独立的设计之前已经看过成品的服装设计，而相似则是实

践中比较难认定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设计者可以通过合理的借鉴和参考的方式观摩已存在的服装设

计，在我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被认定为抄袭，因此可以得出，借鉴和参考不属于类似，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服装设计类型也比其他国家更多，如果对相似性的认定过于严苛，则会导致

产业弱化。 
笔者认为，因当综合考量前置要求，从整体上进行判断服装设计是否存在抄袭，面对设计外形、概

念原型基本相同的就可以认定为相类似，但单从设计理念的相类似则不能认定相类似。最重要的是从消

费者的视角观察是否为抄袭，如果众多消费者都认为是抄袭，那从市场走向上也能看出抄袭行为的存在。 

4.2. 重新定义“独创性”标准 

想要服装设计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其中对于独创性的重新定义是必不可少的，独创性也是区别该

知识产权与其他同种类型最核心的判定标准[10]，笔者认为，对于独创性的标准不宜设置过高，应当采取

初筛和复核两个阶段的评判标准，首先，对于服装设计的初筛是指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第一步的对比，

将明显具有抄袭嫌疑的服装设计直接排除于外，通过后的服装进入复核的程序，由专业人也对服装设计

的灵感、思想以及表达的理念进行了解。通过这种阶段时的审查既不会破坏服装设计行业发展的趋势，

也能进一步避免用相类似的作品蒙混过关。除去以上主观上的判断方式以后，也需要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整体考察服装设计的独创程度，主要通过该服装设计的面料、舒适度、工艺难度等方面整体评价该服装

设计是否具备高质量、高强度的艺术作品。 

4.3. 将服装样板作为非典型作品进行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服装平面设计图和服装样板都可以作为图形作品加以保护，非典型作品也称为非传

统作品，他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作品类型，属于兜底性质的条款。但是非典型作品也需要符

合著作权法的基本条件，即独创性、艺术价值和可复制。而在服装设计上，服装样板是设计者对于自我

思想的传达，是劳动所创造的成果[11]，是独立完成创作的证明，也是服装设计成品的基础。因此，服装

设计样板作为非典型作品被著作权法保护则是最完美的方式。 

5. 结语 

放眼看去，全世界能提得上名的奢侈品店尤其是在服装设计上家喻户晓的品牌几乎没有，归其原因

还是在于我国面对服装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欠缺。面对抄袭成风的状况出现，我国必须重视服装设

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本文在通过对国外服装设计知识产权模式梳理后，能够发现各国对服装设计知识产

权保护的优劣，值得我国借鉴，尤其是在著作权法方面。结合我国服装设计行业现状，对于服装设计著

作权的保护也应当值得国家重视，为了服装设计行业的发展，著作权法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从而更有利

于保护设计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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