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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抖音APP”或“快手APP”，输入关键词“出版社”，你会发现，国内很多出版单位都已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官方账号。与此同时，大

量的头部出版社早已建立起专业的互联网营销团队，通过网络直播与短视频对图书及相关产品进行营销和推广。原本静态的图书在

职业主播的介绍下变得活泼灵动、简单易懂，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消费热情。

 

当然，热闹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冷思考。当出版业在网络直播的推动下焕发蓬勃生机时，出版机构更应高度关注与此相关的法律问

题，为图书产品的多元化推广树立风险防控意识，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网络直播是否构成一、网络直播是否构成“作品作品”

出版社在进行图书产品的直播带货，或进行相关课程的直播授课时，直播内容能否以“作品”的形式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的保护，重点需要考虑该直播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诉讼中，独创性的认定因个案具体情况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宏观来

说，判断的标准包括（1）脚本和素材选取的独创性、（2）主播口播和表演的独创性、（3）拍摄技巧和画面剪辑的独创性，等等。

 

对于直播课程来说，因涉及到教学内容和课件的制作、讲师（主播）对课程的口述以及对课程的宣传销售等，多种丰富内容的组合

比较可能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第三方主体传播相关直播课程的，应当取得该课程权利人的许可。

 

就出版社“直播带书”而言，由于主播的口播内容更趋向于是对基本商品信息的客观描述，与网络直播课程相比缺乏内容设计方面的独

创性，因此直播带货节目能否够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还需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判定。

二、网络直播中素材使用的版权问题二、网络直播中素材使用的版权问题

为提升“直播带书”的用户体验，不少出版社在制作直播节目时会利用素材对直播内容进行丰富和美化。比如利用具有特色的文字、字

体、图片、音乐（作为直播背景音或用于主播演唱）、短视频或剪辑视频等作品提升终端用户的观看体验。

 

需要提示的是，在直播节目中使用未经权利人授权的作品，使公众能够通过直播平台进行浏览、观看和传播，且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2020年修订的新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合理使用”相关规定的，可能侵犯他人作品的复制权、广播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也可能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其他权利”的制约。主播公开播送或演唱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的音乐作品，可能侵犯该作品的表演权。

 

当然，法律对直播中引用他人作品的权利保护机制也并非一触即发。在直播过程中如果是为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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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部分占完整作品比例较小的，或没有实质性地再现作品的完整表达的，可以不经

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著作权。

 

尽管有前述“雷区”或“避雷”方式，如想进行最为有效的风险防范，使用经过权利人授权的作品，或已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都是降低直

播内容侵权风险的理想方式。

三、主播三、主播“翻车翻车”，直播主办方是否免责？，直播主办方是否免责？



若主播是出版单位的员工，受单位委托进行直播，有可能适用《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或第十七条（新法第十一条、第十

八条或第十九条）中关于法人作品、职务作品或委托创作作品的约束，直播内容的著作权可能出现归属于出版单位的情况。也就是

说，即使主播未与出版单位订立书面协议，如果主播在直播带货中存在侵权或违法违规行为，由于主播的身份是出版单位的员工，

出版单位也难以做到完全免责。

 

若主播与出版单位无劳动或劳务关系，但与出版单位订立合作协议，约定主播在为出版社提供直播服务期间产生的所有成果的全部

知识产权、所有权及相关权益，归网络直播运营者享有。在此情况下，主播与出版社虽然并无劳动或劳务关系，出版社作为直播视

频的权利人，也可能需要对涉案直播视频产生的法律后果（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等）承担相应责任。

 

不论主播与出版社是何种关系，在网络直播或短视频中露出主播形象时，都应关注主播的署名权与肖像权问题，建议通过合同或授

权书的形式与主播就其姓名和肖像的使用方式、渠道、是否可以转授第三方使用等方面进行明确约定。

四、直播行业最新动态四、直播行业最新动态

2020年是网络直播强监管的一年。双十一过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0年11月13日发布《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当月23日，广电总局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

知》。而在此之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2020.11.05）》，中国广告

协会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2020.07.01）》，作为互联网直播头部企业的抖音、快手、京东三大企业也共同发布了《网

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自律公约》。除了今年的强监管外，2016年国家网信办出台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直播服务管

理规定》也值得关注。

 

从今年一系列规范的出台和征求意见可以看出，互联网直播营销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免不了触及法律红线。作为作品传播＋广告

营销＋电子商务的集合体，网络直播涉及到众多主体和多种创作、宣发模式和销售模式。也正是如此，网络直播中关于被侵权人的

维权和消费者的投诉问题与日俱增，关于著作权侵权、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直播内容违法、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成为了法

律、法规，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出台的“重点关注对象”。出版机构在开拓此种新型营销模式的同时，更应对国家相关规定保持

关注，注意根据最新的法律和政策导向随时自查。

 五、结五、结  语语  

2020年是互联网直播“野蛮生长”的机遇之年，也是网络直播强监管的挑战之年。虽说“产品再好，渠道为王”，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下，直播营销会成为弥补线下实体书店销量不足的又一重要渠道。出版单位在拓宽市场渠道的同时，也应关注相关法律规定，做到

既能为读者“推荐好物”，又能避开侵权雷区，做好“直播带书”的法律风险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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