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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闻出版（版权）信息 
2022 年第13期（总第73期） 

江苏省新闻出版（版权）局                       2022 年 7 月 29 日 

 
 

编者按：7 月 22 日至 24 日，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

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版博会以“激活版权资源，

激发创新活力”为主题，聚焦发挥成果展示、促进贸易、研讨

交流和宣传普及“四个平台”作用，彰显了新时代江苏版权产业

发展的喜人成果，为版权强国建设作出江苏贡献。 

本次展会吸引 200 多家单位参展，展示展销各类版权产品近

万种，举办专业论坛和各类路演活动 10 多场，实现版权交易签约

1.65 亿元，签订销售合同 451.88 万元，86 万人次线上线下参展，

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1400 万，新闻报道总阅读量超过 6000 万。

本期简报将展会活动情况予以摘要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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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在南京开幕 

●中国版权产业集聚区发展国际论坛在宁举办 

●第三届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 

●紫金山版权授权路演大会，为版权供需双方搭建交易交流平台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版权论坛，共话版权发展与青年责任担当 

●新著作权法实施背景下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论坛在宁举办 

●纺织品设计版权授权推介大会，版权赋能江苏纺织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版博会 3 天实现版权交易签约 1.65 亿元——版权保护，

助创新之花绚丽绽放 

 

【信息】 

 

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在南京开幕 

7 月 22 日上午，由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协会、中共江苏

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版权局指导，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市

版权局支持，江苏省版权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

贸易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全国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

副局长、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周继业，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秀玲，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中国办事处高级顾问邓玉华，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建，福建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一级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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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肖贵新，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陈勇，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万进，共同为第三届江苏

（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启幕。 

徐宁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各级各有

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版权局部署要求，大

力推动版权工作创新发展，全省版权工作组织体系不断健全，法

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执法监管力度持续加强，社会服务水平稳

步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日趋紧密，版权产业蓬勃发展，版权创造、

运用、保护效果显著提升，版权工作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促

进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为主线，以“激活版权资源，激发创新活力”为主题，聚焦

优质特色版权资源、聚焦做大版权贸易规模、聚焦多出版权智力

成果、聚焦版权知识宣传普及，持续打造版权产业展示交流的平

台、版权成果转化运用的平台、版权发展专业研讨的平台、版权

知识传播普及的平台，不断集聚版权资源、凝聚版权共识、汇聚

版权力量，全力打造全省版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全

链条，构建版权产业新发展格局，彰显我国重视版权保护的良好

形象，彰显江苏强化版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

的坚定决心，彰显新时代江苏版权产业发展的喜人成果，为版权

强国建设作出江苏贡献。博览会展场面积 1.48 万平方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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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成果展、版权交易展、版权服务展和地域特色展等四个板块

23 个展区，200 多家单位参展，展示展销各类版权产品近万种，

举办专业论坛和各类路演活动 10 多场。 

开幕式上，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秀玲为

获评全国版权示范单位的江苏企业授牌。截止目前，江苏省共获

评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3 个，正在创建示范城市 1 个，获评全国版

权示范单位 24 个，示范园区（基地）7 个，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建、省文旅厅副厅长钱钢为 2022 年新认定的

重点培育项目企业颁发了奖牌。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丝绸遇见陶瓷——加强版权保护、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版权故事”倡议发起仪式。江苏南

通家纺、福建德化陶瓷、江苏吴江丝绸等 3 个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共同呼吁全国各版权产业集聚区

及广大企业积极引入版权保护措施，绽放文化创新活力，共同

做版权创造的践行者、做版权保护的推动者、做版权运用的共

赢者、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多新

的中国经验，不断彰显版权保护在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地方特色版权经济蓬勃发展、对外讲好中国版权故事

方面的重大作用。此外，有 10 家企业在开幕式上举行了版权合

作签约仪式。 

开幕式结束后，阎晓宏、周继业等领导同志参观了“新时代

江苏版权成果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

点”等展区，对江苏版权业界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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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江苏版权系统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

权保护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切实加强版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在新起点上推动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版权管理处） 

 

中国版权产业集聚区发展国际论坛在宁举办 

7 月 22 日下午，中国版权产业集聚区发展国际论坛在南京国

际展览中心举办，探讨中国版权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发展趋势，分

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建设的先进经验。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秀玲代表国家版权

局，对此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她在致辞中表示，举办版

权产业集聚区发展论坛是站在版权产业发展新阶段，聚焦如何更

好地激发版权产业创造活力，进一步激活版权资源，构建版权产

业集聚发展新理念、新格局的角度，集结业界智慧研讨谋划版权

产业发展方向，恰逢其时，非常必要。 

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

梁勇致辞中表示，版权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创

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切实加强版权创造、保护

和运用，版权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本次论坛对于更加有效

地引导我国版权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讲好中国版权保护故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首先代表世界知识



 

─ 6 ─ 

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预祝论坛圆满成功。她围绕如何看待当前

全球疫情防控复杂形势下的创新创造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如何

分析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动向及趋势，如何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服务和资源，助力中国版权事业发展等方面发表主旨演讲。她

表示，应该以全球化视野助推中国版权事业发展，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期待继续与中国更多的版权产业集聚区合作，将中国版权经

验推向世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文澜资深教授吴汉东作主旨发

言。他认为，版权产业竞争是国际问题，版权产业强弱是国家文

化实力、国力的体现；网络产业发展是时代问题，网络版权发展

是创新发展的“引擎”；版权战略实施是中国问题，建设知识产

权强国和文化强国，要不断优化版权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全面加

强版权保护。 

来自江苏南通家纺、福建德化陶瓷、苏州吴江丝绸等 3 个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代表介绍了各地通过

加强版权保护和服务，推动区域特色版权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做法和经验。 

南通家纺未来将着力打通全链服务，加大招才培智力度，遵

循“版权保护是家纺市场发展生命线”的理念，进一步提升版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水平。 

德化坚持扶持引导“给政策”、快速维权“严保护”、搭建平

台“优服务”、宣传普及“广覆盖”的发展方针，版权助推陶瓷

产业发展的“德化经验”成为“中国方案”在全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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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赋能丝绸产业的“吴江经验”以版权创造、管理与服务

为基础，以版权交易与运营为核心，以版权监管与保护为保障，

打通知识产权全链条，实现版权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汤茂仁介绍了中国知

识产权禁令制度相关情况。 

本届论坛由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协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版权局指导，江苏省版权协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和江苏省版权研究中心承办。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常务副院长戚湧教授主持论坛。           （版权管理处） 

 

第三届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 

7 月 22 日下午，第三届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来自腾讯、字节跳动、中胤时尚、分布

文化、安徽省文交所等企业的版权专家与华东政法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一起，共同探讨了长三角版权产业发展的现

状、问题及发展趋势，为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来自江苏各地版权主管部门和版权企业代表 100 多人参加活动。 

腾讯公司法务部总监周高见介绍了网络游戏产业现状，探讨

了当前网络游戏版权的前沿问题。字节跳动抖音集团法务部法律

研究总监李颖围绕“多屏时代中短视频发展的版权挑战及应对”，

从短视频产品简介出发，介绍了其发展趋势、保护的挑战及应对、

保护的展望和期待。浙江中胤时尚运营总监叶超以图案设计为

例，详细介绍了版权对时尚行业的影响。南京分布文化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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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坤从漫画、有声作品、短视频和海外四个维度，解读了网络文

学行业在版权领域的发展现状。安徽省文交所总经理李豹介绍了

未来将利用“区块链+版权”国家试点，服务长三角版权产业，

助力安徽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

长、教授丛立先围绕“算法推荐作品的平台方版权注意义务”进

行分享。 

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江苏省版权研究中心承

办，通过持续关注长三角区域版权产业发展，打造全国学术交流

活动品牌，现已成为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江苏省版权研究中心由江苏省版权局依托南京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于 2017 年 4 月揭牌成立，旨在整合省内外优质版

权研究资源，打造全国一流版权高端智库，为江苏省版权保护和

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咨询。           （版权管理处） 

 

紫金山版权授权路演大会，为版权供需双方搭建交易交流平台 

7 月 22 日下午，由江苏省版权局指导，江苏省版权协会主

办，国家版权贸易基地（江苏）承办的紫金山版权授权路演大会

在版博会上举办。 

“举办紫金山版权授权路演大会，就是为了给版权供需双

方搭建版权交易交流平台。”江苏省委宣传部版权管理处副处长

袁学术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江苏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

版权相关制造业集群，如南通家纺、吴江丝绸、扬州玩具、泰州

墙纸、连云港水晶等。自 2020 年开始，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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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局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每年举办优秀版权作品产业转

化重点培育项目遴选活动，现已认定重点培育项目 104 个，涵盖

文创、家纺、玩具、紫砂、珠宝、家具、IP 衍生和博物馆授权等

众多领域。此次召开紫金山版权授权路演大会，也是为了推动版

权授权交易向更广领域渗透，促进更多版权细分行业转型升级。 

“我们是版权产业发展的经历者，也是受益者。”北京金山

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政企市场总监许鹤分享了版权环境向好

对企业的影响，并介绍了金山推出的最新产品。除了金山软件外，

来自全球授权展·上海站、捷成华视网聚、分布文化、南京博物

院、小朋友文创、先恒音乐、炫佳网络等企业的代表也做了现场

分享，涉及行业包括影视、博物馆、网络文学、音乐等。 

在介绍成果的同时，一些分享嘉宾提出了对行业发展的机遇

与前景的看法，比如南京分布文化有限公司版权部总监郭璇在分

析网络文学 IP 授权的现状和优势时，就提到目前海外优质网文

内容缺口很大，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还有嘉宾指出目前版权

开发存在的普遍问题，如南京博物院文化创意部主任李荔就提

到，目前文创产品开发存在同质化程度高、文化品牌差异不显著

等问题，仍然有待从业者继续探索、推出更多更独特的创意。 

（版权管理处）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版权论坛，共话版权发展与青年责任担当 

7 月 23 日上午，由江苏省版权协会主办的第六届江苏省大

学生版权论坛（浩辰杯）在南京举办。江苏省版权协会会长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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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三主持开幕式，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副局长李贞强

参加活动。 

本届大学生版权论坛的主题为“版权发展与青年责任担当”，

旨在展示大学生版权研究成果，鼓励大学生积极关注版权并从事

版权相关研究工作。来自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南京财经

大学的 5 位同学分别就我国网络文学版权运营、商品包装装潢著

作权争议、游戏直播视听作品保护、版权与人民的生活需要、新

时期青年责任担当等主题展开演讲。演讲结束后，南京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徐升权对演讲人的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点评，并希望更多青年投入版权事业，也希望有关企业多给

青年学生提供了解行业的实践机会。 

论坛现场对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版权论坛活动优秀组织院

校、优秀指导教师、优秀论文及主题演讲优秀学生进行了表彰。 

来自江苏省内高校、版权相关企业以及版权主管部门的近

100 名代表参加了论坛。                      （版权管理处） 

 

新著作权法实施背景下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论坛在宁举办 

7 月 23 日，由江苏省版权局指导、江苏省版权协会主办、

苏州大学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承办的“著作权法三十载  网络保

护新征程——新著作权法实施背景下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论坛”

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论坛由苏州大学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院长肖丽娟和副

院长董寅主持。论坛分为主旨演讲和圆桌论坛两个部分，采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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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来自全省各地版权主管部门和版权企业

代表 100 余人参加论坛。 

江苏省委宣传部版权管理处处长陈晔致辞。他说，当前数字

化新兴产业发展对版权事业提出新的挑战，尤其是网络空间的著

作权管理与保护问题。本次论坛就当下数字化、网络空间版权发

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分享版权工作经验。

希望各地版权部门和企业紧跟发展步伐，牢牢把握新出台法律法

规实施机遇，抓住数字化等新兴产业发展契机，不断提升版权工

作水平和效能。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以《著作权法的修改与网络传播行为

的定性》为主题，围绕网络直播的定性和《著作权法》修改对侵

犯著作权罪认定的影响两大方面，分析了广播权修改的背景、影

响以及对直播行为的定性等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顾正义

以《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为主题，围绕网络版权产

业发展情况、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法院案件情况、我国著作

权法的三次修改等方面，从法律实务角度解读实际案例，阐述了

互联网发展与文化版权的关系。 

论坛上，顾正义法官，新华日报社首页编辑部、交汇点新闻

客户端创意总监田梅，江苏法治报社副社长、高级编辑孙劲松，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党委书记孙宁华，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知识

产权教研室博士后陈虎围绕《网络直播的版权利用失范与治理》

展开了一场圆桌对话，分别结合自身所在领域，分享在新著作权



 

─ 12 ─ 

法实施背景下对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的宝贵心得与经验。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 30 年来，版权事业从小到大、由弱

到强，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

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发展趋势对

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成立于 2014 年的苏州大学苏

州知识产权研究院始终专注于版权文化推广与研究，2018 年 10

月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国际版权人才培训基地。   （版权管理处） 

 

纺织品设计版权授权推介大会，版权赋能江苏纺织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是制造业大省，也是版权大省，纺织产业是与版权结

合最紧密的行业之一。7 月 23 日上午，作为第三届江苏（南京）

版权贸易博览会主要活动之一，纺织品设计版权授权推介大会在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省版权协会、江苏省纺

织工业协会主办，江苏国家版权贸易基地承办，苏州市版权局、

南通市版权局协办。 

进一步加强花样知识产权保护 

“作为纺织产业链的重要一环，面料花样图案设计是市场创

意产业的重中之重，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区。”谈到目前花

样创意设计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

韩平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纺织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相对淡薄，在花样版权登记保护方面的积极性不高；互联网新

技术的应用给知识产权的维护带来了新的挑战；维权成本高，在

花样知识产权保护中侵权容易，被侵权时取证困难，时间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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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纺织企业增强维权意识，加大花

样版权保护力度，构建多功能、跨部门、跨门类、跨区域的全面

协同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从而不断完善纺织产业

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版权管理处处长陈晔介绍，长期以来，江

苏省版权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纺织品花型的保护，指导南通市、苏

州市建立了包括存证、登记、行政执法、版权调解的完整保护生

态，大大促进了江苏省纺织品花型的版权交易。未来江苏省版权

主管部门将继续完善版权保护能力体系建设，助力纺织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次纺织品设计版权授权推介大会上，江苏国家版权贸易基

地和一些纺织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江苏纺织品花型保护

与发展联盟，呼吁全省纺织企业积极行动起来，高度重视版权保

护，积极探索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的“江苏模式”，推动江苏纺织

业高质量发展。 

纺织业版权转化成效显著 

在此次推介会上，多家企业代表围绕纺织品的版权创造与

转化等话题展开分享。南通稿定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

双阳谈到，在原创环境方面，产品原创设计能力不足，市场盗

版侵权现象多发；在信息交互方面，设计师与家纺品牌企业之

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版权匹配度低；在资源配置方面，产业链

上下游仍以线下沟通交易为主，版权整体运营、资源配置点对

点效率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制约着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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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稿定了”云研发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将通过互联网云共享技

术的应用开发，搭建行业创意设计研发需求与供给的平台，尝

试解决研发作品供需之间的信息交互及资源配置，从而改善原

创环境。 

创立于 2009 年的吴江桑尚丝绸有限公司是全国版权示范单

位，据该公司董事长介绍，截至 2022 年 6 月，桑尚版权登记已

近 2000 余件，公司设立专门的桑尚版权示范馆。在版权 IP 再创

造方面，桑尚积极参与江苏“IP 智造聚集转化计划”。2021 年，

桑尚联合凯幕艾兰得旗下品牌“巴塔木”，将动画片中的卡通形

象转化为实质产品。截至 2022 年 6 月，桑尚巴塔木系列产品实

现销售额 620 余万元。 

懿品博悟—南京特诺展览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子易分享

了“中国可追溯传统纹样库”在纺织品领域的应用。据了解，该

纹样库于 2021 年国际博物馆日上线试运营，目前已累计拥有可

追溯源纹饰存量超 3 万组，通过对传统纹样的元素提取进行版权

创造与应用，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当中。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江苏版博会 3 天实现版权交易签约 1.65 亿元 

——版权保护，助创新之花绚丽绽放 

7 月 24 日下午，第三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在南

京圆满落下帷幕。本届版博会以“激活版权资源，激发创新活力”

为主题，聚焦打造版权产业展示交流、版权成果转化运用、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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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业研讨、版权知识传播普及四个平台，彰显了新时代江苏

版权产业发展的喜人成果。 

支柱性产业地位日益巩固 

位于南京新庄的国际展览中心 1.48 万平方米展厅，被分为

版权成果展、版权交易展、版权服务展和地域特色展四个板块

23 个展区，200 多家参展单位展示展销各类版权产品超万种。3

天时间里，共实现版权交易签约 1.65 亿元，签订销售合同 451.88

万元，10 多场专业论坛和各类路演活动次第举办，86 万人次在

线上线下领略江苏原创文化之美。 

走进国际展览中心，最吸引观众的是“新时代江苏版权成

果展”展区，这里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宣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的

新探索新实践，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多年来，江苏扎实推进版权兴业促进行动，作品登记总量突

破 200 万件，家纺、影视、动漫、紫砂、丝绸、刺绣、水晶、壁

纸等各具特色的版权产业集聚区不断发展壮大。我省创建江苏国

家版权贸易基地，创办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承办第七

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南通家纺和吴江丝绸被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认定为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 

2020 年，江苏省版权产业增加值达 8862 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达 8.63%，比 2012 年提高 1.52 个百分点，其中，核心

版权产业增加值为 6364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 6.20%，比 2012

年提高 2.96 个百分点。我省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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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升，在推动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三大“示范点”齐聚版博会 

“目前，南通家纺每年的画稿版权交易额达 10 亿元，家纺

产业年产值从 2010 年的 500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300 亿元；

吴江通过加强丝绸纺织业的版权原创设计和产业转化，已经形成

千亿级产业集群。”在中国版权产业集聚区发展国际论坛上，江

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版权局局长梁勇晒出了一组亮眼的

数据。 

我国 3 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江苏

南通家纺、福建德化陶瓷、江苏吴江丝绸，也在此次版博会“组

团”亮相。在南通家纺展区，琳琅满目的床上用品、蓝印花布、

刺绣服装，每一件精美展品均配有“作品登记证书”。南通国际

家纺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钱锁梅说，南通家纺的核心竞争优势

是花型设计，而花型又极容易被仿冒。“有了版权保护的强力支

撑，企业做设计才能免除后顾之忧。”目前，南通家纺市场每年

推出新花型超 12 万个，累计登记花型 43 万余个，每年画稿版权

交易额达 10 亿元。 

从一根丝到一个品牌，吴江丝绸纺织产业也经历了蝶变。

2019 年以来，苏州市吴江区新增版权作品超过 34000 件。上久

楷宋锦为 APEC 领导人设计的新中装面料、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飞行期间推出的宇航员系列、“太湖雪”苏州博物馆联名文创、

《只此青绿》舞蹈火爆后上新的桑尚“青绿江山”丝绸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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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市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丹看来，吴江丝绸“新文

章”的背后，是吴江丝绸积极对接海内外前沿时尚领域设计师、

引入 30 多家顶尖设计品牌所结出的版权硕果。 

为文创走向市场“保驾护航” 

在我省 13 个设区市的展区内，从无锡青瓷到苏州创意丝绸，

从常州梳篦到扬州古琴，各种充满匠心和创意的非遗、文创产品

令人目不暇接，而这些原创非遗作品都拥有版权登记证书，为它

们走入市场“保驾护航”。 

“东海水晶和西游文化是连云港的两张文化名片，我们将

其结合在一起，用水晶打造出‘西游取经’‘大圣归来’等西游

场景。”在连云港展区，东海俏艺坊工艺品公司负责人戚飞生介

绍道。 

在盐城展区，盐雕作品令人啧啧称奇。通过高温高压提纯，

海盐变成雕刻材料，塑造出盐城“三宝”——麋鹿、丹顶鹤、勺

嘴鹬。“我们的盐雕作品也得到版权保护。”盐城盐艺海盐文创公

司的工作人员说。 

博物馆文创是本届版博会另一大看点。以南京博物院镇院之

宝汉代金兽为原型的甜品“苹果慕斯”、以大雅斋荷花缸为原型

的酸奶蓝莓，看得人垂涎欲滴；六朝博物馆的人面纹瓦当激发了

设计师的灵感，创造出 IP 形象“宁好”，为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代

言；在南京城墙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中，下令建造城墙的朱元璋、

督造城墙的官员、修建城墙的工匠，化身 Q 版卡通人物，展示

出这座“世界第一城垣”建造的全过程……南京博物院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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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任李荔说，随着版权意识的日益加强，文博单位依托丰富的

馆藏文物资源自主开发，或通过 IP 授权，将开发出越来越多令

人期待的文创新产品。 

推进版权创作成果产业转化 

在本届博览会上，一批通过版权登记受益的公司分享了各自

的经验。 

在南京馆，萌萌的治愈系卡通玩偶馒头、花卷、黑米、奶豆

等受到孩子们的追捧。6 年前，绘本作者陈旻开始在网络上分享

家中宠物柴犬“馒头”的有趣故事，收获千万粉丝。南京小朋友

文创公司商务总监席晟宁说，目前，“柴犬馒头”已包含表情包、

多格漫画、动画短片、图书绘本等多元化内容。这家对版权转化

颇有建树的公司，通过自主开发及商业授权模式，充分开发 IP，

陆续与多家厂商达成服装、百货、首饰、玩具、文具、礼赠品、

线下活动等多品类授权合作。 

自 2020 年开始，省版权局会同有关部门每年举办优秀版权

作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项目遴选活动，已认定重点培育项目 104

个，涉及投资 10.84 亿元，销售收入 44.66 亿元，投入产出比达

1∶4.12。其中，今年认定的重点培育项目 29 个，投入产出比达

1∶5.5，彰显了版权项目投资良好的经济效果。 

本届版博会紧扣专业定位，面向学界和产业界举办各类交

流活动，准确把握版权发展脉搏，先后举办了中国版权产业集

聚区发展国际论坛、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相关活

动十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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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观众传播普及版权知识，是本次版博会的另一大特点。

展会 3 天，主办方通过观众互动答题挑战，角色试镜体验，邀请

观众参加紫砂、青瓷、剪纸、云锦等非遗技艺体验等方式，引导

人们了解版权、尊重版权、尊重创新，积极促进提高全民版权认

知水准，进一步提高全民版权意识。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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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部机关相关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本期责编：王  艳                             联系电话：025-88802993 

电子邮箱：jsxwcbxxb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