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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影视业典型的版权侵权案例，从影视版权的主体、客体、内容，影视邻接权，影视版权的许
可使用，影视版权侵权行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影视版权加以分析和阐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同时，本书还在后两章列出了与影视相关的版权许可合同和相关的重要法律法规及国际公约，以便于
影视从业人员参考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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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霞，法学博士，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副教授，影视法律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司法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5年北京市教委中青年骨干教师。
编写翻译的与影视业相关的著作有《欧盟电影版权》（编译），《中国动画产业年报》（执行副主编
），《中国电影产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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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影视版权的主体　　影视版权的主体，是指影视作品版权的所有人，影视版权利益的承
担者。
影视版权的主体首先是作者，即创作作品的公民，还包括被视为作者的法人。
作者的版权产生于智力创作，他们是原始版权人。
作者以外的人可基于其他法律事实而获得版权，他们是继受版权人。
　　第一节　原始作者　　一、自然人作者　　基于自然规律出生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都被称
之为自然人。
自然人作者，是指通过自己的独立构思，运用自己的方法或技巧等创作具有独特性的作品的公民。
由于自然人作者直接创作了作品，所以当然是作品的版权所有人。
　　影视作品是集体作品。
影视作品的生产要经历剧本创作等前期筹备、中期拍摄到后期剪辑特效等一系列的过程。
在这一创作过程中，包括编剧、摄影、导演、制片、演员、美术、词曲作者等许许多多的人员都付出
了自己的劳动，他们对自己创作的作品都享有一定的权利。
如果法律不对此加以规定与区分，那么这些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摩擦或纠纷。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
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也就是说，在我国，个人不享有整个影视作品的著作权，而是由制片方享有。
参与影视作品创作的个人只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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