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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艺术院校的学生而写的，也可供艺术工作者学爿参考。
由于本书面对的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出现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和
纯理论分析，而是以中国现行立法规定和法学基本原理为依据，将法律与艺术有机结合起来，注重法
律的实际运用，以期通过艺术法的学习，培养艺术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在以
后的艺术实践活动中，能够结合我国的现行立法规定，维护自己或者所在单位的合法权益。
艺术法关注的是艺术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法律问题，即在艺术创造、艺术传播、艺术接受和艺术消费等
一切与艺术相关的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法律问题，诸如艺术作品的创作与版权的归属、艺术家的表达自
由、艺术作品的许可使用、版权的转让、艺术作品的拍卖以及艺术家的权利等，这些问题必须由多种
法律、法规加以训整。
虽然艺术法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它是在整个同家的法律体系内运行。
艺术法律规范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同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以下简称《拍卖法》）、单行法规、行政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等文件中。
我国参加的有火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通过立法程序，也可以转化为我国艺术法的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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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九章，介绍了艺术作品的特征、法定类型，艺术家的权利，艺术作品的创作与版权的归属，
艺术作品在社会生活中传播，艺术作品的拍卖，艺术家的表达自由，艺术作品在使用和权利转移中所
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中国现行的立法规定和典型案例，是参与艺术活动“必须知道的基础”法律知识
。
　　本书可作为艺术院校本科生、专科生学习艺术法的教科书，也可作为艺术工作者学习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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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第六节 文物收藏和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附录一 保护文学和艺术
作品伯尔尼公约附录二 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附录三 世界贸易组织协
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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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给艺术作品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阐释那些有
助于判定艺术作品的特征。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
”因此，艺术作品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法律特征。
一、必须是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成果艺术作品必须是艺术领域内的一种智力创造成果。
由于只有人才能进行智力活动，所以，艺术作品必须是人创作的。
日出和大海都很美，可它是自然景观，因而不能被视为艺术作品。
二、独创性独创性，指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独立创作完成的，而不是抄袭、剽窃他人的作品。
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的内容必须具有新颖性或首创性，而是强调作品内容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独创的，
例如作品的整体设计、内容取舍、组合排列等，它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独具匠心之
处。
例如，“千手观音”这个素材，来源于佛教，多位作者同时对以“千手观音”这个古已有之的题材创
作绘画，尽管内容相同或相似，如确系各自独立创作完成而非抄袭，体现了创作者的独特之处，作者
都对自己的作品享有版权，他们各自的作品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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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艺术法在中国是新兴学科，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课题研究，难免存在疏漏或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朋友以及同行专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以期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做得更好。
感谢所有给本书写作以启迪、借鉴的专家、学者，以及为本书提供案例的作者。
由于条件限制，无法与他们一一取得联系，在编选、删节时无法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我们因教学的
需要而删节有损作者的原意，在此向作者表示歉意。
本书的最终完成，离不开我的同事舒智勇、张涛在资料收集和文字校对方面做出的努力，在此向两位
同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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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法基础》：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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