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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法律热点问题 
 

关于产品照片的一些问题 

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宣传推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在其营销材料中采用了

展现其产品或服务的摄影作品。这些摄影作品的摄影师可能是企业的雇

员或者外请的专业摄影师。同时，摄影作品往往采用了使用其产品或服

务的客户的办公场所作为背景，其中的画面有对客户室内装饰和客户商

标的展现。问题：企业拥有这些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吗？企业能合理地使

用客户的室内装饰、商标而不必得到客户的许可吗？ 

照片的权属 

在企业雇员作为摄影师的情形下，除非另有合同约定，摄影作品的著作

权属于雇员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第

11 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著作权法又规定，“职务作品”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享有。但该规定不适用于摄影作品，原因在于，（i）著作权法第

16 条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所列举的作品类型未包含“摄影作品”；（ii）

从作品性质上说，著作权法所列举的职务作品基本上限于“工程技术作

品”（例如“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

型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而“摄影作品”属于艺术作品的范畴。

因此，即便可以主张著作权法所对职务作品的列举并非穷尽，其他未列

举的作品也应与所列举作品类型或性质相同。 

此外，根据著作权法第 11 条的规定，企业可能主张其应当被“视为”

下述摄影作品的作者：该摄影作品的创作是由企业“主持”，代表企业

的“意志”，并由企业“承担责任”。但是，著作权法对于法人或其他组

织被视为作者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主持”、“企业意志”和“承担责

任”这几个关键词语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及指导，该规定在实践中仍难

以适用（并且该规定在历史上最初是针对政府机关的特定作品）。可主

张的是，对于企业的雇员根据企业的具体指示（主持）而拍摄的用于企

业经营活动的（企业意志），并由企业对外承担摄影作品所涉侵权责任

（承担责任）的照片，企业应被认定为“作者”。 

在专业摄影师拍摄的情形下，摄影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可以由作为委托人

的企业与作为受托人的专业摄影师通过合同约定。未明确约定或没有订

立合同的，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受托方，但企业有在约定范围或符合

特定目的的范围内对作品的使用权。 

客户的许可 

企业除了需要获得摄影作品本身的相关权利之外，如果摄影作品使用了

第三方的作品、商标或其他设计作为构成部分、要素或背景，还应考虑

是否需要获得该第三方的许可。下面仅以企业使用展现客户室内装潢设

计和其商标的照片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1） “合理使用”的范围 

根据著作权法第 22 条的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

作品进行摄影，构成合理使用。企业对该摄影作品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

再行使用，不构成侵权。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

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8 条的规定，室外公共场所

的艺术作品是指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雕塑、绘画、

书法等艺术作品。 

显然，很多摄影作品所使用的客户室内场景并不属于室外公共场所。此

种情形下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取决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即装

潢设计在三维空间中的实现）在视觉效果上的作用和在照片中所占的比

重。如果该装潢设计作品仅是作为附带性的远景背景，且与所要重点突

出的商品或服务对比明显，不会起到转移受众注意力的作用，那么对该

作品的使用可以认为是合理使用；如果该装潢设计作品虽然作为背景使

用，但视觉效果突出并构成摄影作品的主体部分，那么该等使用很可能

被认为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需要获得权利人的许可。 

（2） 以“事实性描述”方式使用商标 

如果对客户商标的使用仅是描述事实，如结合照片和文字等形式的说

明，用于指代使用企业相关商品或服务的客户的身份，而不是将其作为

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商标使用，那么该等使用无需获得商标权人的

许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商标的设计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图

形作品，对这些商标的使用也应当考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关于是

否构成合理使用，可以参照上文对室内装潢设计作品使用的分析，考察

图形作品在观众眼里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和在照片中的比重等因素来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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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建议企业在与其雇员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合同中明确企业对雇员根据企

业的安排所创作的用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摄影作品的所有权；企业还应在

委托专业摄影师的合同中明确企业对摄影师根据合同所创作的摄影作

品的所有权。此外，如果摄影作品使用了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

应注意合理使用的范围，并在出现疑问时尽可能通过获得该等第三方的

许可的方式避免日后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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