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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业发展硕果累累

本届版博会以“版权新时代 赋能新发

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我国版权业新成就、

新产品、新模式、新技术。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国内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版权行业

协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者、专家代

表，共同见证我国版权业新发展。

由国家版权局主办的“版权助力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主题展”吸引众多目光。展

览通过丰富的文字和图片，以及图书、报刊、

音乐、影视、海报、文创产品等展品，全面展

现了我国版权工作在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取得的

丰硕成果。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版权事业实现突

破性进展，版权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

特色版权治理体系日益完备，版权创新创造

动能空前迸发，在推动文化繁荣、科技进步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版博会上，举办了国家版权创新示范合

作论坛、首届中国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网

络视频版权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以及 AIGC、

元宇宙与数字版权生态论坛等 11 场主题论

坛，版权交易会等 6个配套活动，覆盖版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推动版

权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深度融合发展。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我国

版权领域唯一的综合性、国际性、国家级专

业博览会，版博会成为集中展示展览版权作

品、活跃版权交易贸易、促进版权价值转化、

推动中外版权交流的重要平台。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精美的潮州木雕、形态各异的潍坊风筝、

栩栩如生的芜湖铁画……来自全国各地的特

色作品都带着自己的版权“身份证”亮相。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潘鲁生说，版权有效解决了民间手工艺

创新“动力源”，以及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版权赋予传统文化新生命——

版博会期间举办了“2023年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启动仪式”。通过版

权赋能，民间文艺作品以形象创新、设计创

新、跨界创新、传播创新“活”了起来。

“风筝之都”山东潍坊，对数百个品种的

风筝形象进行版权登记等综合保护，使风筝

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全市共有风筝企业

600多家，年销售额 20多亿元。

版权助力民营经济新发展——

全国首个版权示范城市成都，着力构建

数字版权治理保护体系，涌现出“哪吒”“流

浪地球”等一批现象级 IP，推动版权产业做

大做强。

在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温州展区，平阳漆

器、“千里江山”感温变色杯等一系列融汇传

统与现代魅力的作品展示了版权转化的力

量，为版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生

动注脚。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梅阳说，温

州着力实施版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四

大工程，打造版权发展保护全链条，2022 年

版权作品登记数量达 13000 余件，登记作品

转化率达 66％。

科技为版权业注入新动力——

扫描二维码打开“云上中轴”小程序，在

手机上就能了解到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发展

与文化内涵，还能欣赏到丰富的数字藏品；

站在摄像头前，电子屏幕即刻出现真人版卡

通形象，观众们倍感新奇、争相体验……首

都版权展区，“数字时代的版权”通过新技

术、新理念与版权的创新结合，让观众一睹

科技赋能版权的光明前景。

讲好中国版权故事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将绣品《侏罗

纪羌绣特色 logo》带到版博会现场，电影《侏罗

纪公园》的经典恐龙头像被融入羌族特色的

碉楼以及蝴蝶、牡丹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这是与环球影业合作的作品，今年我

们还要继续为‘功夫熊猫’等动画形象设计

十多款织绣造型。”杨华珍说，她所在工作室

已有 10 余件作品通过版权授权方式与多个

国际知名品牌合作。

版权贸易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形式，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式。

各界代表认为，版权贸易能够让更多优秀作

品丰富中外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文

明交流互鉴中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

用，夯实中外经贸、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广泛

深入交流与合作的人文基础。

本届版博会参展范围覆盖欧盟、东亚、

东盟、中非等 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动

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版权交

流合作，推动我国版权产业与世界接轨。

“版博会让我们看到了版权作品的丰富

多彩以及中国对它们的积极保护，见证了中

国版权生态系统在创意产业及创意经济发

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西尔维·福尔班说。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

当今时代，版权保护是开拓国际市场的“金

钥匙”，加强版权保护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

济发展的共识。

版博会期间举行的中非版权合作论坛

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摩洛哥、博茨瓦

纳、马拉维、津巴布韦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签署了相互代表协议。国际作者和

作曲者协会联合会总干事甘迪·奥龙表示，

近年来，中国版权产业占 GDP 的比重超过

7％，数字版税收入强势增长，中国版权立法

修订与实践经验在助力非洲释放版权增长

潜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版权兼具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也是现

代经济体系和产业创新的结合点。一个个

生动的版权实践案例，一场场深入的版权交

流，让人们期待：版权赋能，精彩无限。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新华社哈尔滨 11 月 30

日电（记者 杨思琪）今冬冰

雪季，哈尔滨市积极举办冰雪

赛事活动，发展群众冰雪运

动，建设冰雪运动场馆，不断

擦亮“奥运冠军之城”名片，做

大做强冰雪运动产业，全力准

备 2025 年亚冬会。这是记者

30 日从哈尔滨市举办的打造

“冰雪文化之都”专场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的。

哈尔滨市体育局副局长

董兴旺介绍，哈尔滨市出台了

支持重大体育赛事活动引导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积极谋划

2023 至 2024 年哈尔滨冰雪季

体育赛事活动，申办举办越野

滑雪马拉松、冬季铁人三项世

界杯赛、亚洲速度滑冰马拉松

等国际品牌赛事。

为持续推动冬季全民健

身，哈尔滨市每周、每月都组

织开展“全民赏冰乐雪”活动，

举办大众速度滑冰比赛、大众

越野滑雪赛、冰上趣味运动

会、青少年冰球联赛等各类冰

雪活动年均达 400 余场，引导

群众树立科学健身理念，广泛

参与冰雪运动。

在冰雪体育场馆设施建

设方面，2019 年以来，哈尔滨

市已争取各方投资 7.64亿元，

在 9个区建成 10个气膜馆，完

成哈尔滨冰球馆的改扩建和

香坊滑冰馆的维修改造。利

用体彩公益金新建 31 个室外

智慧健身驿站、18 个门球场、

132 块足球场地，年浇建 90 块
公益冰场。

依托训练资源共享等机

制化办队模式，哈尔滨市迅速

提高冰球队实力，其中女子冰

球队先后获得 2022 年和 2023
年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冠军。

董 兴 旺 介 绍 ，以 筹 办

2025 年亚冬会和建设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

区为契机，哈尔滨市将推动建

设一批冰雪体育运动设施，鼓

励社会力量兴办冰雪运动健

身场所，助推冰雪经济全产业

链发展，彰显“奥运冠军之城”

的特色与风采。

■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吴晓颖 袁秋岳

线下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展品数量逾6万件，交易额达1241.2万
元，达成战略合作金额 13.41 亿元……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暨
2023国际版权论坛日前在四川成都落幕，展览规模、展场活动、参展参会
人次等均创历届之最。

新华社天津11月 30日电

（记者 周润健）天津市十八届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29 日

审议通过《天津市全民阅读促

进条例》，助力“全民阅读”，打

造“书香天津”。

条例规定，市和区人民政府

应当将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本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

全民阅读的核心是阅读

内容。条例鼓励出版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科学知识

以及具有本市历史文化内涵和

地方特色的出版物；鼓励开发

相关文创产品；鼓励和支持特

色阅读推广，促进结合体验、

实践等多种形式阅读。

全民阅读具有典型的公益

性，要面向基层群众，保障全民

平等享有基本阅读权益。条例

规定，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

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以及政府举办的城市

书吧和阅读新空间等纳入图书

馆服务体系，开展图书流动服

务，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建立以

区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

（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

分馆，书屋书吧为基层服务点

的三级总分馆服务体系。

保障、促进青少年阅读是

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条例明

确了家庭阅读指导内容，并规

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发挥言

传身教作用，做好阅读示范和

表率，营造良好家庭阅读氛

围。此外，还规定了方便老年

人、残疾人阅读等内容。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活动，是推进全民阅读的重

要方式。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李旭炎介绍，天津将推广

“书香天津”全民阅读品牌，定

期举办“海河书香节”“书香天

津·读书月”、图书展会等推广

交流活动，建设具有推广、交

流、激励和分享等功能的“书

香天津”阅读活动平台。

条例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