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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摄影师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拍摄的照片被国家机关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使用，既不为摄影师署名，又不

向摄影师支付任何报酬。当摄影师对此提出异议的时候，国家机关往往称这是“合理使用”，无需付款。那么，到底

什么才是合理使用呢？摄影师有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报酬呢？ 

     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一定情况下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是

应当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了可以合理使

用的12种情况。其中涉及政府机关的规定为“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可以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从《著作权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国家机关合理使用作品有着严格的限制，判断国家机关无偿使用他人作品是

属于合理使用还是属于侵犯著作权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要严格限制国家机关的范围，国家机关主要是指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和军事机关。

超出这个范围，把一些事业单位或者协会性质的机关的行为也视为执行公务，是不合适的。 

     二、其次对执行公务必须有严格的解释。执行公务是指国家机关为完成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所从事的活动。这一职

责应该仅指国家机关用于制定政策，研究问题和实施管理。如果国家机关利用他人的作品去实现一些经济利益，比如

将他人的摄影作品制作成为宣传画册并出售，则不能视为合理使用，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三、关于合理使用的范围。为公务而使用他人作品，这种使用应该是必须的，即只有使用这一作品，才有可能达

到执行公务的目的。这一使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使用其他的作品也可达到该公务目的，则不能说国家机关的使用

为合理使用。 

     四、合理使用的限制。合理使用要注重使用的数量，对著作权的过度使用，可能会给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可能影响该作品的市场价值和经济收益。使用数量包括两方面：一是指使用作品占整个作品的比例，二是指

使用人复制的数量。现行的《著作权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发生纠纷后和在审理的过程中，就要由法官行

使自由裁量权了。 

     五、即使国家机关对作品的使用符合《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的要求，也应注意不要侵犯作者的署名权和

其他的合法权益。国家机关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付报酬，但是应该标明作者，并不得侵犯作者享有的其他诸如修改

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在其他途径获得收益的权利。如果国家机关有上述行为，则也构成对作者的侵权。 

     六、当然，国家机关因执行公务而合理使用的必须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如果该作品尚未发表，对其执行公务

就不能构成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制度的诞生，主要是为了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私权之间的关系。著作权属于私权，但它不同于

所有权，著作权的使用必须要促进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既不能为了满足大众需要而损害作者应得的利益，伤害作者

的创作积极性；又不能过于强调保护作者的私权而妨害文化的传播。合理使用制度就是将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

进行恰当平衡的有效解决办法。 

     北京世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渠 波 王 立 

     法律热线：010-88517311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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