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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著作权法的专业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屡屡感到引起较大争议的并不是侵权事实是否成立，而是最

终侵权赔偿额的确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规定，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有可

操作性。 

     1984年12月开始施行的国家版权局最早制定的《美术出版物稿酬标准》规定，摄影年画、宣传画的稿酬标准为每

幅50-150元，其他摄影画册的稿酬标准为每幅1.5元-120元不等。1990年7月10日，又颁布了《关于适当提高美术出版

物稿酬的通知》规定：“美术和摄影出版物的稿酬标准，以1985年文化部出版局颁发的《美术出版物稿酬试行办法》

的标准为基础，提高50%左右，对特别优秀的作品，其付酬标准可以再适当提高，但提高幅度不超过100%。” 

     1994年12月2日，国家版权局下发文件《对〈关于如何确定摄影等美术作品侵权赔偿额的请示〉答复的函》中提

出在确定侵犯著作权，包括摄影和美术作品著作权在内的赔偿数额时，通常可考虑以下几点： 

    （1）司法机关已有明确规定的，可参照司法机关的规定执行。 

    （2）以侵权行为给著作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全部非法所得作为赔偿依据。这里的实际损失应包括著作

权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3）按著作权人合理预期收入的2-5倍计算。如图书可按国家颁布的稿酬标准的2-5倍计算赔偿额。 

     以上是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对稿酬及侵权赔偿额度的一些规定。1996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著

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法：一是以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

到的损失为赔偿数额；二是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为赔偿数额；三是对于国家规定有付酬标准的，按付

酬标准的2-5倍计算赔偿数额，且侵权人除应赔偿被侵权人上述损失外，还应承担著作权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等而

支出的合理费用。 

     根据这一司法实践，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著作权法》将摄影作品单独列为一种作品形式予以保护，并在第

四十八条明确规定了有关侵权赔偿数额方面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

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

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

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标准施行一段时间来，仍然遇到原告诉讼请求的数额与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额之间存在着相当大差距的实际

问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郭宪诉国家邮政局侵权案件，索赔上百万，最后支持了19万元。孟昭瑞诉人民出版社摄影作

品侵权，索赔22500元，支持6400元。还有许多的影友赢了官司赔了钱，根源都在于侵权赔偿额的标准难以确定。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1月11日，北京高法出台《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该规定共35

条，分别从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赔偿的原则和方法、精神损害赔偿、常见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该指导意见规定：人民法院确定的侵权赔偿数额应当能够全面而充分地弥补原告因被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即体现

的是“全面赔偿原则”。这也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赔偿原则，也是我国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法确立的赔偿原则。根据

这一原则，不仅权利人因侵权遭受的损失可以得到赔偿，权利人因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律师费、公证

费、审计费、交通食宿费等都可以获得赔偿。 

     该指导意见规定：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方法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和法定赔

偿。 

一、其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依据以下方法计算： 

  （一）被告侵权使原告利润减少的数额； 

  （二）被告以报刊、图书出版或类似方式侵权的，可参照国家有关稿酬的规定； 

  （三）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四）原告复制品销量减少的数量乘以该复制品每件利润之积； 



  （五）被告侵权复制品数量乘以原告每件复制品利润之积； 

  （六）因被告侵权导致原告许可使用合同不能履行或难以正常履行产生的预期利润损失； 

  （七）因被告侵权导致原告作品价值下降产生的损失； 

  （八）其他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方法。 

二、关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产品销售利润； 

  （二）营业利润； 

  （三）净利润。 

    一般情况下，应当以被告营业利润作为赔偿数额。 

  被告侵权情节或者后果严重的，可以产品销售利润作为赔偿数额。侵权情节轻微，且诉讼期间已经主动停止侵权

的，可以净利润作为赔偿数额。 

     适用上述方法，应当由原告初步举证证明被告侵权所得，或者阐述合理理由后，由被告举证反驳；被告没有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可以支持原告的主张。 

三、关于“法定赔偿”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 

   （一）通常情况下，原告可能的损失或被告可能的获利； 

 （二）作品的类型，合理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权利人的知名度，作品的独创性程度等； 

 （三）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方式、时间、范围、后果等。 

  由此可见，该指导意见对侵权赔偿额的最终确定制定了详细的计算依据和方法，有效地防止了权利人主张数额和法

院最终判决结果的差距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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