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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网站标注国旗、国徽图片版权引网友热议

共青团中央：国旗版权是你家的？
近日，“黑洞照片版权归视觉

中国”的消息在网上刷屏，引发网
友热议。

然而，黑洞照片只是引起民怨
的导火索。4月11日下午，“共青
团中央”发布了一条微博“怒怼”
国内知名图片网站视觉中国：“国
旗、国徽的版权也是贵公司的？@
视觉中国影像”。该微博瞬间登上
热搜榜第一。随后评论区“炸
了”，数十家企业纷纷跟帖，贴出
了与自家企业相关的照片，被收入
视觉中国版权库。

11日傍晚，视觉中国影像微
博发表回应表示道歉，并下线相关
不合规图片。

”

4月11日，视觉中国网站
上出现了日前公布的人类史上
首张黑洞照片。尽管这张照片
已经到处刷屏，并无稀奇，但
是视觉中国的一则图片说明

“此图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致
电或咨询客户代表。”引发了
网友大范围讨论。

明明是全球 200 余名科学
家呕心沥血拍出来的照片，怎
么就成了视觉中国的版权？

对此，视觉中国回应称，
“黑洞”照片属于Event Hori-
zon Telescope 组 织 （EHT），
视觉中国通过合作伙伴获得编

辑类使用授权。该图片授权并
非独家，其他媒体和图片机构
也获得了授权。但是该图片根
据版权人要求只能用于新闻编
辑传播使用，未经许可，不能
作为商业类使用。商业使用一

般包括广告、促销等使用场
景，视觉中国并未获得该图片
商业用途的权利。如未经版权
人授权，用于商业用途，将可
能存在风险。

不过这种说法貌似被打脸
了。据报道，人类史上首张黑
洞照片是由 200 多位科研人员
组成的团队完成的科研成果。
这张黑洞照片会有版权吗？对
此，中科院院士武向平表示：

“一旦发布了，就是全世界可
以使用的，媒体上也可以看
见，只要标注是哪来的就可
以。”

继视觉中国关闭网站开展
整改之后，图片网站东方 IC、
全景网的官网也相继无法打
开，疑似关闭。

有网友截图爆料称，东方
IC、全景网此前同样存在大量
与国旗、国徽有关的图片，其
中东方 IC 将这些图片标注为

“免税版 RF 图片”，即免版税

金使用版权模式，具有“一次
购买、多次使用”的特点，不
能转让或再次出手。全景网则
将国旗图片尺寸分为各种型
号，标明“广告用途并包含标
准授权所有用途”，最高售价达
3000元一年。全景网还被曝光
出售伟人肖像，并且没有取得
肖像权或所有物权授权。

同类图片网站也存相似问题

视觉中国回应黑洞照片版权问题

共青团中央发微博“怒怼”视觉中国。

视觉中国版权风波持续
发酵。讨论还须回归法律标
准，厘清问题所在。什么样
的照片构成作品，享有版权？

对此，广东省法学会知
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华
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永
红介绍，著作权法对作品规
定得比较宽泛。根据著作权
法规定，拍摄者对其独创拍
摄的照片享有版权。他举例
说，一个徽章本身是从属于
某个机构或组织的，但拍摄
者对其以徽章为对象所拍的
照片是享有版权的。不过，
如果拍摄者的独创性特色不

明显，构图简单，相当于复
印机一样把拍摄对象复制下
来，这种情况下，拍摄者仍
享有版权，但因独创性不明
显，法律对其作品的保护程
度就较低，甚至无法给予保
护。

这意味着，如果视觉中
国直接将徽章、标志图案做
成矢量图、打上水印，未体
现独创性，并不能享有著作
权。而如果是拍摄商品、大
楼等，拍摄过程中摄影师付
出了创新性劳动，包括光线
调整、明暗对比等，就构成
作品，享有版权。

照片版权取决于独创拍摄

有 公 众 人 物 站 出 来 吐
槽：自己在一些公开场合被
摄影师拍照，照片卖给了视
觉中国，自己一分钱都拿不
到。

关永红表示：“一个人经
你的允许对你拍了几张有创
意的照片，你对自己的肖像
享有肖像权，拍摄者对其所
拍的照片享有版权，这是两

种不同的权利，并不矛盾。
但也要注意，如果对方没有
经过你同意而拍摄，就可能
侵犯了你的在先肖像权，从
而不享有所谓在后的版权
了。”

肖像权和著作权属竞合
关系，公众人物出席公开活
动，让摄影师拍照，照片版
权属于摄影师。 晚综

肖像权与照片版权不矛盾

国旗、国徽被标注
版权？

4 月 11 日下午，共青团中
央发微博质问视觉中国：“国
旗、国徽的版权也是贵公司
的？@视觉中国影像 ”。

原来，在视觉中国官网上，
出现了国旗国徽图片的“图片
使用说明”，其官方信息显示，

“此图片是编辑图片，如用于商
业用途，请致电 400-818-2525
或咨询客户代表”，版权所有显
示“1995-2019©视觉中国”。

此外，在国徽页面的价格
提示那里还写着：“用于内文不
低于 150 元，整版跨页不低于
500 元，杂志封面不低于 1000
元，商业使用价格另议。”

该条微博引起网友广泛关
注，百度、凤凰网、360、联想、海
尔等蓝 V 认证用户留言，晒出
自己LOGO照片被视觉中国公
开出售的照片。

视觉中国道歉，下
线相关图片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

师、杭州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乔万里律师对
记者表示，没有特定载体的国
旗或国徽，对其复制翻拍再
现，一般无需版权许可，如共
青团中央在其微博上晒出的两
张图片 （视觉中国指定收费下
载的图案），就属此列。

4 月 11 日傍晚 6 时许，视
觉中国官方微博做出回应：

“经网友举报的视觉中国网站
关于国旗、国徽等不合规图
片，经查该图片由视觉中心签
约供稿人提供，视觉中国作为
官方平台负有审核不严的责
任，为此深表歉意！我们已对
不合规图片做了下线处理，并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性地
加强审核，避免类似情况发
生。”

视觉中国7年涉诉讼
1000多起

其实，网友对视觉中国诟
病已久，已远不止这几张照片
和图案。这从有网友高呼“天
下苦‘视觉中国’久矣”就可
见一斑。

资料显示，视觉中国创立
于2000年6月，是一家视觉影
像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其核心
业务板块为“视觉内容与服
务”“视觉社区”和“视觉数
字娱乐”，同时拥有中国最大
的视觉内容互联网版权交易平
台。

2014年，视觉中国借壳远
东股份登陆A股。从业绩状况
来看，视觉中国最近三年业绩
稳步增长。值得一提的是，目
前为上市公司贡献80%营收的
核 心 业 务 “ 视 觉 内 容 与 服
务”，正是被众多企业质疑

“钓鱼维权”的部分，其主要
方法是“维权获客、维权创
收”。

据强韵数据统计，2013年
以来，视觉中国及其子公司共
涉诉讼1000多起，案由均为著
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或网络传
播权纠纷。

另根据天眼查公布内容显
示，仅2016年9月份以来，该
公司涉及法律版权纠纷案件达
138 起，其中大部分涉及侵害
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内容。

黑洞照片黑洞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