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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好声音

相信每一个短视频用户，都在平台上
刷到过“二创”视频。他们脱胎于电影、电
视剧甚至综艺节目，以混剪或解说的形式
在短视频平台进行创作和传播。这种行
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在互联网平台，此类话题常常引发热议。

还有一些用户熟知的视听作品，比
如微电影、综艺节目、体育赛事等，都
是。这类视听画面既不是电影、电视
剧，也不完全属于简单的录像制品。

如何加强这类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四川恒和信律师
事务所主任李正国关心的话题。

法律规定不够具体
“二创”视频是否侵权尚无明确规定

2020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中，首次出现了“视听作
品”的概念，但创作形式更为新颖的视
听作品是否属于视听作品，并未明晰。
这就导致它们难以定性。

“还有一个情况是，视听作品合理
使用的边界确定较为困难。”李正国表

示，火爆于短视频平台的“混剪视频”
“解说电影”“翻拍视频”等，因为采用新
型方式使用其他视听作品的元素，从而
造成侵权的情况时有发生。

他进一步提到，在这类作品中，有的
将影视作品中的截图或视频片段等放置
进短视频中，有的未经原著作权人同意，
将其摄影、美术作品等放置在新的视听
作品中，还有的仿照他人的视频作品拍
摄手法和内容，翻拍新的视频作品等。

“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不够具体，这
些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属于合理使
用，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也是作品
权利人、二次创作者以及广大自媒体从
业者等关注的焦点。”李正国表示。

建议强化平台监管责任
完善视听作品立法及司法解释工作

基于这些调研结果，李正国建议，
针对目前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问题，
要进一步完善视听作品相关立法及司
法解释工作。

“现行有效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已有十年未作修订，部分内容已经不符
合现实需求，建议加快其修订进程，对

‘视听作品’的定义作进一步区分、明
确。他同时表示，针对矛盾较为突出的
短视频等新型视听画面类作品，建议及
时吸收司法实践的有益成果，尽快出台
相关司法解释，使广大创作主体更好依
法授权、依法获权、依法维权、依法用
权，更好保护视听作品著作权。

与此同时，要强化视听平台的保护
和监管责任。在李正国看来，各类网络
视听平台涉及大量的内容识别、提取、编
辑等行为，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平台
提供者，随着过滤技术的提升和自身获
利的增加，平台的预防和注意义务也应
当不断加重，不能局限于原来的“通知—
删除”等标准，从而防止利用所谓的技术
中立幌子从事著作权侵权之实的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委员在这里

李正国

“二创”作品到底算不算侵权？
全国政协委员李正国：建议完善视听作品立法及司法解释

从奥运冠军到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对短道速滑金牌获得者任子威来
说，绝对是一个全新挑战，特别是这位
人大代表还要额外加上一个标签——

“95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计
2977名，至少有11位“95”后，任子威正
是其中之一。1997 年生于哈尔滨的
他，2016年获得世界青年短道速滑锦
标赛男子全能冠军；2018年获平昌冬
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亚军；
2022 年获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女
2000米混合接力冠军，并斩获短道速滑
男子1000米冠军，实现中国队在该项
目上冬奥金牌零的突破。

任子威之所以能够“破圈”，绝不仅
仅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在冬奥赛场获得
两枚金牌。如今，除了在2026年米兰
冬奥会上拿金牌，任子威还有一个更大
的梦想——让中国的冰雪事业发扬光
大，让更多青少年喜欢冰雪运动、参与
冰雪运动、发展冰雪运动。

“没有白走的路”

在赛场上一往无前、势不可当的任
子威，有两个外号，一个是“大象”，一个
是“劳模”，都是意指他兢兢业业，认准
一个事情就决不放弃。任子威训练起
来，简直就是“拼命三郎”。肯付出、能
吃苦，他很快在同龄运动员中脱颖而
出，并在2014年入选国家队。

备战冬奥会时，疲惫感达到顶
峰——“每天最多的时候，要练6到8
个小时。日复一日，练完后全身一丝力
气都没有了，想吐，甚至嗓子里一股血
腥味儿。”任子威回忆。但他还是咬牙

挺了下来，只要到了滑冰场，戴上头盔，
穿上冰服，踩在冰刀上，他就像变了一
个人。

“曾经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训练很
累，但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每一天训练、
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进步和成绩都是
一点点积累的。每一天都争取做到最
好，才会离梦想更近一些。”任子威说。

“能练一天，就要为国家付出一天”

每次被问到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
么，任子威总是腼腆一笑：“一方面是真
的喜欢，享受在冰上驰骋的感觉；另一
方面，就想为祖国做点事。”

2018年，平昌，任子威第一次参加
冬奥会就获得5000米接力银牌。但他
并不满意，铆着劲要在4年后的北京冬
奥会拿到金牌。“正是那次冬奥会的经
历，让我真正理解了为国争光的含义。
尤其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真
正知道，为国而战是压在肩上沉甸甸的

责任。”任子威说。
2022年，在首都体育馆，梦想照进

现实，他先是与队友武大靖、范可新、曲
春雨、张雨婷拿下2000米混合接力金
牌，紧接着获得了男子1000米金牌。
当时有个小插曲，领混合接力金牌时，
任子威一直告诉自己后面还有比赛，一
定要控制情绪。但是，当国歌奏响、国
旗升起的那一瞬间，眼泪还是“不争气”
地掉了下来。

北京冬奥会之后，任子威打算继续
参加米兰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之前，我
想了最坏的情况——不能再继续坚持
下一个4年，但真正站到赛场，想到国
家为我、为大家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
就觉得自己能练一天，就要为国家付出
一天。”任子威说。

“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进来”

忘掉光环和成绩，在下届冬奥会继
续摘金夺银，成了任子威下一阶段的目

标。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将中国的冰雪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青
少年喜欢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发
展冰雪运动。

赛场下，为了更好地履行人大代
表的职责，任子威不断学习，参加了很
多以前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参加的
社会活动。比如，加强青少年体育建
设的调研等。他还就议案撰写请教了
多名人大代表，包括哈尔滨市第四医
院老年病科主任高广生，这位老先生
曾在履职全国人大代表时写过很多很
好的建议。

在多方努力下，任子威最终带来一
份鼓励青少年上冰雪的建议，包括如何
让青少年加入冰雪运动，如何将冰雪体
育潜力转化为能量迸发出来。

在建议里，这位“95后”人大代表
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在冰
雪设施、教材进校园的同时，也要把冰
雪课堂搬进户外场地，设置到滑雪场及
冰场里，以‘沉浸式体验’创新‘情境式
教学’，将冰雪运动和学校课程紧密联
系起来”；“建议相关部门鼓励属地学生
开展周末冰雪活动，异地学生开展假日
冰雪活动，以冰雪体育研学为媒介，开
启冰雪科普与素质教育通道”。

任子威还建议教育部为全国中小
学校的冰雪运动教学发展作出长远规
划，分期推进，逐步将冰雪体育教育融
入学校教育系统中。

“北京冬奥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冰雪运动，想参与冰雪运动，这是
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
影响和带动，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
进来。”任子威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粟裕
见习记者 张馨心北京报道

代表在这里

本次全国两会，任子威带来一份鼓励更多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建议。受访者供图

“95后”全国人大代表任子威：

建议冰雪体育教育进校园

全国政协委员蔡光洁：

要让学生具备
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四

川省委会副主委、四川省教育厅副厅
长蔡光洁，谈起了“美育”话题。她认
为，体育、美育不仅能够在人们看待
事物的角度、格局等方面潜移默化，
而且能提升学生创造美的能力，是新
时代的“刚需”。

“体育、美育不仅是审美教育、
情感教育，更是塑造健全人格的教
育。”蔡光洁认为，体育、美育能够
带领人们观察世界，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可以享受乐趣、尊重规则、学
会合作。

从学校到社会，如何让学生具备
发现美、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
力？蔡光洁认为，应大力倡导学校、
家庭、政府、社会协同育人理念，形
成生动活泼、健康向上、品格高雅的
社会风尚。蔡光洁还建议，鼓励学
校体育、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学科
融合发展，与德育、劳动教育、国防
教育融合教学，与研学游基地、公共
文化院馆等合作实践，共同形成健康
育人合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