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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人类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21世纪科技、经济竞争的主
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与之相关的诉讼实务工作已成为推动和维护技术创新的重要
手段。
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争议标的越来越大，案件代理与审理难度不断增加，审判和代理领域
不断拓宽。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无论是发展中的企事业单位，还是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司法审判人员和专业的知识
产权律师队伍，掌握和运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制度中的解决纠纷技能，越来越重要。
证据在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也成为诉讼参与人的共识，“以事实为根据”是
法院判案准则，“事实”的认定就是依靠证据来证明。
法官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律师代理案件是否胜诉，证据是诉讼的关键问题。
而且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诉讼较一般民事诉讼有其特殊性，且借鉴性和对抗性强。
为深入研究近年来知识产权代理和审判实践诉讼证据规则和操作实务，提高著作权法律服务诉讼水平
，我们从著作权重点、难点、疑点几方面，结合典型案例对证据实务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拓展。
为此云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组织有深厚法学理论研究及较强知识产权诉讼实战经验的律
师编写本书，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更好地帮助各相关单位积极应对著作权保护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深入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书适合律师及法律工作者、证据实务研究的学者、著作权管理组织、法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法
律事务部、知识产权部等相关工作人员以及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人员、对著作权问题研究有爱好的人员
参考和学习。
此书的出版，同时得到云南省律师协会、云南八谦律师集团的重视以及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大力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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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作权诉讼证据实务操作指引》以案例为切入点，对各种类型的著作权诉讼所涉及的证据问题
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的实务指引，可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研究人员及从业人员的一手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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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雪宇，云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云南八谦律师集团合伙人、主任律师。
李雪宇律师擅长知识产权诉讼、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等业务，思维严谨，做事踏实认真，善于从纷繁复
杂的矛盾和纠纷中理清头绪，解决问题。
承办了一大批典型疑难知识产权案件，所代理的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与中国联通楚雄分公司电
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著作权纠纷案被列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10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张宏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为
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宏雷律师曾在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工作，法律业务涉及商标、专利、版权三大领域，代理过《亮剑》
《闯关东》等多部影视作品网络传播权案。
所代理的“云南普洱茶”著作权纠纷案、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案、外语教学带盗版案曾被评为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10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徐梅，昆明理工大学讲师，云南八谦律师集团律师，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擅长
金融、公司治理、知识产权业务，具有丰富的业务经验。
徐梅律师曾承办了一大批典型知识产权案件，如《七剑》《小鱼儿与花无缺》《神雕侠侣》《射雕英
雄传》《卧虎》《我的野蛮女老师》《总统浪漫史》、等多部影视作品、音乐作品侵权纠纷案。
所代理的香港安乐影片公司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云南分公司电影《霍元甲》著作权纠纷案被列为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10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林文，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云
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为云南八谦律师集团主任律师。
林文律师曾工作于云南省消费者协会3·15维权网络管理中心，多次为工商、质量监督、农业、知识产
权等行政单位和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讲解知识产权法律知识。
从事律师工作后，重点从事知识产权民事、刑事疑难案件应用法学研究和操作实务，在《法学》等核
心期刊发表多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论文，出版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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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著作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第一节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著作权诉讼中的运用——奥迪玛
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诉北京赛博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
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著作权诉讼中一般举证实务
操作第二节 著作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转移——杭州英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三锐科技有限公司、
金顺昌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
题的法理分析四、实务操作指引第三节 “推定”在著作权诉讼中的适用——熊运华诉贵州心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
及的证据推定的法理分析四、推定在著作权诉讼实务中的操作第四节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适用技巧
——中影寰亚音像制品有限公司诉昆明电视台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
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实务操作第五节 著
作权证据的证明标准——上海益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
、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证明标准的
实务操作第六节 在先裁判的证明效力——复旦开圆文化信息(上海）有限公司诉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
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在先裁判实务操作第七节 著作权诉讼中的举证妨
碍及后果——上海瑞星电子有限公司诉沈阳索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
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著作权举证妨碍的实务
操作第二章 著作权侵权诉讼与证据第一节 侵犯著作人身权认定及赔礼道歉适用——沈家和诉北京出
版社出版合同纠纷及侵犯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
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侵犯著作权人人身权及赔礼道歉的实务操作第
二节 侵犯著作财产权的认定及停止侵权适用——上海宇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合肥电视台、广州鑫宝
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犯发行权、放映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
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侵犯著作财产权实务操作第三节 侵犯著作邻接权的认
定——香港商维京百代音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诉陕西电视台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一、
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侵犯著
作权邻接权的行为和认定第四节 “剽窃”的判断——段平诉叶辛、群众出版社、昆明新知图书城有限
责任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
问题的法理分析四、“剽窃”实务操作第五节 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认定及证据实务——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诉南方日报中外文化传播中心、广东太阳神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徐继东和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印刷
厂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
题的法理分析四、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认定及实务操作第六节 共同侵权的认定及责任承担——魏明伦、
王持久、陈翔宇诉帝豪集团、标格公司、未来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
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共同侵权实务操作第三章 著作权权
属证据操作与诉讼实务第一节 一般作者身份的认定——陈世清诉中国致公出版社著作权纠纷案一、重
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一般作者
身份认定的实务操作第二节 演绎作品作者的认定——陈玉中、杨衡善、沙玉兰诉赵亚伟、枣庄市峄城
区史志办公室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
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演绎作品作者认定实务操作第三节 汇编作品作者的认定——沈建平、宗
希乙诉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丁力等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
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汇编作品作者认定实务
操作第四节 影视作品作者的认定——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诉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云南省电信有限公
司楚雄彝族自治州分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二、据依研究的案例三、
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四、影视作品作者认定的实务操作第五节 职务作品作者的认定—
—阮斐诉上海关宁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一、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示
二、据依研究的案例⋯⋯第四章 著作权损害赔偿证据操作第五章 著作权侵权抗辩的证据操作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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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诉讼与证据实务第七章 涉外著作权诉讼与证据操作第八章 著作权权得冲突实务第九章 新
类型著作权纠纷处理和证据操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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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对本案所涉及的证据问题的法理分析（一）“谁主张、谁举证”在著作权中的立法《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通常认为该条设定我国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当事人双方都应负举证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在诉讼举证中的含义，是一方当事人如果声称只要适用某民事实体法律条款就可
以胜诉时，该当事人就该法律条款提出的主张，应当就需要适用该法律条款的那些实际已存在的事实
承担责任。
《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该条实际是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运用。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要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否则该当
事人可能将承担败诉等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举证责任制度，早在罗马法中已确立，即“谁主张，谁举证”。
现代的举证责任制度就是从罗马法发展而来。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部分。
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
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
证责任分配制度。
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依据法律规定，各种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
担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形式适用于大部分民事案件；一种是由对方
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举证责任倒置”，这种
形式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几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
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著作权诉讼证据实务操作指引>>

后记

本书是我们在工作之余完成的，是我们执业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吸收了相关知识产权学者、法官、律师同仁的智慧成果，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得以完成，首先得感谢知识出版社的编辑，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不可能按时完稿、出版。
同时还要感谢给予我们支持的知识产权专家、学者、法官、律师以及朋友们。
尤其感谢我们的助理顾由抒、刘伟、朱虹、赵晶律师等，在本书的写作中，他们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倾注了大量心血。
著作权特别是网络著作权的发展，导致侵权模式多样，将使得本书业已探讨的问题难以适用实际发生
的一切案件，新的解决方案需要所有关注著作权的法律人共同努力研究，并对经验进行总结，从而将
经验奉献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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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作权诉讼证据实务操作指引》：知识产权诉讼实务操作指导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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