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现场，多位专业人
士和大学生作为“城市观察团”代表近距离感受思辨魅力并现
身说法。

参与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制作的两点十分动漫是武汉
文化创意产业的头部企业。“决赛辩题反映出当前人工智能行
业的核心矛盾。”武汉两点十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作为企业代表观摩决赛后感触颇深。

据了解，目前，两点十分动漫拥有超过1400项知识产权，
著作权是其核心资产。一般在动画上线前，该公司就完成了
各项美术、音乐等资产的著作权登记，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全网监测，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后能及时响应。

鉴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认定有

所不同，该负责人建议，广大科技企业应积极建言献策，推动
国家早日修订法律法规，明确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相关知识
版权。同时，企业内部明确区分作品类型，完善对应的著作权
申请。再则，企业要重建合同内容体系，在IP授权协议中明
确限制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使用的范围。

对于决赛辩题，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副庭长杨敬文以“杭州奥特曼案”为例，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进
行解析。她说，对于杭州互联网法院首例涉生成式人工智能
平台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判决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前期的数据输入和数据训练及输出端的
内容输出和内容使用四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侵权行为采
用“分类实施、宽进严出”的认定标准。法院在数据输入和数

据训练阶段的侵权认定标准相对宽松，在内容输出和内容使
用阶段认定标准更严格。同时，该案一审判决认可数据训练
行为在一定情形下可以构成合理使用，兼顾了权利保障与产
业发展，非常具有司法智慧。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何佳磊认为，数据训练是
大模型发展的必要阶段，要鼓励技术创新与应用，但不能放任
其无序发展。“大模型训练需要海量文本，训练过程中模型可
能获得一些未经著作权人允许的内容，在现有框架下‘合理使
用’不构成侵权是否成立值得讨论。如果构成侵权，是否一定
存在损害的发生，该损害是否必须要通过诉讼获得救济，还是
说可以首先考虑通过行政、行业规制等其他手段去合理引导
和纠偏？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何佳磊说。

鼓励数据训练技术创新与应用，合理限制使用范围
业界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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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AI“喂料”的版权保护 西南政法大学夺冠

第十四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在汉落幕

反方西北政法大学代表队则认为，限制人工智能训
练方自由使用作品，有利于推动形成新技术与传统行业
的正当利益分配。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尊重原创
者利益的社会秩序，如自由使用易引发寒蝉效应。”反方
列举负面事例说明，原创社区网易LOFTER平台上线AI
绘画功能后，大量用户因担心原创作品被作为训练数据

“投喂”AI而选择注销。
“允许未经授权自由使用他人作品将使得创作者的

创作和分享意愿受损，人工智能也将因此失去长远发展
的数据养料。”反方认为，信任危机的本质，是技术伦理与
人类价值的严重错位。

“我们主张建立‘人本优先’的数字契约：在保障数据
要素合理流通的同时，必须确立创作者对作品衍生价值
的控制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的共
生共荣，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照亮人类文明前路的普罗
米修斯之火。”反方表示。

反方列举正面事例说明，武汉理工数传集团建立了
首个出版行业大模型，使用名家名著、优秀作品集等素
材进行底层训练，在保证作品原创性的同时，还能提升
稿件质量。因此，人工智能和人类创作者合则两利、分
则两弊，唯有公正共赢的秩序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
续发展。

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必须通过版权人同意吗
“是否应当允许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方自由使用他人作品？”决赛中，正方西南政法大学与反方西北政法大学围绕这一辩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均

站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立场，深入探讨自由使用和限制使用的长远考量。

正方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开篇即表明立场：允
许人工智能训练方自由使用作品，更能平衡 AI 发
展与产权保护。

正方认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阶段不直接构成侵
权，而AI技术通过人机协作突破创作边界，与创作者
形成良性互动，带来文化市场质与量的提升。比如在
绘画领域，曾获美国科罗拉多州数字艺术类第一名的
画作《太空歌剧院》，就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一条新时
代文艺创作的思路。

“谷歌GCM让神经网络通过大量天气数据学习
天气变化原理，30秒能够模拟22天的天气，效率超过
了一切传统预测模型。”正方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
数据、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领域深刻变革，更加需要
推动建设与科技发展前沿相匹配的知识产权制度，推
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唯有允许人工智能训
练方自由使用作品，才能实现技术发展创新、社会整
体利益、国家战略布局的齐头并进。

“人人触手可及的工具可以进一步扩大创作主
体。阅文集团调研显示，自接入 DeepSeek 以来，‘作
家助手’日活用户增长超过 30%。它显著降低了创
作的准入门槛，使得艺术创作不再是仅局限于少数精
英的专属领地，而是变得更加亲民和普及。”正方举例
说明。

允许自由使用
更能平衡AI发展与产权保护

如自由使用
易引发寒蝉效应

思辨交锋>>>

正方 反方

决赛正方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论辩。

决赛反方西北政法大学代表队论辩。

“是否应当允许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方自由使用他
人作品？”4月14日下午，第十四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
辩论赛决赛在武汉举行，西南政法大学与西北政法大
学两支辩论队就这一辩题展开激烈交锋，最终正方西
南政法大学代表队摘得桂冠，反方西北政法大学代表
队斩获亚军；西北政法大学代表队二辩选手沈泽宇获

“最佳辩手”称号。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代表队获季军，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湖
北大学获得优秀奖。

“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是我国高校版权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之一，本届“法理争鸣”高校版
权辩论赛由中国版权协会指导，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湖北省版权局）、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版权
局）主办，长江日报传媒集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承办。

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32所知名高校辩论队参加，通过线上
线下融合的模式，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防范”

“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法律边界”等时代性辩题，打破
地域壁垒，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法
治共识。

“赛事彰显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知识产权领域
的创新探索，为全球治理贡献青年智慧。”中国版权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原局长于慈珂在
决赛现场致辞时表示，武汉作为建设中的国家科技创
新中心与法学重镇，以赛事为纽带，加速推进知识产权
保护示范区建设，为中部崛起注入强劲动能。

“作为全国首个联动政产学研用的创新平台，‘法
理争鸣’不仅为法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样本，更为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培育了生力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陈柏峰教授在致辞中表示。

“每年的辩题都紧扣时事热点和社会争议的焦点。今年，
我们探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方能否自由使用数据的问题，可
谓顺应了AI发展的新阶段。”4月14日，第十四届“法理争鸣”
高校版权辩论赛落幕，评委嘉宾对于赛事的学理价值和社会
意义一致给予高度肯定。

“未来每个人的生活肯定会和AI息息相关。如何给AI
领域划定行为边界，将切实影响每一个人未来在工作学习中
使用AI的效率和效果，这场比赛不仅有学理价值，也非常有
现实意义。”“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常驻评委彭飞宇认
为，通过辩论赛的传播引起大家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和讨论，从
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取材的合法性问题，对
完善立法大有裨益。

中华名辩盟理事会主席马萌认为，通过辩论赛的讨论，观
众会发现人工智能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的智慧结晶
可能成为尖端技术的一分子，你融入了历史洪流、推动了历史
发展，但是你的个人权益可能得不到保护。”通过辩论赛，如果
能够引发大家这样的思考，是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西北政法大学论辩研究中心主任潘晨子认为本届辩论赛
的辩题关注到了当前法学最前沿、最热点的核心命题，同时这
些法学问题也涉及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技术发展与人类发
展之间的冲突和平衡等宏大主题。正反双方的立场都有合理
性，而且双方选手都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通过不阳光的手段实现不公平的竞争，这不应该归罪于
人工训练大模型，而是错误的技术手段使然。”西安交通大学航

天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张爱萍认为，通过大学生青春智慧的思辨
交锋，给大众带来启发和思考，通过完善法律来保护著作权人
利益，同时激励知识生产，在限制与创新中达到某种平衡，从而
促进文化传播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丰富发展。无论是著作权还
是辩论赛都与武汉的城市精神相通——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辩论是这样，版权和知识产权也应该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国版权立法、版权保护实践以及版

权理论研究都带来了诸多挑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玉烨表示，通过长期举办版权
辩论赛来吸引广大青年学子和社会公众关注版权保护的问
题，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提升公民尊重知识、崇
尚创新、诚实守信的文化氛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赛事有助引人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保护问题
评委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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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武汉市已经初步形成了

以软件信息、动漫游戏、出版传媒、

创意设计等为特色、较完整的版权

产业体系，构建了以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为龙头、相关区为骨干的版权

产业分布格局，打造了一批版权特

色产业园区，集聚了一批活跃的版

权企业，形成了良好的版权产业发

展生态。

武汉市版权产业
发展成果

■数读

其中

武汉市版权示范单位78家；

武汉市版权示范园区16家；

湖北省版权示范单位42家；

湖北省版权示范园区12家；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6家；

全国版权示范园区5家。

华中版权交易中心是第二个国

家级版权交易中心。

今年，湖北省版权局在武汉批准设

立5家版权服务中心（工

作站）。

武汉市累计审核通过著作权登记资

助申请16034件，支付资助金

额达到692 万元，2700 个单位

（个人）获得资助。

2024 年，武汉市全年作品著作权登

记 89785 件 ，同 比 增 长

4.51%。

第十四届
“法理争鸣”高
校版权辩论赛
决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