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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服装设计保护特点
有二，一是服装成衣应具有可分
离、独立存在的艺术性部分。成
衣的实用性部分不受《著作权
法》保护，可独立于成衣实用性
部分的艺术性部分受《著作权
法》保护。二是服装成衣的艺术
性部分应具有独创性。成衣可
独立存在的艺术性部分并不必
然成为美术作品，还要看是否具

有独创性，即是作者独立完成并
表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在北京海淀法院2019年审
理的一起“山寨”汉服案件中，法
院最终认为涉案汉服的花纹、图
案可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
作品，并且对“山寨”服装侵权判
决了高额赔偿。这一判例，也为
服装行业原创设计师的设计成
果提供了《著作权法》框架下的

一种保护思路和途径。
对于服装设计师来说，如何

才能尽量保护自己的设计？白
小莉律师建议，设计师可以事先
做好相关作品和项目的申请与
登记，将创作元素转化为可受法
律保护的有形载体（美术、服装
设计图等），方便事后根据实际
情况采取多种维权手段。

（北晚）

原创设计被抄袭原创设计被抄袭 电商平台维权难电商平台维权难

一位女服装设计师的无奈一位女服装设计师的无奈

明明是自己原创设计的连衣裙
款式，被盗版后却堂而皇之地挂在了
别家的网店里。

最近，服装设计师许女士为遭遇
到的“李鬼”而发愁。其实，在服装行
业，“打版”“抄袭”的现象屡见不鲜。

一年前，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许女士开始经营
一家名为yunki的原创服装网店。今年3月，她上
架了一批服装，其中包含一款红色吊带连衣裙。

为设计这批服装，许女士花费了几个月的时
间，历经试样、设计、请模特试衣、挑选面辅料等过
程，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

可是，服装上架十多天，许女士就发现，网上
出现了同款的红色吊带裙，有的商家的商品图甚
至还盗用了自己淘宝店内的买家秀。更令人气愤
的是，许女士自己售卖的连衣裙标价400多元，而
盗版的同款商品仅售100多元。

许女士下单购买了一条盗版连衣裙，想看看
究竟有何不同。收到仿版裙子后，乍一看与自己
的原创设计一模一样，但从面料到辅料都很粗糙，
与自己的商品相差甚远。

“我制作的服装数量不是很多，所以用料基本
挑选市面上尾货不多的进口面料。”许女士告诉记
者，“而仿冒者很难找到大批量的同款面料，一般
也不会采用成本这么高的面料。”

据许女士估算，原版连衣裙肩带成本就在
20元左右，而仿冒商品的肩带成本可能只有一
两块钱。

不过，原创服装商家们想要
打赢官司并不容易。在司法实
践中，服装成衣并不像摄影、美
术作品一样，可以显而易见地受
到《著作权法》保护。很多案件
中，法院认为服装成品不能作为

作品受法律保护。
此前，在北京心物不二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清风钰
帛服饰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
权纠纷一案中，深圳宝安区法院
认为，“服装成品即使具有一定

的艺术美感，但无法与其实用功
能在物理或概念上分割，也不能
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因此，按照服装设计图加工制作
服装成衣，不属于《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复制。”

事实上，在服装行业，打版抄袭早已形成“套
路”。

“‘抄袭’的商家一般都是做服装批发的。相
中一款新服装后，会下单购买，然后将原版交给工
厂仿制，工厂就能根据原版衣服批量制作出同款
服装。”许女士说，“销售的时候，可以直接拍一张
照片当作产品图，或者直接盗用原版商品的买家
秀。”

“现在的服装抄袭就像小时候抄作业一样简
单，特别是没有复杂工艺的T恤，头天上架原创设
计的衣服，第二天就能看到其他店铺在以更低的
价格售卖同款。”淘宝店主王先生对记者说道。

王先生在服装行业有着8年从业经历。在他
看来，一些淘宝店铺经营的大部分服装都是中外
各大原创品牌的仿制品。更有甚者，能在原版服
装上架后，第一时间推出自己的仿款，并且价格通
常会比原版服装低很多。

王先生说，打版的过程并不复杂。将衣服买
回来拆解后，首先由样衣师傅测量衣服的肩宽、
胸围、腰围、衣长、领口大小等。定好尺寸后，交
给专业人士分辨衣服的布料种类、辅料种类、线
种，甚至可以精准到针孔的大小、缝合位置缝了
几针等，并以此来分析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机器
和针法。

如果只想“借鉴”服饰的印花就更简单了。
据王先生描述，设计师直接将印花的照片上传电
脑，使用PS、Procreate等绘画软件进行上色和
勾线就能完成，这些只要有设计基础的设计师都
能做到。“不过，抄袭的商家也会考虑成本，大多
会选择简单的爆款，像刺绣、镂空处理等复杂的
工艺则比较少。”他补充道。

揭秘

目前，多家网店都在销售许
女士设计的“同款”吊带连衣
裙。粗略统计，仿冒吊带裙的销
售量有数千件，超过了许女士店
铺的销量。

遭遇打版抄袭后，许女士
先后与多家仿版商家交涉无
果，向平台客服投诉也没有下
文。在维权过程中，她获知电
商平台有一项存证功能，即商
家在服装上架时可以进行存
证，以便商家保护自己的原创
服装设计。如果事先存证，遇

到仿冒者时，平台有可能将仿
冒的商品下架。

但是，许女士也了解到，这
一方法并非万能，因为有的仿
冒者会找模特穿上原版衣服拍
摄产品图再上架，甚至对衣服
做一些微调。“比如说一条一模
一样的裙子，改短 20厘米，这
个时候，平台可能就很难去处
理。”她说。

作为一名小商户，许女士直
言，没有想过采用诉讼的手段去
维权，“一是耗费的金钱成本非

常高，二是如果一直花精力去处
理这个事情，也会影响正常的工
作。”

对此，王先生深有同感：“即
使向平台投诉，平台将相关的店
铺查封，那些商家也完全可以换
个店接着卖。”现在，他所在的公
司也面临着类似情况，正在尝试
用法律途径来维权。

王先生告诉记者：“我们会
保留服装设计底稿及创作的过
程，或者申请专利，以此作为证
据来起诉抄袭的商家。”

对成衣而言，“抄袭”和“借
鉴”的边界在哪里？成衣能在何
种程度上受法律保护？

许女士认为，自己遭遇的1∶
1 的打版，显然是一种抄袭行
为。如果是仿制基本款，或者是
使用军大衣这类历史上已经存
在的款式，抑或是参考一些工艺
和细节，则属于合理借鉴的范围。

消费者叶女士对服装设计
行业十分关注。她提出：“如果
仅是‘改版’以及服装制作工艺
等方面的借鉴，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在拒绝100%抄袭的同时，
也要对国内服装行业的发展给
予宽容。但是，如果是照搬别人
的设计元素、剽窃别人的劳动成
果则是一种无法原谅的盗窃行
为。”

据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白小莉律师介绍，目前，我国保
护服装设计的现有法律依据主
要是《著作权法》，服装设计图纸
和服装样板均受其保护。但是，
服装成衣是否能作为整体作品
得到《著作权法》保护尚无定论，

这也是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
问题的核心争议点，有待现行法
律和司法实践去探究。

白小莉律师表示：“服装设
计通常需要考虑服装的实用性
与艺术性，具有一定艺术性和
美学性的成衣更符合实用艺术
品的特征，但《著作权法》尚未
将实用艺术品作为作品类型。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成衣所
体现的具有艺术性的部分可以
被认定为美术作品，进而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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