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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蹭名牌”“搭便车”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证明我是我？
当下，越来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深闺”走向大众，在

“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得到了活态传承与发展，其市场价值
也日益凸显。然而，非遗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亦随之显
现。恶意抢注、仿冒盗用、“山寨”抄袭……因缺乏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部分非遗在商业开发中被不当利用、贬损使用
以及合法拥有人利益失衡等问题时有发生，为非遗系统性保
护和传承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花式“蹭名牌”“搭便车”

随着越来越多非遗得到开发、走向
市场，围绕非遗的知识产权纠纷愈发凸
显，其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姓名遭他人
注册并使用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上的情况
较为突出。比如，湖南湘西州苗医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符忠来的姓名，曾被他人注
册为商标；近年来走红短视频平台的英
歌舞，也曾陷入商标争夺战。

韦洁群是国家级非遗“黑茶制作技艺
（六堡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广西
梧州市司法局官网公开信息显示，“韦洁
群”被南宁某公司于2012年9月21日注
册为商标。韦洁群发现自己姓名被同行注
册后，于2017年委托女儿石濡菲搜集证
据向有关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但因该商
标注册时间已超过5年，最终申请被驳回。

“他们先注册了商标，有优先续展
权，到期他们就续上，我们毫无办法。”石
濡菲说，该商标名下在全国范围内所卖
的茶叶并非母亲制作。

一些非遗“爆款”还遭到仿冒、盗用
等，侵权产品泛滥。比如，金星砚制作技
艺、宋锦织造技艺等国家级非遗产品走俏
市场，网上出现大量仿版、盗版、抄袭产
品，其中不乏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情况。

“瑶族医药（药浴疗法）”是贵州省从
江县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在电商平台上
曾出现大量冒用该品牌及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肖像姓名的产品。此外，还有电商商
家假借雷山苗族银饰锻制技艺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身份进行虚假宣传，并通过机
器倒模制作银手镯售卖，不到一年销售
量就达12万余件，销售额逾千万元。

针对类似情况，尽管全国多地通过著
作权登记、商标注册、品牌保护、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等方式，加强非遗知识产权保
护，但非遗产品因涉及侵害商标权、著作
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等“闹官司”的情况频
频发生。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田艳认
为，此类侵权事件打击了非遗传承人的积
极性，对非遗的有序传承造成严重干扰。

知识产权主体确权难引发维权难

“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需要进一
步完善。”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宇说，我国现行法
律中专门针对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涉及较
少，缺乏详细且有针对性的细则及事后
的侵权救济措施。

“201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偏重于行政保护，非
遗在民事法律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
保护中，仍面临法律适用困境。”田宇说，
我国非遗覆盖面广，十大门类各有特点，
每项非遗又各有特殊之处，仅靠现有的
行政性立法保护还远远不够。

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

心非遗部副部长潘雪枚说，许多非遗产
品进入市场会面临“如何证明我是我”的
问题，非遗知识产权“易攻难守”，特别是
一些群体性传承的非遗项目，其原创权
属关系不是很明确，很难界定谁是权利
主体。而知识产权主体一旦模糊，侵权者
就有缝可钻，这是非遗侵权事件频发的
重要原因。众多传承人无法以充分的证
据证明非遗产品的显著性或知名度，导
致取证和维权难度较大。

确权难，进而引发法律判定的一系
列问题。由于权属模糊，一些非遗项目面
临“公地困境”：产品设计、生产同质化多
发，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还有
一些商家打着非遗的旗号，生产粗制滥
造、质量低下、假冒伪劣产品，但消费者
很难判断谁是“正宗”。

记者采访了解到，许多非遗技艺过
去主要靠口传心授，在一些案例中，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生产者或来源群体没有
自己注册商标和品牌的意识，往往在商
标被抢注、歪曲或滥用后，才后知后觉。
同时，因缺乏维权意识，或缺乏维权渠道
和相应法律资源，一些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处于被动位置，导致维权不易。

用“法”庇佑非遗的根魂

2021年挂牌成立的景德镇知识产
权法庭，主动探索和完善陶瓷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机制，并在工业园区挂牌设立
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点，提供一站式知识
产权服务；四川省搭建四川省非遗数据
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培育非遗品牌，推动
非遗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利用。

“这些地方的有益探索值得借鉴。”
田艳呼吁，健全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推动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有效衔接、互
为补充、协调发展。

一方面，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
订与完善。田艳表示，应加强著作权保护制
度、商标权保护制度、专利权保护制度、地理
标志保护制度，完善对非遗相关主体权利
保障制度，构建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

田宇认为，应在立法保护、机制建设
等方面构建非遗公益诉讼制度，加强非
遗保护跨区域协作，建设非遗司法保护
共同体。

另一方面，重视推动非遗注册商标、
申请地理标志产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作为代表本行政区域非遗知识产权的民
事权利主体，应培育壮大相关团体、协会
或组织，积极推动非遗产品通过申请地
理标志产品、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
等途径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杜绝非
遗无序使用。同时，将非遗产品的产地范
围、产品名称、原材料、生产技术工艺等
特定品质制定成相应的地方标准，并结
合非遗具有的“公权”性质，建立使用许
可制度。 据新华社

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保时捷、奥
迪、路虎等知名车企预定，就业率达
94%。这样的“金字招牌”是怎么打
造的？让我们走进西安汽车职业大
学(以下简称“西汽”)看看其中奥秘。

“这些学生，我们要定了！”

“这些学生，我们要定了！他们
的作品是企业真正需要的、源于生
活的设计。”新一届学生毕业前夕，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的一场毕业生作
品展，邀请了企业、行业协会、兄弟
院校的人一起打分评选，看到学生
的毕业设计，有企业负责人当场对
学生发出邀请。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技术
专业95名学生中，有近一半学生的
毕业论文选题都是在企业实习时遇
到的真问题，其他的也与行业结合紧
密。”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马静远
对半月谈记者说，“学院多名学生因
为选题论证扎实，切实解决了企业生
产经营中的问题，已经被企业预定。”

就业，是检验教学水平的“试金
石”。谈到成功秘诀，西安汽车职业大
学副校长张陵介绍，西汽从成立之
初，发展轨迹一直与行业紧密相连。

西汽的前身是1987年成立的
一家培训学校，2019年成为全国首
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高校。汽
车与工程学院是西汽目前订单班最
多的学院。院长王放介绍，学院现有
20多个长期开设的订单班，在校学
生超过200名，教学内容和教材均来
源于企业，标准和教师都是经过企业
认证，90%的毕业生进入路虎、捷豹、
大众等知名汽车企业。

来自河北的王志衡今年20岁，
目前在奥迪校企班就读二年级。从
小就喜欢汽车的他说：“我们平时上
课的教材都来自奥迪，还可以在真
车上进行实操。”

“走出去请进来三结合”

职教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就是
在实践中培养，越接近真实工作环
境、越接近生产生活一线、越接近实
际操作过程，人才培养质量就越高。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提出了“走出去
请进来三结合”的策略。

“走出去”要求每名学生在企业
深度实习一个月，完成从“识岗”“跟
岗”“顶岗”到最终顺利就业上岗；校
领导每年带着学生去访企拓岗；教
师也要在企业设立的教师实践教学
工作站进行实习、培训。“走进来”是
将企业高工、劳模、工匠请进校园，
定期为学生讲课，并邀请企业骨干
担任专业课主讲老师。“三结合”则
是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教学内容
的更新和企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标准
新工艺结合、学校育人与企业工匠

精神结合。
“以毕业论文为例，学校为每名职

业本科生配备了一名学校导师和一名
企业导师全程指导，要求毕业论文的
选题来源于真实的实际问题、提出的
解决方案真实可行、研究成果切实可
用。”张陵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
生熟练掌握行业标准和行规以及国际
通行的工作平台，毕业后能迅速适应
企业的生产需求。

高校、企业人员互换、人才流通，建
设“厂中校”“校中厂”，并开设“订单
班”……一旦建立成熟合作交流机制，双
方共同培养、教材合作编写、教学设备
共享，便可为职业教育提供充足的软硬
件支持，培养出行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随着“走出去请进来三结合”策略
的日渐成熟，西汽开始校企合作培养
全产业链人才。校长助理穆乾坤说：

“目前学校已经与西安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经开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建立合
作关系，成立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
合进一步深化。”

产教融合不能脱离行业区域发展

“产教脱节有三大原因：教师、教材
和仪器设备。”张陵认为，“普通高校培
养的教师大部分无法兼顾实操；教材编
写需要2至3年、跟不上企业更新换代
速度；教学设备滞后企业一到两代。”

在校方看来，发挥学校自身优势，
紧跟行业发展需求，与企业形成发展
共同体，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经之道。
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人才保障、项目
合作机会、技术咨询与培训，以及各种
技能大赛的支持，借此换取企业为学
校设立教师工作站、学生实习基地、提
供专业课讲师和业界导师。互利共赢，
产教融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依托区域产业特色、精准把脉企
业需求也是职业院校的发展之道。西
汽的发展，背后是西安建设千亿级的
汽车产业集群，智能汽车、无人驾驶、
新能源等新专业也符合西安新兴产业
发展的方向。

2022年，西汽新开设“智能网联
汽车工程技术”等多个本科专业，设立
汽车仿真、无人驾驶实验室。“目前，学
院正在跟华为共建开放型智能汽车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智能驾驶方面
的合作。”王放告诉半月谈记者。

新能源汽车学院院长李鹏伟说：
“我们的毕业生不乏跻身国家重点智
造产业、新兴产业研发、技术和管理岗
位的人才。”

今年19岁的陈俊含，正在沃尔沃
校企合作班就读职业本科一年级。他
是学校“白鹿车队”一名成员，同时考
取了赛车运动的职业裁判证，不仅有
机会在学校的赛车场上亲身参与国际
赛事，也能在全国竞赛中与知名高校
同台竞技。 据新华社

学生没毕业
就被知名车企预定了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缘何这么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