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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云，男，1956年2月5日出生，四川省蓬溪县人，民间

泥塑艺人，住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扎西吉彩林。 委托代理人

：央金群培，西藏自治区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行署修建灵塔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格桑旦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加罗索朗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松云因

与被上诉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行署修建灵塔办公室（以

下简称灵塔办）就塑造第十世班禅大师头像一事发生著作权

纠纷，向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确认第十世班禅大师头像作品的著作权归其所有，判

令灵塔办给付其作品使用费26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

案经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关于“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

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

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的规

定，判决： 一、班禅大师泥塑头像的著作权归被告灵塔办享

有； 二、驳回原告杨松云要求被告支付使用费26万元的诉讼

请求； 三、驳回原告杨松云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费5万元

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12400元，应由原告杨松云承担，因

杨松云无能力承担，决定免交。 第一审宣判后，原告杨松云

不服，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



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

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第十世班禅大

师头像，是以线条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立体的造型艺术

作品，属于美术作品类中的塑像作品。该作品不是由谁主持

、由谁提供资料和物质帮助或者由谁提出修改意见就可以塑

造出来的。它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每一块质料无不

包含上诉人的智力创作痕迹，因此才使它具有独创性和观瞻

性，成为十分成功的智力创作成果。被上诉人灵塔办在上诉

人创作大师头像过程中，虽然提供过资料（相片）和在生活

上给予物资帮助，并对上诉人已塑造好的作品提出过修改意

见，但是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著作权法

所称的创作，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作品的智力活动。”“

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

进行其他辅助活动，均不视为创作。”灵塔办的这些行为并

不属于智力创作。第十世班禅大师的头塑像，既不是灵塔办

创作的，也不是灵塔办与上诉人合作的，更不是上诉人在灵

塔办的职务作品，而是由上诉人独立创作的。著作权法第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上诉人是第

十世班禅大师头塑像的创作者，该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本人

享有。原审判决以灵塔办主持并提供资料、物质帮助和提出

了修改意见为由，将该作品的著作权判归灵塔办所有，是错

误的。二、上诉人是受灵塔办委托创作第十世班禅大师头塑

像。灵塔办无论是在第一次口头委托本人试塑大师头像时，

还是在后来签订合同要求本人复制第二个泥头像并铸造银头

像时，均未对著作权的归属作任何约定。著作权法第十七条

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



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

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总之，依照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上诉人对受委托创作的第一个大师泥头像和复制（

实为再创作）的第二个泥头像以及根据第二个泥头像制作的

银头像内外模型、模具和亲自铸造的银头像等作品，均享有

著作权。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确认本案作品的著作权

归上诉人所有，判令灵塔办支付使用报酬，并赔偿经济损失

。 被上诉人灵塔办答辩称：第十世班禅大师头像是第十世班

禅大师灵塔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灵塔的设计图纸中已经对塑

像的标准、尺寸予以规范，因此塑像内容必须客观地体现灵

塔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和宗教精神。所谓构思、创作，必须是

独立于他人而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事实证明，上

诉人杨松云完全是在灵塔办的主持下并且遵循灵塔办的意志

和要求塑造大师头像，他不可能也没有权利独立于灵塔办的

意志去对大师头像进行所谓的“构思、创作”。杨松云的工

作是一种严格按照灵塔办意志行事的劳务性工作。这项工作

的结果是由灵塔办责无旁贷地承担责任的。故原审根据著作

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将大师头像的著作权判归灵塔

办所有，并驳回杨松云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当维持。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灵塔办组织

修建的第十世班禅灵塔内，需铸一尊班禅大师的银头像

。1992年5月，上诉人杨松云从灵塔办驾驶员处得知该信息后

，来到灵塔办要求承担此项任务。因杨松云从未见过班禅大

师生前容貌，故双方口头约定，先让杨松云依照班禅大师的

照片试塑大师的泥头像。在杨松云试塑过程中，灵塔办给其

提供了班禅大师的照片5张和物质上的帮助，并依班禅大师的



五官特征先后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双方在当初的口头约定中

，未提到塑像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及费用支付问题。杨松云试

塑大师头像成功后，灵塔办准备与杨松云协商签订铸造银头

像的合同时，杨松云提出要支付26万元的使用费，因其要价

过高未能达成协议。后经双方多次协商，于1993年1月15日签

订了《研制班禅大师塑像合同》。合同约定：（1）杨松云在

已塑出的大师头像的基础上，按从头顶到腮骨高27公分复制

第二个泥头像，技术效果不低于现已塑出来的头像。（2）塑

好第二个泥头像后制作铸造银头像的内外模型，并参与铸造

工作。以上两项工程总造价为7000元，验收合格后付奖

金3000元。双方对此约定无争议，并且已全部履行。其后，

杨松云为著作权的归属和追索使用费起诉到法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