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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2_80_9C_E7_c57_615286.htm 近日，一起因地产

“克隆”引起的官司在市一中院开庭审理，“森林大第”涉

嫌抄袭被“枫丹丽舍”告上法庭。在上周的一个小型“楼盘

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上，到会的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

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缘起：“枫丹丽舍”告“森林大第

”抄袭 开发“枫丹丽舍”住宅项目的开发商说， 2002年，他

们发现“森林大第”的建筑外观与“枫丹丽舍”几乎完全一

致，工程图纸也抄袭了“枫丹丽舍”的工程设计图。“枫丹

丽舍”认为，“森林大第”所抄袭的设计图纸和建筑作品均

为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两项客体，“森林大第”未经许

可擅自抄袭原告的设计图纸并同时在建筑物的表现风格和效

果上进行抄袭的行为，已使房地产市场的消费者对原被告各

自的房地产项目产生了混同。据此，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书

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620万元。 在法庭上，“森林大第

”称“枫丹丽舍”为欧式建筑，其建筑模式非独创而是历史

文化遗产，“枫丹丽舍”的开发商不能独享。而且，“森林

大第”与“枫丹丽舍”在楼层上也有差别。法院目前还没有

就此案作出当庭判决。 据了解，目前在本市地产界出现的地

产“克隆”现象有两种：一种是案名“克隆”，如“现代城

”后，就有了“西现代城”、“后现代城”，而开发商却不

是同一个。另一种就是如同“枫丹丽舍”与“森林大第”一

样，因外观、图纸设计方面引发诉讼。另外，案名、外观“

克隆”在异地之间表现得更明显。 议题一：建筑“盗版”能



界定吗？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周林博士告诉记者，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建筑作品作为单独一项列为保护对象

，建筑作品一般指两类： 1.建筑作品本身，在外观、装饰设

计上有独创性成分的建筑物。比如以前“文革”时设计的筒

子楼就没有独创性不会受保护。因为那只能叫房子，不能成

为建筑作品。 2.指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建筑设计图能体

现建筑师的构思，而模型则把这种构思具体化了。 搞任何创

作都离不开借鉴别人的东西，抄袭和借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容易出现的，不一定是侵权。要

看量，也要看质。对一些在实质与核心内容上相类似，即使

外表上看抄袭并不很多，也是侵权。 北京建筑设计院副主任

工程师叶俊明却认为建筑“盗版”无法界定。建筑作品与诗

歌、绘画等艺术作品不一样，它不纯粹是一个艺术作品，它

是技术跟艺术的相结合。所以，建筑作品没有独创，只有创

新。叶俊明所指的“创新”，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一下

，这在住宅类建筑作品中尤为突出。 例如，120平方米的面积

，要有3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餐厅，厨房、卫生间也不能

少，然后还要求卧室尽量朝南，有阳光，再加上开发商给你

一些要求和建筑技术上的规定，留给建筑师发挥独创性的空

间能有多少呢？ 议题二：建筑“盗版”的危害有多大？ 建筑

“盗版”如果大量出现，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从城市风格

与特色的角度上看，周林博士认为，大面积的抄袭别人的建

筑，会造成城市景观与城市格局的千篇一律，这种情况无疑

会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因此，打击建筑“盗版”，

会进一步倡导建筑设计的独特性，丰富景观，使我们的周边

环境更有特色。 北京融利达房地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法学



硕士孙银昌则站在业主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

不制止建筑“盗版”，业主的权利也会受到侵害。住在原版

建筑里的业主的所有权受到侵害，住在“盗版”建筑的业主

的名誉权也有损害，谁会愿意被人说“住在‘盗版’里”。 

“这场官司虽然还没有判谁输谁赢，但是它已经触动了立法

神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讨论，其意义就不再是一

场普通的权益纠纷。它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知识产权，关注

建筑作品的知识产权。”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舒可心如是

说。 除了法律层面，北京劳尔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侯仰坤博士

认为这件事对建筑市场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他预测，也

许在不久的将来，建筑作品实行实名制，每一栋楼房都会标

明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这个署名，也许流芳百世，也许遗

臭万年。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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