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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空间版权保护的困境与应对 
王会会 

(南昌理工学院法学院) 

摘要：元宇宙是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所创造出的虚实交融的空间。文章剖析元宇宙
中版权保护所面临的困境，针对盗版问题日益严重的问题，要强化创作者群体版权保护的意识；结合新技术创新数字版权保护新模
式在版权确权方面的应用来解决作品权属复杂的问题；优化区块链技术在元宇宙监管平台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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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元宇宙来自英 metaverse,metaverse 是一个组合词，即由超越

（meta）和宇宙（verse）组成，意即超越宇宙，在现有的宇宙
之外建立一个平行的宇宙。截止到 2025 年 1 月，相关的学术期
刊已达到 5000 余篇，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元宇宙+”，例如：“元
宇宙+传播学”、“元宇宙+计算机”、“元宇宙+经济学”、“元宇
宙+教育”，元宇宙正在不断引发学术界的研究浪潮。既有元宇
宙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元宇宙的规则治理，但对元
宇宙空间中版权的研究却甚少。新技术引发的问题真实存在是
研究的前提，元宇宙是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等一
系列技术手段构建起的虚实交互的空间，元宇宙的发展得益于
技术的更新进步，而技术的发展也会对作为技术之子的版权的
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元宇宙空间内作品“遍地”，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促进版权的繁荣与发展，但也会给版权带来一系列问题。
本文通过对元宇宙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版权保护
在元宇宙中遭遇的难题，并力求提出相应的完善举措。 

一、元宇宙——虚实交融的空间 
目前关于元宇宙的概念众说纷纭，有学者从时空方面的束

缚给元宇宙下定义，认为元宇宙可看作是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
的升级，是一种以 3D 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的全新空间
形态，这种空间并非是现实应用场景的简单平移，而是具有层
级性、虚拟性、交互性和扁平性等独特属性的虚拟空间；1《元
宇宙入门》作者马修 鲍尔（Matthew Ball）表示，元宇宙是一
个由实时渲染的三维世界和模拟场景组成的巨大网络，它支持
身份、对象、历史、支付和权利的连续性，无数用户可以同步
体验，其认为，元宇宙是下一个互联网。有学者从元宇宙的底
层技术组成方面切入，认为其是对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其构
建了一个开放、多人在线的、虚拟与现实相互结合的空间，具
有全真性，需要借助区块链、VR、AR、5G 网络等作为其底层
技术支撑。2 

这里认为传统的网络空间主要依靠对话、文字和图片等二
维形式进行交流，而元宇宙是在传统网络空间的基础上，依赖
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VR）、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
等多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构建形成的既映射于现实，又独立于
现实世界的虚实交融的世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
使得数字内容不断逼近现实的感官体验，更具有真实沉浸感、
在场感。元宇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虚拟空间，而是把网络、硬
件终端和用户囊括进一个永续的、广覆盖的虚拟现实系统之中，
系统中既有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复制物、也有虚拟世界的创造物
品。现实世界的用户在元宇宙中可以赋予自己不同于现实世界
的一个或多个身份，可以利用不同的身份进行创作或体验。 

二、元宇宙空间版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侵权盗版问题日益严重 
如前文所述，依靠技术支撑的元宇宙，也受限于底层技术

的不成熟而处于“幼年期”，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手段的充分
运用使得作品创作更加容易，“幼年期”的元宇宙已然作品“遍

地”，更遑论发展成熟阶段的元宇宙。在技术以及相关参与者的
贡献之下，元宇宙中的版权资源相当丰富，与此同时相较于传
统的互联网空间，元宇宙中传播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盗
版成本更低，由此而引发的盗版问题会日益严重。 

元宇宙依靠的技术手段之一就是区块链技术，但区块链技
术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区块链中的共识机制以及
去中心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版权人的利益，降低版权
侵权风险的发生。但另一方面，目前的区块链尚且处于联盟链
阶段，并未发展到成熟的公有链程度，技术的不成熟会导致元
宇宙内部框架的不完善，即目前的元宇宙仍然处于“萌芽”阶
段，是碎片化的元宇宙，学习、娱乐、工作等空间相互独立，
并未真正“打通”；并且目前的元宇宙就像互联网发展初阶一样，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很多的潜在参与者仍然处在观望的阶段，
仍然等待着先参与者在不断的试错。元宇宙中区块链的节点数
量是和参与人数成正比的，参与人数少，节点数量也会变少，
节点数量少，相关参与者破坏链条的风险就会变大。与此同时
区块链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会使得拥有必要的硬件和软件
的人都可以加入作为链上的节点，而侵权人也会随之加入，链
上的节点就面临者被入侵的风险，即当节点被篡改到达 51%，
整个链条就会崩塌。链条崩塌以后，侵权行为人就会肆无忌惮
的侵害相关权利主体的作品，并且元宇宙中的参与者不像区块
链存证平台一样需要实名认证，链上的参与者是可以匿名的，
这无疑也会诱发侵权盗版问题。 

（二）作品权属问题更加复杂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即享有

版权。3 但在元宇宙中，情况会变得复杂多样。在元宇宙空间内，
作品的复制与拷贝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可以做到与原作完全相
同，现实中的美术、摄影等实物作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
段“复制”到元宇宙中使用。若作者将实物作品的原件进行售
卖，那么制作、生成元宇宙中虚拟作品的权利是属于著作权人
还是原件所有人？若实物作品被多次转售，是否每一买家都拥
有“复制”原件到元宇宙中的权利？因此在元宇宙空间内，版
权的权属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与复杂。 

（三）平台监管日益困难 
作为元宇宙底层手段之一的区块链技术的潜力是乐观的，

但也是存在着滥用的现象，去中心化是保护财富的方式，也是
失去财富的方式，详言之，去中心化，意味着没有中心，无法
监管，假如系统因黑客攻击被破坏，那些在一个系统中的合作
者应当共同对技术性的系统失败负责吗？在所有不同的节点中
应当由谁对黑客攻击的后果承担责任？在没有中介机构、监管
监督或身份验证的情况之下，一方面无法监管会导致版权侵权
或犯罪率会大大提升；另一方面，无法监管意味着在面临侵权
盗版的难题时，无法查处。 

三、元宇宙空间中版权保护问题的应对 
如前文所述，目前元宇宙发展仍然处于“幼年期”，底层技

术手段的不成熟会阻碍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元宇宙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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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数字孪生阶段，虚实交互的目的并未真正实现。对元宇宙
空间中版权研究也无异于“盲人摸象”。元宇宙中新技术的运用
降低了作品的制作门槛，但也面临着版权侵权、作品权属争议
以及平台监管困难的难题。本部分试图探究元宇宙内涉及到的
版权侵权主体，试图从区块链归责以及追责的角度提出相关的
完善建议。 

（一）强化创作者群体版权保护意识 
强化创作者群体版权保护意识，通过网络平台“举报”功

能加大社会监督。如前文所述，深度合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
技术、扩展现实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作品的制作门槛，但同时
也无形中增加了版权侵权风险。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宣传、
培训等方式，增强创作者群体对自有版权产品的保护意识和对
他人版权产品的尊重。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举报”功
能及其庞大的用户群体舆论优势，赋权网络用户在元宇宙中版
权保护中的社会责任，采取“举报”有奖的激励措施，加大社
会对数字版权保护的监管力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加强版权集
体管理组织在元宇宙空间内的运用，重视其在版权确权、保护
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和加强其与元宇宙空间的常态化合作、沟
通框架、体系。 

（二）创新数字版权保护新模式在版权确权方面的应用 
结合元宇宙中的底层技术手段，创造性的推动数字版权保

护新模式在元宇宙中版权确权中的运用。详言之，利用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基于 DCI（Digital Copyright Identifier，
数字版权唯一标识符）标准，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牵头，元宇
宙空间内的平台、算法工程师、参与者参与，建立一条联盟链，
元宇宙的交易以及资源的获取是建立在区块链的基础之上，系
统中资源的获取以及智能合约的执行是由区块链网络的内部规
则所决定。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作品的有效保护。
即便是协同创作型作品，4 区块链的时间戳仍然能够有效的记录
每名作者所作出的贡献，如作品内容、修改次数、作品的权属
变更等都将全部被算法记录和跟踪，各个区块信息将组合成一
条完整的作品信息链，便于追踪和查询。 

联盟链面向元宇宙提供基于 DCI 标准的全流程数字版权
服务，依据《数字版权唯一标识符》标准，对元宇宙中的每一
件作品发放 DCI 标和作品版权登记证书，通过对每一件数字作
品版权赋予唯一的 DCI 码，可使互联网上所有经过登记及其注
册的数字作品版权都具有唯一的身份标识及 DCI 标，并对经过
登记的数字作品版权发放作品登记证书（电子版），同时利用实
名认证、电子签名机制建立起可信赖的身份认证机制。5 若发生
作品权属争议时，对 DCI 标和作品登记证书的在线查询和多重
验证，明确版权归属。 

（三）优化区块链技术在元宇宙监管中的运用 
不可否认，区块链技术在元宇宙空间内的有效运用可以通

过哈希算法对数据内容进行对比，即当作品上传到元宇宙抑或
是在元宇宙空间内生成时，区块链可以利用哈希算法将现作品
与前作品进行对比，从而可以分析现作品是否具有原创性、原
创性的程度有多高。但区块链仅仅具有记录功能，当发生侵权
时，并不会主动“广播”给权利人所在的节点，也不能保证权
利人及时知晓侵权事实的发生，因此，可以在元宇宙中建立区
块链侵权监控平台。首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版权
侵权行为进行全网自动抓取，及时锁定侵权用户，并利用站内
邮箱的方式及时通知版权人以保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知晓侵
权事实并采取维权措施，其次，为了更便捷确定作品的独创性，
平台可以对接相关版权查抄平台，并利用查抄平台的资源来判
定作品是否存在抄袭行为，辅助判断作品是否符合作品的独创

性要求。最后，平台可发挥区块链系统的自动执行性的特征。
区块链系统的可自动执行性是通过智能合约来实现的，所谓“智
能合约”是利用分散密码机制来实现自我执行的数字交易。从
核心特征来看，智能合约是一种“在区块链平台上以软件代码
形式存在的协议，基于预先确定的一套要素确保了智能合约条
款的自治性和自我执行性。平台可有效利用区块链系统中的智
能合约，预先设定一套平台的监管机制。 

在元宇宙空间内设置网络版权侵权损失测算平台，通过利
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与分布式的特点，对元宇宙中作品的流
转过程进行忠实的记录，对每一个侵犯版权的使用者进行跟踪，
从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详细记录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网络版
权流转并抓取相关侵权网络信息并上传至区块链存证平台。 

四、结语 
元宇宙是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

手段的一个进阶版的智能时代。由技术演进而催生的元宇宙，
也会因技术的发展而处在不同的变化之中。 技术并非是简单的
工具，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是法律以一定的价值导向予以
规制的对象。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受限于底层技术的不成
熟导致元宇宙中版权的发展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侵权盗版问题
严重、新作品权属问题复杂、平台监管愈加困难是元宇宙空间
内版权发展困境的典型样态。但对元宇宙空间内版权的发展应
持乐观的态度，现代科技的一次次重大突破与进步，都会推动
着被誉为技术之子的版权的发展，随着底层技术手段的完善与
发展，元宇宙空间内版权的繁荣发展也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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