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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图片 IP价值评估规范》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标准工作简况

（一） 标准任务来源

《摄影图片 IP 价值评估规范》是科技部“数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技术研究

开发及应用示范【项目编号：2019YFB1406500】项目”的课题研究任务之一。

2020年 10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批准《摄影图片 IP价值评估规范》团体标准

立项。

（二） 产业发展情况

全媒体时代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拍

摄图片已不再是专业摄影师、记者和准专业的摄影爱好者的专利。数以亿计的普通大众

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都可以随手拍摄图片。空前丰富的图片资源袁为新闻图片提供了

海量的素材，如何拍摄出好的图片、如何将海量的图片素材经过编辑变成新闻图片，把

消息真实、直观、形象地传送到受众面前，成为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新闻图片的

大众传播价值导向、拍好图片、选好图片、用好图片，使新闻图片更好地在媒体传播中

发挥正向作用，对于做好新闻图片摄影、编辑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标准制定意义

图片以视觉手段传达信息，是内容表达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伴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先进的成像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图片需求量和使用量迅猛增长，图片的

不当使用而引起的侵权现象层出不穷。由于缺乏摄影图片价值评估规范，原创作品保护

难度大，维权效率低，侵害了摄影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因此，对图片价值评估具有重要

意义。

《摄影图片 IP价值评估规范》标准的制定，旨在规范摄影图片的 IP 价值评价指标，

提高摄影图片的综合质量，促进有序发展，丰富大众的社会生活，为图片的科学管理提

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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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研制过程

《摄影图片 IP价值评估规范》标准主要研制过程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研制过程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2021年 1～2季度 开展标准需求调研和相关标准和研究成果调研，提出标准大纲

2021年 3～4季度 团体标准立项，成立标准工作组，提出标准大纲

2 2022年第 1季度

1月，提出标准草稿，起草团队研讨；

2月，完成标准工作组稿；

3月，18日起草组召开了起草组工作研讨会

3 2022年第 2季度
4/5月，修改完善工作组稿，完成编制说明编写

6月，30日召开工作组稿专家评审会，并通过了专家审查

4 2022年第 3季度

7月，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完成征求意见稿编制

8月，向项目参与方和相关领域征求意见收集整理处理反馈意

9月，修改完善内容完成标准送审稿，召开标准送审稿专家审查会

5 2022年第 4季度 进行标准宣贯

三、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导向性原则，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满足现实需要并充分考虑促进发展需求。

2．科学性原则，合理地设置评估指标，评估体系完整，充分体现评估对象特征。

3．规范性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编制流程，标准逻辑结构清晰，语言流畅。

4．互动性原则，编制过程与相关各方保持沟通，广泛地听取意见及时处理意见。

四、 标准主要内容

（一） 文件适用范围

《摄影图片 IP 价值评估规范》适用于短视频质量管理与服务以及支持科技部“数

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技术研究开发及应用示范【项目编号：2019YFB1406500】”

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二） 主要技术要素

《摄影图片 IP 价值评估规范》提出了摄影图片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摄影图片的评

估原则与方法，并给出了摄影图片的分类与代码；提出了摄影图片评估体系，由 4个一

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构成；提出了评估指标的要求和权重配置，将

内容导向指标（含 5个二级指标）按一票否定设置权重指标；给出了摄影图片的评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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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评估结论；在资料性附录，给出了摄影图片的评估模板。

（三） 指标确定依据

根据短视频市场状况和应用需求，参考现有的短视频评估体系，借鉴现行成功评估

指标经验，作为评估指标确立的依据。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如有）

目前，未见国内外有短视频评估的相关标准。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并保证不与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本文件条款不

涉及强制性标准要求，不与现行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 组织措施：开展标准应用推广，标准发布后举办各种类型的宣贯培训等活动。

2. 技术措施：不断总结应用经验，及时跟进标准应用中问题进一步提高应用效果。

《摄影图片 IP价值评估规范》工作组

202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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