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著作权资产评估行为，保护资产评估当

事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

形资产》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著作权资产，是指著作权权利

人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并且能带来经济利益

的著作权的财产权益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财产权益。

第三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著作权资产评估，是指资产评

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根据委托对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著作权资产价

值进行评定和估算，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第四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本指导意

见。

第二章 基本遵循

第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开展著作

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坚持独

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谨慎从业，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维护职业形象，不得从事损害职业

形象的活动。



第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开展著作

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独立进行分析和估算并形成专业意见，

拒绝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干预，不得直接以预先设

定的价值作为评估结论。

第七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具备著作权资

产评估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胜任所执行的著作权资

产评估业务。

执行某项特定业务缺乏特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时，应当

采取弥补措施，包括利用专家及相关报告等。

第八条 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

应当了解在对持续经营前提下的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著作

权资产作为企业资产的组成部分的价值可能有别于作为单

项资产的价值，其价值取决于它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程度。

第九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在考虑评估目

的等因素的基础上，恰当选择价值类型。

以质押为目的可以选择市场价值或者市场价值以外的

价值类型，以交易为目的通常选择市场价值或者投资价值，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通常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要求选择相应的

价值类型 。

第十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确定评估假设

和限制条件。

第三章 资产评估对象



第十一条 著作权资产评估对象是指著作权中的财产

权益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财产权益。

第十二条 著作权资产的财产权利形式包括著作权人

享有的权利和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

许可使用形式包括法定许可和授权许可；授权许可形式

包括专有许可、非专有许可和其他形式许可等。

第十三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明确著作权

资产的权利形式。当评估对象为著作权许可使用权时，应当

明确具体许可形式、内容和期限。

第十四条 著作权财产权利种类包括：复制权、发行权、

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以及著作权人享有的

其他财产权利。这些权利是和特定作品（产品）相关联的。

由于作品自身特性，并不是每一种作品都具有这些财产权利。

与著作权评估有关的权利通常包括：出版者对其出版的

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

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制作的广播、电视所享有的权利以及

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第十五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关注评估对

象的基本状况以及在时间、地域和其他方面的限制条件，评

估对象涉及的作品在著作权法中所属的作品类别，作品的发



表状况、使用状态、登记情况以及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第十六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要求委托人

明确著作权资产评估对象的组成形式。著作权资产评估对象

通常有下列组成形式：

（一）单个著作权中的单项财产权利；

（二）单个著作权中的多项财产权利的组合；

（三）分属于不同著作权的单项或者多项财产权利的组

合；

（四）著作权中财产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财产权益

的组合；

（五）在权利客体不可分割或者不需要分割的情况下，

著作权资产与其他无形资产的组合。

第十七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关注著作权

的法律状态。著作权的法律状态包括著作权权利人信息、权

利人变更情况、著作权质押情况和涉及诉讼情况等。

第十八条 执行质押目的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要

求委托人提交由著作权登记机关出具的登记证书；执行出资

目的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关注著作权的登记情况。

第四章 操作要求

第十九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享有著作

权的作品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必要的现场调查、市场调

查，并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



调查过程收集的相关信息、资料通常包括：

（一）作品作者和著作权权利人的基本情况；

（二）作品基本情况，包括作品创作完成时间、首次发

表时间、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信

息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译、汇编等使用情况；

（三）作品的类别，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

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

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

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四）作品的创作形式，包括原创或者各种形式的改编、

翻译、注释、整理等；

（五）作品的题材类型、体裁特征等情况；

（六）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情况及其登记情况；

（七）各种权利限制情况，包括相关财产权利在时间、

地域方面的限制以及质押、诉讼等方面的限制；

（八）与作品相关的其他无形资产权利的情况；

（九）作品的创作成本、费用支出；

（十）著作权资产以往的评估和交易情况，包括转让、

许可使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易情况；

（十一）著作权权利维护情况；

（十二）宏观经济发展和相关行业政策与作品市场发展



状况；

（十三）作品的使用范围、市场需求、同类产品的竞争

状况；

（十四）作品使用、收益的可能性和方式；

（十五）同类作品近期的市场交易及成交价格情况。

第二十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了解与著作

权资产共同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并重点关注下列情况：

（一）著作权资产与相关有形资产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共

同发挥作用；

（二）原创作品著作权与演绎作品著作权共同发挥作用；

（三）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共同发挥作用。

当存在与评估对象共同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时，应当分

析这些因素对著作权资产价值的影响。

第二十一条 执行著作权法律诉讼资产评估业务，应当

关注相关案情基本情况，经过质证的资料，以及著作权的历

史诉讼情况。

第二十二条 确定著作权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

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

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

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第二十三条 采用收益法进行著作权资产评估时，应当



根据著作权资产对应作品的运营模式估计评估对象的预期

收益，并关注相关经营情况。著作权资产的预期收益通常通

过分析计算增量收益、节省许可费和超额收益等途径实现。

第二十四条 执行著作权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关注该作

品演绎出新作品并产生衍生收益的可能性。当具有充分证据

证明该作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演绎出新作品并产生衍

生收益时，应当谨慎、恰当地考虑这种衍生收益对著作权资

产价值的影响。

第二十五条 当原创作品的演绎作品尚未形成时，应当

了解其衍生收益的产生在评估基准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可以按或有资产评估衍生收益对应的著作权资产价值。

第二十六条 采用收益法进行著作权资产评估时，应当

确定资产的剩余经济寿命。剩余经济寿命可以通过综合考虑

法律保护期限、相关合同约定期限、作品类别、创作完成时

间、首次发表时间以及作品的权利状况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七条 采用收益法进行著作权资产评估时应当

合理确定折现率。折现率可以通过分析评估基准日的利率、

投资回报率，以及著作权实施过程中的技术、经营、市场、

生命周期等因素确定。著作权资产折现率可以采用无风险报

酬率加风险报酬率的方式确定。著作权资产折现率口径应当

与预期收益的口径保持一致。

第二十八条 采用市场法进行著作权资产评估时应当：



（一）考虑该著作权资产或者类似著作权资产是否存在

活跃的市场，恰当考虑市场法的适用性；

（二）收集类似著作权资产交易案例的市场交易价格、

交易时间及交易条件等交易信息；

（三）选择具有比较基础的可比著作权资产交易案例；

（四）收集评估对象近期的交易信息；

（五）对可比交易案例和评估对象近期交易信息进行必

要调整。

第二十九条 采用成本法进行著作权资产评估时，应当

合理确定作品的重置成本。作品重置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

接费用、合理利润及相关税费等。

第三十条 采用成本法进行著作权资产评估时，应当采

用适当方法合理确定评估对象的贬值。

第五章 披露要求

第三十一条 编制著作权资产评估报告应当反映著作

权资产的特点，通常包括下列内容：

（一）作者和著作权权利人的基本情况；

（二）评估对象的具体组成情况，包括作品基本情况、

作品的类别、作品的创作形式、涉及的演绎作品等情况；

（三）评估对象包含的财产权利限制条件；

（四）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况；

（五）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事项登记情况；



（六）作品含有其他无形资产的情况；

（七）作品产生收益的方式；

（八）著作权剩余法定保护期限以及剩余经济寿命；

（九）对著作权资产价值影响因素的分析过程；

（十）著作权资产许可、转让、诉讼以及质押等情况；

（十一）其他必要信息。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指导意见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

〈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评协〔2010〕215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