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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金银
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探讨邮轮设计中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促进我国邮轮设计能力提升，为其他类型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将邮

轮设计中各类设计成果进行分类，分别对外观造型、外部装饰、空间设计与装饰、船上产品、导识系统、个人信息终端等6类设

计对象进行分析，讨论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综合考虑设计成果自身特点、设计价值的最大化、设计工作流程的合理性和

相应法律规定等因素，提出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策略。结合设计实践，提出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

路径、管理策略和工作流程，可在设计师实施设计项目或设计企业进行设计管理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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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design results in cruise desig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ruise design ability in China,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types of design. The work classifies various

design achievements in cruise design, analyzes six types of design objects, including appearance modeling, external decoration,

space design and decoration, shipboard products, guidance system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terminal, and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results, the maximization of design

value, the rationality of design workflow and corresponding legal provi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des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Combined with design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tection path,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workflow of des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sign projects by designers or design management by desig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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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设计企业产出的各种设计

成果主要体现为知识成果，其成果的保护与经济价值

的实现高度依赖于知识产权体系[1]，设计企业的核心

资产是设计知识产权，核心机制是设计知识产权管理

制度。

邮轮设计是近年我国设计领域的新发展方向之

一。2018年11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美国嘉年

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正式签署了我国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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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合同，大型邮轮的国产化被推

上日程。邮轮的开发和生产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科技实

力和工业能力，也对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邮轮设

计有望填补我国创意产业的空白，成为设计推动制造

业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

邮轮设计综合性强，涵盖众多设计门类：船上设

施、产品和船身造型属于产品设计；船体建筑、空间和

室内设计属于建筑和环境设计；船体外部与内部装饰、

导览标识等属于视觉传达设计；邮轮的信息传达、游客

终端等属于交互设计和服务设计。邮轮设计涉及的设

计成果形式和知识产权类型均较为丰富，其知识产权

保护与管理的研究将为其他各类设计提供有益借鉴。

一、邮轮设计中的知识产权

设计创意的知识产权类型主要有著作权、专利权、

商标权、商业秘密、知名商品的标识专用权，相关研究

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3-5]。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在邮轮设

计中围绕设计对象的不同类型展开知识产权分析，将更

贴近设计实务，更便于解决设计知识产权的实际问题。

（一）邮轮的外观造型

邮轮的外观造型是邮轮设计中最引人注目、最具

有造型特征的部分，一般指邮轮整体造型，也可从设计

目的和实际功能上的明显差异分为主甲板以上造型部

分、主甲板以下造型部分。主甲板以上造型部分体现

为建筑和空间规划，在设计上更追求艺术性的风格表

现[6]；主甲板以下造型部分则体现为船体，在设计上更

追求安全性、适航性和合理性等功能性的实现。

在知识产权方面，邮轮作为工业制造产品，其外观

造型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见图 1），以整体造型或主

甲板以上造型部分、主甲板以下造型部分申请均可。

邮轮作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也可受著作权的保护，

其中，邮轮具有艺术创新的整体造型可作为“美术作

品”受著作权保护（见图2）；主甲板以上造型部分可作

为“美术作品”或“建筑作品”受著作权保护（见图 3）；

主甲板以下造型部分则由于功能性较强，受著作权保

护的可能性很低。当相关造型具有功能上的技术创新

时，可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如邮轮船体造型能实

现航行时更加快速、更加安全或更加稳定等（见图4），

如邮轮造型面对风阻更加适航、排烟效果更好等。当造

型可被视为显著性的标识时，还可申请商标，例如海洋

量子号顶部设置了观景装置“北极星”，此装置和船体

共同构成了海洋量子号独特的、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

的象征形象（见图5），可申请平面或立体商标，见图6。

（二）邮轮的外部装饰

邮轮的外部装饰即邮轮外表面喷涂的各类图案，

是邮轮视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7。外部装饰

本质上属于平面设计，作为平面的“美术作品”可受著

作权保护。外部装饰亦是邮轮整体造型的一部分，可

以与邮轮造型结合在一起申请外观设计专利。船体外

部装饰显然具有突出的标识功能——消费者根据外部

装饰即可区分不同的邮轮，故外部装饰（或其中的部分

装饰图案）可申请商标。如果不申请商标，由于邮轮一

图1 邮轮造型设计[7-8]

图2 邮轮整体造型[9] 图3 邮轮主甲板造型[10]
图4 增强稳定性的船体底部设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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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均可达到“具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标准，故外部装

饰还可主张知名商品的标识专用权。

（三）邮轮的空间设计与装饰

邮轮的空间设计与装饰包括邮轮内部和外部的空

间规划、形态、陈设与装饰等。这些设计在满足结

构、功能、材料、成本等要求的基础上，追求更佳的艺

术效果，以此突显邮轮旅游的高端消费品质。如果说邮

轮的外部造型形成游客对邮轮的第一印象，内部空间与

装饰就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游客对邮轮的切身体验。

在知识产权方面，空间设计与装饰是具有审美表

达的视觉形象，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见

图8），但需满足著作权对作品艺术创新程度的较高要

求。尽管空间设计与装饰属于建筑设计的一部分，但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律法规的条文、立法精神和法律实

务，空间设计与装饰并不能成为著作权中的“建筑作

品”。空间设计与装饰是邮轮品牌视觉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标识功能，可主张知名商品的标识专用

权，见图 9。内部空间的安排与设计如果具有功能上

的创新，也可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见图10。

（四）邮轮的船上产品

邮轮的船上产品包括邮轮上的设施、设备、家具、

物品等各类产品。邮轮被称为移动的城市，其船上产

品自然也包罗万象、种类繁多。邮轮设计范畴中的船

上产品设计主要指体现邮轮特性的独特设计，如适应

邮轮空间的家具和卫浴、适合邮轮环境的设施、适合邮

轮工作人员操作的设备等。

船上产品不论其体积大小或复杂程度，均属于产

品设计类别，独立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可申请外观设

计专利，见图 11，以邮轮娱乐装置“南极星”的造型申

请外观设计专利。在工艺、功能、使用方式等方面具有

技术创新意义的设计，可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以

邮轮娱乐装置“南极星”的使用过程与功能实现方式申

请发明专利，见图12。具有较强艺术性和视觉效果的

图8 邮轮游泳池空间[9]

图7 富有艺术性的探索梦号邮轮船身装饰图案[14]

图9 邮轮室内空间[13]

图5 量子号顶部装置形成标志性形象[12]

图6 突出顶部特征的量子号模型[13]

图10 提高邮轮空间利用率的设计方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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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则有可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见

图13。

（五）邮轮的导识系统

邮轮的导识系统即邮轮上的各类导览标识，帮助

游客确认位置和方向，了解邮轮空间与功能布局，帮助

邮轮公司发布必要信息、规划游客路线[18]。导识系统

的设计在前期调研、用户分析和人机分析等基础上形

成设计标准、设计规范和视觉表达方案。

从设计的角度看，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是更为重

要的设计成果，但这些成果在现实中难以受到知识产

权保护，一方面，知识产权一般不保护原则、规范等抽

象的思想；另一方面，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不能归入作

品（著作权）、专利（专利权）、商标（商标权）等类别中。

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只能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受到保护。

视觉表达方案由图形、色彩、文字等元素构成，其

视觉形象有可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见

图14。如果视觉元素的组合具有品牌形象识别功能，

则可主张知名商品的标识专用权。

（六）邮轮的个人信息终端

邮轮的个人信息终端即邮轮公司向游客提供的各

种信息服务交互终端系统，最典型的是手机APP，还包

括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船上固定信息查询机、蓝牙手

环等[19]。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交互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个人信息终端将提供更完善的用户体验，成为邮

轮旅游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信息终端设计的内容包括：围绕用户需求展

开的信息架构与交互模式的设计，作为产品最终视觉形

态结果的界面设计，以及实现设计意图的技术支撑——

软件编程设计；用户分析方法、信息架构与交互模式设

计等内容有可能作为技术方案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专

利，见图 15；界面设计可以与其载体（手机、信息查询

图11 邮轮娱乐装置“南极星”外观设计专利[16]

图12 邮轮娱乐装置“南极星”发明专利[17]

图13 邮轮娱乐装置“南极星”[13]

图14 邮轮区域与方向指示牌[13]

图15 用户分析方法和

工具的发明专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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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一起作为产品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界面设计有可

能作为“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主张著作权（见图

16），界面设计还构成了邮轮品牌视觉形象，故可主张

知名商品的标识专用权；软件编程设计可申请登记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二、邮轮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一）邮轮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综合上述研究，结合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规范，

邮轮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见图17所示，包括邮轮设计

中的各项设计成果、对应的各种知识产权形式，以及不

同知识产权的取得条件和保护期限。其中商业秘密保

护的范围最广泛，各类设计成果均可满足其条件。

在理论上描绘出了邮轮设计中各类设计成果的知

识产权保护路径，见图17。由于不同知识产权法律的

立法目的、法律条文、法定程序等并不一致（甚至会出

现排斥其他种类知识产权权利的情况），再加上邮轮设

计中设计成果的形式多样、种类众多，因此在实践中，

相关邮轮设计企业亟需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策

略来指导实务操作。

（二）设计知识产权权利获取策略

各类知识产权权利取得的程序和要求各不相同，

某种权利的取得或维护可能会造成其他权利的丧

图17 邮轮设计知识产权保护

图16 微信公众号“皇家加勒比游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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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21]。例如商业秘密要求保密，专利和商标则要求公

开，设计成果一旦申请专利和商标也就不能再以商业

秘密形式受到保护。又如著作权在作品完成时自动取

得，公开发表可以起到宣示权利和宣传成果的作用，但

专利申请则要求具有新颖性（即申请前未被公开）。故

如果先公开用以维护著作权则不能再申请专利，但先

申请专利之后再公开则专利权和著作权都不受影响[22]。

又如专利中有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3种专利，

若某项设计成果要申请多种专利，为了保证新颖性，须

在同一天进行申请。

在全盘考虑各类知识产权权利取得的程序和要求

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覆盖范围为目

标，设计知识产权权利获取顺序见表1。

设计企业可按步骤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维护：

在设计开始时，设计企业应实施保密措施，防止被公

开，将所有设计成果以商业秘密形式进行保护；选择即

将投入使用或具有商业价值的设计成果申请专利，技

术成果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外观、产品界面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同一成果或相似成果申请多项专

利时应在同一天提交申请，这些成果不再属于商业秘

密；选择合适的平面图形或立体造型申请商标，这些成

果不再属于商业秘密；著作权自动取得，保留创作和完

成证据即可，可选择有商业价值或宣传价值的成果进

行公开，公开的成果不再属于商业秘密，未公开的成果

同时受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投入实际使用的包

装、装潢等视觉设计可主张标识专用权；其他未公开的

设计和技术方案等成果在保密措施持续过程中仍然属

于商业秘密。

（三）设计知识产权优先级排序

各类设计成果及知识产权之间可能会在知识产权

规则中相互排斥，也可能由于资源限制只能选择有限

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形式进行保护，设计知识产权的优

先级排序可解决这些冲突问题，使知识产权管理主次

分明，提高管理的有效性。综合考虑各类知识产权的

优缺点和各类设计成果的特点，设计知识产权优先级

排序见表2。

设计成果主要表现为视觉形式，相对应的主要知

识产权保护形式是外观设计专利和著作权。邮轮设计

中大部分设计成果可以“产品”（如船体、船上各类产

品、信息终端等）作为载体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同时这

些设计成果也有可能成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对

设计成果而言，外观设计专利的优点在于艺术创造性

要求低、保护强度大，缺点在于保护期短。著作权的优

点在于保护期长、保护范围较广，缺点在于艺术创造性

要求较高。由此将设计成果以功能性和艺术性分为两

类，分别展开，按其知识产权优先性排序。

（四）设计工作流程管理

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措施与策略应体现在

设计过程中，即设计师在创造设计成果的过程中就有

意识地将设计成果转化为设计知识产权。设计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的核心是设计工作流程管理，见图18。

设计师在执行设计任务的过程中应按步骤做好相

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设计师接到设计任务时，应签署知识产权权属协

议。知识产权法律对权利归属的一般规定可能与设计

实践中各方的利益分配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明确约

定知识产权权利归属，避免产生纠纷，维护知识产权权

利的稳定性。

设计师开始设计前，应签署保密协议。这是企业

实施保密措施的必要环节，一方面以商业秘密保护形

式覆盖所有设计成果；另一方面防止危及知识产权权

利基础的情形发生，如被公开则不能申请专利、被他人

表2 设计知识产权优先级排序

序号

1

2

3

4

设计成果

偏向功能与使用的成果

外观设计专利权

著作权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商业秘密

偏向艺术表达的成果

著作权

外观设计专利权

商标权、标识专用权

商业秘密

表1 设计知识产权权利获取顺序

权利获取顺序

商业秘密

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标识专用权

程序要求

采取保密措施

申请

申请

自动取得

知名品牌

权利丧失情形

被公开

申请前已有相似成果被公开

申请前已有他人相似成果被公开

创作完成前已有他人相似成果被公开

创作完成前已有他人相似成果被公开

不能共存的权利

专利权、商标权、标识专用权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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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则著作权会产生纠纷。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应做好设计资料的归档工

作，包括与设计相关的各类方案、草图、工作日志、邮件

等，一方面为知识产权纠纷保留证据，另一方面为设计

成果的整理做好准备。

设计师在完成设计后，还要做好设计成果整理工

作，一方面将设计成果转化为设计知识产权；另一方面

将不完整但有价值的成果（如未完成的设计方案、构思

草图等）加以完善，形成设计成果与设计知识产权。

三、结语

邮轮设计涉及的设计成果丰富，设计企业需要在

全面考察设计成果种类特点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基

础上构建出系统、合理、有效的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设计企业还需要制定相应的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策

略——设计知识产权权利获取策略、设计知识产权优

先级排序策略和设计工作流程管理策略，保障设计知

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有效展开。

在我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

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下，邮轮设计的知识产权研

究将保护邮轮设计的知识成果，实现设计劳动的经

济价值；激励本土设计师潜心自主创新，开发原创设

计，早日在邮轮设计的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在

高端制造和时尚奢侈品等领域为中国用户树立文化标

杆；提升我国邮轮设计的质量和水平，打造本土设计

风格，促进邮轮设计成为大国重器文化创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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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装饰上，均体现出显著的族群特色，在类型、功能、

装饰等方面共性颇多，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呈现出诸

多差异。如在服饰外观上，白马藏族的女性服饰自然

朴素，嘉绒藏族的女性服饰则精致华丽，但本质上都展

现出了本民族女性的灵动秀丽之美，使服饰的实用功

能和审美功能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白马藏族与嘉绒藏族作为藏民族的 2 个重要分

支，其女性服饰风格的形成，是在基于自身传统服饰文

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周边民族文化的结果。因

生活区域的不同，经济能力的差异乃至宗教信仰之别，

在服饰的形制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形成了诸多的不同，

如色彩的搭配、装饰的图案设计等，在很好地发挥出装

饰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又突显出各自的族群文化

特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运用了何种装饰形式，

二者对各自族群文化特色和精神内涵的展现，无疑都

是非常全面和具有创造力的，这也正表达出白马藏族

与嘉绒藏族审美态度的朴素、原真和对“艺术审美风

格”的理解与追求。这种“艺术审美风格”也正是民族

民间艺术值得当下关注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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