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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一年“盗”走60亿 知识产权咋保护
——网络文学盗版乱象调查

3.8亿名读者、1400万名
作者、1600余万种作品……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蓬勃发
展，但也深受盗版之害。业内
调查显示，2018年，网络文
学盗版损失近60亿元，超过
现有市场规模的一半。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
不断发展，网络文学侵权盗版
花样翻新，打击盗版就像“打
地鼠”游戏，打掉一个，又出
现一个。问题出在哪里？如何
遏制愈演愈烈的盗版之风？

“笔趣阁”是早年“知名”
的盗版小说阅读平台，靠作品的
免费阅读吸引了大量用户与流
量，后被依法处理关停。然而，
此后诸多新开设的盗版网站，挂
靠“笔趣阁”之名，企图借此吸
引盗版用户的关注。

阅文集团CEO吴文辉说，针
对冠以“笔趣阁”之名在各大应
用市场传播侵权盗版的行为，阅
文集团高度关注，仅 2017 年至
今，就针对性处理了近百起与该
名称相关的侵权盗版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互联网
上仍有大量以“笔趣阁”或类

“笔趣阁”命名的阅读平台。以
百度搜索为例，输入“笔趣阁”
能够显示出上百家小说阅读网
站。

据了解，这些盗版平台的侵
权模式“花样百出”。“从一开始
的盗版网站抓取内容，到现在的
搜索引擎、浏览器、论坛、网
盘、应用程序商店，以及贴吧、
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方式，聚
合、转码等多种侵权方法相结
合，自媒体账号以及H5小程序
开始成为盗版网络文学新的集散
地。”掌阅副总裁、总法律顾问
吴迪告诉记者，通过对互联网平
台上流量巨大的“笔趣阁”平台
进行监测，共计发现侵权小说多
达35569本。

“一个盗版网络文学站点倒
下的同时，能够裂变出几个新的
盗版站点，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
院长颜三忠说。

这一现象，让从业者颇感无
奈。据互联网研究机构艾瑞咨询
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网络文
学整体盗版损失规模为 58.3 亿
元，网络文学的盗版损失占到了
同期市场规模的 58.3%，远高于
数字音乐的 5.9%和网络视频的
14.3%。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
张洪波认为，海量盗版平台非法
传播网络文学作品，不仅给权利
人造成重大损失，还扰乱了网络
文学行业秩序，不利于行业的正
常发展。

“打不死的笔趣阁”
令从业者无奈

随着 IP价值凸显，网
络文学也成为盗版的“重
灾区”。

为了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自2005年开始，国家
版权局等有关部门连续14
年开展“剑网行动”进行
专项治理，虽然网络版
权环境明显好转，但盗
版 平 台 仍 然 层 出 不 穷 ，
原因何在？业内人士透
露，打击网文盗版存在

“三大难”：
一是根除难。一方

面，体系化规模化的利益
链条，如中小型盗版网站
与广告联盟等，使得侵权
盗版行为有利可图；另一
方面，网络文学侵权成本
低，跟音乐或视频相比，
文字作品的文件存储介质
占用空间小，基本上没有

服务器带宽的压力，因此
盗版成本非常低廉，且盗
版文件的迁移也十分方
便，新的盗版站点和APP
不断出现。

二是取证难。盗版朝
隐蔽化、地下化发展，如
出现聚合转码类盗版网文
APP等，侵权盗版者将主
要人员及服务器均设置于
境外，用以逃避国内监管
与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已经形成了搭建网站、购
买软件、获取广告、宣传
推广、资金结算的‘一条
龙’产业，组织成员分别
掌握不同的专业技能，分
工协作、跨省跨地域流
动，非常隐蔽。”颜三忠
说。

三是维权难。诉讼程
序烦琐，且诉讼周期长，

权利人打官司需要消耗很
大的成本和精力。记者了
解到，在判赔力度方面，
虽然各级人民法院近年来
均给予网络文学侵权案件
更高的关注，并且陆续产
生了一批较高判赔的司法
案例，但整体网络文学侵
权案件的判赔数额，仍不
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
加之漫长的诉讼周期，整
体上难以给侵权人造成实
质压力。

吴迪认为，盗版平台
海量、侵权形式多样、平
台主体无法确定或确认主
体后发现为借壳公司等，
都为打击网文盗版带来不
小的难题，侵权者又常常
打着技术中立的幌子，滥
用“避风港原则”以逃避
打击。

整治难题 技术发展让打击盗版遇上“新难题”

侵权盗版一直是威胁
整个网络文学行业的毒
瘤。在业内人士看来，推
动网络文学产业的长远发
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洪波表示，网络文
学作品的出现颠覆了传统
文学作品的发表、传播和
复制方式，而我国对于网
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的
相关法律还相对滞后。需
要加快立法进程，尽快完
成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
改，加大对侵权盗版行为
的处罚力度和侵权成本。

据了解，2016年，国家
版权局发布了《关于加强
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
通知》，明确了两类网络服
务商在版权管理方面的责
任义务，并建立“黑白名单
制度”，对规范网络文学版
权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业内人士呼吁，希望

版权监管部门持续监督通
知的实施情况，要求第三
方网络服务商主动屏蔽和
删除盗版侵权链接，禁止
广告联盟向黑名单上的侵
权网站投放广告，切断盗
版网站的利益来源。

此外，专家认为，应
加大司法机关查处网络侵
权盗版力度。对侵害著作
权作品数量较多、社会影
响较大的网络平台企业引
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惩
分享平台“挂羊头卖狗
肉”“用马甲做盗版”的
现象，使侵权盗版者受到
应有的法律制裁。

“打击侵权盗版还要
靠行业自律和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吴文辉呼吁作
家、产业链各方协同合
作，在网络文学行业内
部，建立畅通、健全、良
性的沟通环境。 据新华社

专家说法 严厉打击各种盗版行为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 2019 中国网
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了解到，

“剑网2018”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版权
执法监管部门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
件544件，其中查办刑事案件74件、涉
案金额1.5亿元，查办了一批侵权盗版
大案要案。此外，针对新兴的短视
频、网络转载领域的版权问题，版权
监管部门约谈重点企业，推动行业自
律、履行主体责任，相关领域版权秩
序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剑网2019”专项行动。从4月底到
10月底，开展5项重点整治：严厉打击
未经授权转载主流媒体新闻作品的
侵权行为，严肃查处自媒体通过“标
题党”“洗稿”方式剽窃、篡改、删减主
流媒体新闻作品的行为；严格院线电
影网络版权专项整治；加强流媒体软
硬件版权重点监管；规范图片市场版
权保护运营秩序；巩固网络重点领域
版权治理成果等。

“剑网2018”：
查处544件
网络侵权盗版案件

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
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
借助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
段来表现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
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的网络艺术
品。其中，以网络原创作品为主。

网络文学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而产生的。一种以这种新兴媒体为
载体、依托、手段，以网民为接受
对象，具有不同于传统文学特点的
网络文学悄然勃兴。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不是对立
的两极，而是互相渗透的有机体
系。不少传统文学通过电子化成了
网络文学的一部分，网络文学的作
者也都接受过传统文学的熏陶。同
时，网络文学通过出版进入了传统文
学领域；并依靠网络巨大的影响力，
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
影响到传统文学。

网络文学

《斗破苍穹》《极品家
丁》《后宫·甄嬛传》《步步
惊心》《西宫春怨》《千山暮
雪》《芙蓉锦》《殇璃》《花
千骨》《盗墓笔记》《鬼吹
灯》《武动乾坤》《完美世
界》《枭雄天命》。 晚综

部分网络文学作品

市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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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