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500元就能买到上万枚防伪标签

依靠专业的团队运营， 对网
络文学作品几乎可以 “秒盗 ”，
一般首发网站发布新章节１分钟
内就可以完成盗版； 据统计， 仅
２０１４年盗版行为就造成整个行业
损失近１００亿元。

互联网在我国普及之后， 文
学创作获得新的广阔天地， 但也
笼罩在互联网侵权的 “阴霾” 之
中， 遭受着疯狂盗版的 “切肤之
痛”。 网络文学市场面临着怎样
的生存状态， 未来该如何走出侵
权 “阴霾”？

网 络 文 学 2014 年 被
“盗走” 百亿元

３４岁的网络作家张威有一个
更让人熟悉的名字 “唐家三少”。
曾经一度工作失意的他凭借网络
小说写作， 不仅创造了自己人生
的辉煌， 也创造了一个互联网时
代的写作奇迹 。 在 “互联网＋”
的推动下， “ＩＰ” （知识产权 ）
时代创意作品的价值前所未有地
被激发出来。

２０１６年第十届中国作家富豪
榜公布了 “网络作家榜” 名单，
他的版税收入达到１．１亿元 ， 已
经是第四次蝉联网络作家富豪榜
冠军。

然而， 像张威一样幸运的网

络作家并不多， 这一新兴产业上
空挥之不去的盗版 “阴霾”， 不
断侵蚀着网络写手们的生活空间
和创作热情 。 在百度上搜索书
名， 网站就会自动推荐该作品的
贴吧， 同时也会显示最新章节及
“全部章节”， 不用付费就可以很
顺利地点击阅读。

另一位网络作家告诉记者 ，
能够卖出版权的网络作家是 “凤
毛麟角”， 多数人只能靠网络读
者的订阅付费， 但都因为疯狂的
盗版行为遭受巨大损失， 辛劳付
出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和回报，
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人连５％
都不到。

日前， 互联网研究机构艾瑞
咨询发布的 《中国网络文学版权
保护白皮书》 显示， 网络文学经
历了萌芽和爆发期， 但网络盗版
行为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开始
向新的模式转变， 通过智能手机
移动终端传播盗版作品的越来越
多， 危害也在增大。 如果按照正
版计价， 仅２０１４年盗版行为就造
成整个行业损失将近１００亿元。

维权成本超出很多作者
承受能力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
为， 经济利益是驱动网络文学盗

版行为的核心因素。 网络文学盗
版使大量需要付费阅读的作品可
以免费或者以较低成本阅读， 是
对作者及平台运营方劳动成果和
知识产权的窃取， 严重影响了其
收入。 许多盗版者、 盗版平台通
过吸引用户阅读盗版网络文学作
品 ， 以达到吸引并聚合用户流
量， 实现增加广告收入牟利的目
的。

业内人士透露， 依靠专业的
团队运营， 对网络文学作品几乎
可以实现 “秒盗”。 一般首发网
站发布新章节１分钟内就可以完
成盗版。

聂震宁表示， 随着网络技术
的发展， 盗版侵权模式变得更加
复杂及隐蔽。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
性， 对这种盗版模式的打击收效
甚微。 当前， 许多文档分享平台
注册不需要实名认证， 云储存和
应用软件等新型侵权手段 使 版
权方难以有效控制内容传播 ，
维 权 投 入 不 断 加 大 ， 已 经 超
出 很 多 作 者 个 人 和 运 营 平 台
的承受能力。

盗版惩罚不能 “高举轻
落”

“目前， 高昂的维权成本与
低廉的侵权成本形成鲜明的对

比， 盗版产业链的存在给盗版者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
聂震宁表示， 网络文学版权不仅
仅只是文字和阅读， 还进一步涉
及影视、 游戏等产业的创意创新
基础。 如果网络文学版权乱象继
续蔓延下去， 最终将严重伤害数
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有关专家认为， 挥之不去的
盗版 “阴霾” 背后除了法规政策
相对滞后， 还有各个执法部门的
监管技术短板。 中国文字著作权
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 侵权成
本低、 法律赔偿额低等问题， 直
接助长了侵权盗版行为的蔓延。

深圳罗湖区法院知识产权庭
法官唐亦丽说， 实际判案中最困
扰的就是侵权赔偿额的计算。 很
多情况下， 由于对侵权行为的举
证不足， 赔偿额往往低于作者预
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聂震宁
等３２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相关提
案， 呼吁加强网络版权的法律保
护， 制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法
规， 尽快完成 《著作权法》 第三
次修改， 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律
制度， 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提供
更加完善的保障。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加拿大公共卫
生局２５日宣布， 其下属的国家
微生物实验室检测发现了该国
首例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寨卡
病毒的病例。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称， 这
名感染者来自安大略省， 血液
检测确认其通过性传播途径感
染了寨卡病毒。 此人的伴侣曾
去寨卡病毒流行地区旅行并感
染了寨卡病毒。

截至目前， 加拿大共报告
５６人感染寨卡病毒， 除１例性
传播病例之外， 其余均为输入
性病例， 即因赴寨卡流行地区
旅行而感染， 其中有两名感染
者是孕妇。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呼吁孕
妇不要前往寨卡病毒流行地区
旅行， 并建议到这些地区旅行
的加拿大人在回国后至少半年
的时间里， 坚持使用避孕套。

新华社电 阿根廷拉普拉
塔市第四刑事法庭２５日作出判
决， 以 “故意杀人罪” 判处两
年前咬死两岁男童的比特斗牛
犬主人８年有期徒刑。 这是阿
根廷有史以来首次对恶犬咬人
事件作出刑事判决。

据阿根廷 《民族报 》 报
道， 此案经过历时两年的审理
最终作出了 “史无前例的刑事
判决”。 当天主审此案的三名
法官和被告人冈萨雷斯均未出
庭， 判决由法庭书记员向原告
宣读 。 被害人母亲加布里埃
拉·帕切科如释重负地对媒体
说： “孩子终于可以安息了。”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 ， 布宜诺
斯艾利斯省亚历杭德罗·科恩
市波普兰德大街９００号 ， 两岁
的圣地亚哥·维艾尔和姐姐在
街边一辆废弃汽车边玩耍， 突
然遭到一只比特斗牛犬攻击， 圣
地亚哥脸部颈部多处受伤， 最
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该斗
牛犬属于同街区的冈萨雷斯。

阿根廷恶犬咬死幼童
犬主被判“故意杀人”

新华社电 据印度媒体 ２６
日报道， 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
的印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当
天凌晨发生火灾， 馆内部分展
品及珍贵动植物标本遭损毁，
６名消防人员在救援中受伤。

据报道， 火灾发生在当地
时间凌晨２时左右， 最初的起
火地点位于博物馆的顶楼， 但
起火原因不明。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门派出了４０辆消防车到
现场救援。 由于博物馆内消防
安全设施老旧不堪， 消防人员奋
战近４个小时后才控制住火势 ，
其中６名消防人员受伤被送往
医院救治， 目前情况稳定。

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
贾瓦德卡尔当天上午到博物馆
了解情况。 他说， 国家自然历
史博物馆是印度的财富， 这场
悲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他
下令对印度全国３４家博物馆进
行消防安全检查， 避免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

印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建于上世纪７０年代，馆内藏有大
量珍稀动植物标本，包括１．６亿年
前的恐龙骨骼化石标本等。

印度一博物馆着火
部分珍贵展品损毁

加拿大发现首例
性传播寨卡病例

防伪标识本是鉴别商品真伪的“试金石”，但如
今却难保其自身的真实性。“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
现，今年以来，广西、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等地查获
多起通过假冒的防伪标识，制售假货的案件，涉案金
额动辄逾亿元。据了解，一些烟酒、日化领域的名牌
产品成为假冒重灾区。在一些小作坊，假冒的防伪标
识可以随便印制“论斤买卖”，其中不少难辨真伪。

网络文学作品频遭“秒盗”

防伪标识随便印制 “论斤买卖”

500元就能买到上万枚防伪标签

需强化防伪产品 “闭环监管”

广西贵港警方近期破获一起
特大制售假冒注册商品 “海飞
丝” 洗发水案件， 缴获假冒洗发
水１５万余瓶 ， 涉案价值达１．２亿
多元。

记者在案发的仓库看到， 这
些假冒洗发水的蓝色瓶盖上都贴
有一个圆形的防伪标识， 几乎和
正品包装上的一模一样， 肉眼很
难辨别真伪。 上面写着防伪查询
网站的网址和查询电话， 同时还
有一组１４位的序列号验证码。 标
签上写着 “纤维有凹凸感， 用针
可挑出”。 记者扫描假冒瓶上的
条形码， 不仅显示出商品简介等
字样， 还显示了其在电商平台的
销售价格， 与正规渠道购买的正
品洗发水扫码结果完全相同。

湖南湘潭警方最近公布了一
起假冒 “伟哥” 类保健品特大案
件 ， 涉案金额达１．５亿元 。 该团
伙生产 “万艾可 ” 等假药以及
“虫草鹿鞭丸” 等百余种有毒有
害产品， 通过购买假冒商标和防
伪标识进行包装。

在江苏盐城市盐都区， 公安
机关查获一起假冒茅台等高档白
酒案件。 犯罪嫌疑人严某将生产

的伪劣白酒， 用从饭店回收的茅
台、 洋河蓝色经典等高档白酒的空
瓶进行灌装，然后购买伪造的商标和
防伪标识进行包装后高价出售。

除了上述案件， 记者调查发
现， 今年以来， 安徽、 江西、 广
东等地也发现了多起制售假冒商
品的案件， 其中均涉及假冒防伪
标识情节。

据一些办案人员介绍， 在一
些地方的乡镇， 有些没有任何资
质的小作坊， 仅仅靠几台简陋的
机器和几个工人就开工生产防伪
标识。 各类假冒名牌防伪标识随
便印制、 “论斤买卖”。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负责人介
绍，当前，市面上各类假冒防伪标
识的生产十分猖獗。其中，烟酒、
化妆品等高利润商品是假冒防伪
标识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商家“与时
俱进”， 不仅申请了４００、８００验证电
话，还建立了专门配合防伪标识查询
的网络系统 ，有些甚至印上 “中
国防伪协会监制 ”字样。

“只要有商品用上新的防伪
标识技术， 很快市场上就会出现
对应的假冒产品。 ” 这位负责人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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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多起假冒防伪标识案的背后

防伪标识是打击和防范假冒
商品的重要手段， 也是构建公众
对商品信心的基础保障。 业内专
家认为， 防伪标识生产的乱象，
暴露了行业监管薄弱和法律约束
不足。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 我国
涉及防伪行业监管的有质检、 工
商、 公安等诸多部门， 而现行管
理依据仅有国家质检总局２００２年
发布的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
法》， 而且， 这一管理办法也并
不具备法律强制性。

业内人士介绍 ， 在国际上 ，
防伪产品属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的特种技术产品， 普遍由政府严

格监管。 有些国家防伪技术企业
仅十几家， 且都由政府监管并派
遣驻厂代表， 对企业防伪产品生
产的销售合同进行监督， 既能够
查询到防伪产品流向， 也能够查
询到企业应用的是何种防伪技
术。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秘书长殷
荣伍认为， 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顶
层设计 ， 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
定 ， 让防伪技术应用 “有法可
依”， 减少监管盲区。 同时， 在
源头上对生产企业进行 “闭环监
管”， 进行全流程的生产和流通
监控， 确保防伪产品的技术和品
质安全。 据新华社

记者调查发现， 市面上流通
的这些假冒防伪标识几乎是公开
交易。 在一些电商平台， 只要输
入 “防伪标签” 等关键词， 便能
搜索数千家卖家提供防伪标识印
制服务。 记者咨询的多家企业均
表示， 可以定制各种防伪标识，
包括比较流行的 “纤维防伪 ”
“温变防伪” “滴水防伪” “微
缩文字防伪 ” 等 。 不少商家表
示， 只需花５００元就能够提供上
万枚定制标签。

尽管多数商家也声称， 定制
防伪标识需要查验企业相关资
质、 证照， 但是， 当记者表示无
法提供相关材料时， 多数商家表
示， “没任何问题， 只要资金提
供到位， 企业、 商品名称可以随

便印”。 有些商家甚至现场传授
造假技术： 让客户将相关信息
上 传 至 由 商 家 提 供 的 查 询 网
站 系 统 中 ， 这 样 ， 只 要 消 费
者 登 录 网 站 并 输 入 涂 层 里 的
验 证 码 ， 查 询 的 结 果 都 会 显
示是真货。

据中国防伪行业协会不完全
统计， 目前， 由质检总局颁发的
防伪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数量仅
为３００多家。 但实际上， 全国有
超过５万家企业从事防伪印刷业
务。 业内人士认为， 由于防伪标
识生产企业参差不齐， 特别是大
量存在的处于监管盲区的小作
坊， 很多企业都竞相压价， 放弃
审核资质等底线， 按照客户需求
随意印刷。

仅２０１４年盗版就造成整个行业损失近１００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