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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字体模糊、纸张粗劣、气味刺
鼻、尺寸“缩水”……近年来，盗版
书在网络平台层出不穷，线上售卖
花样翻新，消费者往往拿到书才发
现买到了“李鬼”。

盗版书为何屡打不绝？如何
保护读者和作者权益，维护图书市
场良好生态？

越来越多盗版书
转为线上销售

“新人出书太不容易了，盗版
书完全可能重创一个新人，侵蚀他
的市场，哪怕明明写得不错，却也
难以再获得培养和支持……”

不久前，有作家通过自媒体账
号发文，痛斥网购平台售卖盗版书
对新人作家危害深远，再次引发出
版界和社会公众对图书盗版问题
的关注。

盗 版 书 是 图 书 市 场 的“ 顽
疾”。如今，越来越多的盗版书转
为线上销售，并从电商平台向各
大直播平台扩散，售卖手法更隐
蔽、更多样化，数量巨大，难以统
计。

记者进入一家名为某“图书旗
舰店”的网店，书籍宣传图标注“版
社直发 正版承诺”。记者询问客
服图书是不是正版，对方回复“原
版授权一比一的”，再追问才告知

“是按原版一比一印刷的”。
“高清影印”“绝版复制”“微瑕

处理”“线上甩卖”……盗版商家打
着各种幌子，买家若不仔细甄别，
极易落入“圈套”。

从作家到出版社、从个体读者
到行业生态，都饱受盗版书侵害。

“一本书被盗版售卖了 20 多
年，真是让我心酸。”作家刘亮程发
出这样的心声。2022 年，经查证，
某电商平台上有90多个网店在售
卖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盗版
书，合计盗卖数量超500万本。

“好消息，书火了！坏消息，
是盗版……”出版社通过各种方
式与盗版“斗智斗勇”。人民文学
出版社部分图书采用一系列防伪

手段，仍挡不住盗版肆虐；接
力出版社设置打盗专

员，经测算，盗

版 影 响 了 正 常 销 售 额 的 20% 至
30%……

童书和教辅类图书更是盗版
重灾区。有网民称：“最可恶的是
童书盗版，会影响一个孩子对书的
美好印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的检测报告曾显示，不少盗版书纸
张和油墨都不达标，重金属超标，
对孩子生长发育会造成危害。

“盗版书会扰乱图书市场秩
序，扼杀文化创新活力，不利于行
业健康发展。”中国文字著作权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指
出。

暴利驱使是主因

盗版书为何屡禁不绝？业内
人士透露，暴利驱使是主要原因。

盗版盗印门槛很低，无需支
付稿酬和精编细校，只需低廉的
印刷费用和材料。“一本万利”的
诱惑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还催
生出一批专业从事盗版盗印的

“家庭作坊”。
盗版轻而易举，打击盗版却举

步维艰。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后，

同名书籍热销。在电商平台上，其
盗版书低至几元一本。花城出版
社社长张懿告诉记者，一些盗版店
铺被投诉下架后，往往第二天又上
架；按照网上店铺营业执照注册地
址投诉至执法监管部门，发现绝大
多数是虚假注册，查无此人。

“盗版如雨后春笋。没有形成
一套反盗版体系，我们只能单打独
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且效果
不佳。走法律诉讼，周期更长，投
入成本更大。”张懿说。

我国刑法规定，出售盗版书如
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可能
会受到刑事处罚。然而，业内人士
普遍反映，打盗版就像“打地鼠”，
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
低、见效慢，困难重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
察院金融与知识产权检察室负责
人李攀介绍，这几年，盗版图书的
涉案金额逐渐增大，网络销售盗版
图书数量多、隐蔽性强，难以有效
打击。

“究其原因，一是嫌疑人往往
同时注册多个网店销售盗版书籍；
二是全国各地制售盗版书籍的人
员互相勾连配合，发货通常使用虚

假地址，执法人员难以落地
查人；三是网络数据

容易删除毁灭，现
场查获的往往只是

小部分盗版书籍，实际
销售量难以核查。”李攀

说。
此外，盗版图书网店所在

购物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尚未明
确。广东金融学院知识产权金融
创新研究院院长安雪梅指出，网络
平台与经营商之间的利益分配模

式日益复杂，给准确甄别真正的侵
权人增添了困难。

合力整治“老大难”问题

对于盗版书这个“老大难”问
题，专家建议，从完善法规、加强监
管、净化环境等入手，合力整治。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
侵权惩罚和判赔力度。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潘凯雄认为，与高额获利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盗版商家被举报后，往
往只是下架整改或进行象征性赔
偿，其背后高额利益的驱动为盗版
侵权行为留下了“再犯”的空间。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著
作权法已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2021
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
一）完善了受刑法保护的作品范围，
将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
10年。张洪波认为，这会对侵权盗
版行为产生震慑和警示作用。

人民出版社法律编辑部编辑
江小夏建议，进一步完善对图书网
店注册运行、违法行为处罚等方面
的法律规定。

——加强网络平台监管，落实
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李攀建议，加强对各网络销售
平台的监管，通过大数据排查短期
内大量销售、价格明显偏低的店铺，
及时预警并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

“通过监管各大平台，建立规
范、合理、高效的盗版书举报、维权、
打击、处罚、禁入等机制，对疑似盗
版活动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进
而高效、规范打击。”江小夏说。

专家认为，电商平台不能当
“甩手掌柜”，应更多担负起主体责
任，严格售书网店资质核验，健全
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和商家信用追
溯机制等。

——营造良好版权环境，强化
维护正版的版权观念。

调查中发现，个别消费者在接
受盗版书商提出的小额赔付、退款
不退货等和解请求后，尝到了“甜
头”，甚至只买盗版书，不买正版书。

“版权保护既是一个法律问
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
多方合力。”安雪梅表示，要扭转这
种错误观念，就要推进版权保护社
会共治，在全社会树立维护正版、
抵制盗版的观念。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网络
侵权盗版“剑网行动”，相继查处网
络侵权盗版案件1.15万件，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 1200 余
件。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完善网络
版权相关法规规章，加强对互联网
版权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监管，强
化网络平台版权治理，推动落实平
台主体责任，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
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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