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盗版就像“打地鼠”

网上盗版书为何屡打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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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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利驱使是主因

盗版书为何仍屡禁不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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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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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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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良好版权环境，强化维护正
版的版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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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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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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