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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书火了！坏消息，是盗版……

打击网上盗版书为何像“打地鼠”

游客夜爬大牯牛山“纵火烧山”
当地已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高山杜鹃是否被烧需经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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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线上销售，盗版书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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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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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盗卖数额达500多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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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禁不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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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整治，解决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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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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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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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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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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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知识产权金融
创新研究院院长安雪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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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昆明东川大牯牛山的日出云海刷屏网络，登上
山顶欣赏绝佳美景，让很多人直呼“心动”。然而，据当
地网友曝光，有游客夜爬大牯牛山并纵火烧山，杜鹃花
枝被当柴火，引发关注。

据九派新闻

盗版书屡打不止 新华社发

被烧的大牯牛山 社交平台图片

他们像听不见一样继续玩
云南昆明的网友发视频称，有

游客夜爬东川大牯牛山并纵火烧
山，还有高山杜鹃等野生保护植物
被烧。

有不少目睹乱象的网友发文吐
槽，放火烧灌木的人们是为了取暖
和搞篝火晚会。还有网友在评论中
称，此次被游客燃烧的植物疑包含
野生杜鹃花等植物。

11月19日，记者从多名目击者
处了解到，17日清晨，牯牛山山顶
火光满天，垃圾漫野。

一名为藏风的户外领队表示，
17日早7时许，刚到山顶就看见有
一小部分年轻人坐着烤火吃东西，
还有人围着火开“篝火晚会”。

“很多领队和户外爱好者走去
提醒，山上点火不安全，可能引发山
火。并且杜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高山植物生长很慢，几十年才长
了这么点，让他们不要再烧。”藏风
说，“有一部分人听劝，把火灭了。
还有一部分转过来看了看，没有回
应。”她补充，“开篝火晚会那些人围
着火边跳边叫，他们像听不见一样
继续玩。”

漫山的垃圾也是触目惊心
藏风称，当时很多人在山上，各

个年龄段都有，不过年轻人是最多
的，“大部分都是学生，看着他们烧
过的痕迹真的感觉很痛心。而且自
热火锅、瓶子、塑料袋、辣条包装等
垃圾丢得到处都是。”

另一个名为豆子的领队称，17
日 8时许登顶后，山顶上的火已经
灭了，但是山顶遗留的灰烬令人心

痛，“漫山的垃圾也是触目惊心，说
是垃圾场也不为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网络上
检索“牯牛山烤火”字眼，出现不少
相关攻略帖。

一个名为“山里人”的户外爱好
者告诉记者，近两年牯牛山上总有
小范围纵火现象，“山上气温低，有
些人会折一些树枝，生火取暖。”

“山里人”表示，牯牛山徒步起
点处有醒目的防火禁火警示标识，

“（纵火）这群人真的很无知，不仅防
火意识淡薄，法律意识也很淡薄。”

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置
11月18日，昆明市东川区林业

和草原局就“游客夜爬大牯牛山纵
火烧山”情况发布通报称，昆明市东
川区林业和草原局已联合区公安
局、碧谷街道成立调查组，迅速启动
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目前联合调查组正对生火人
员、过火面积及受损植被等相关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结果将第一
时间向社会和媒体公布，并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19日上午，东川区林业和草原
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确有此
事，目前仍在调查牯牛山的毁坏程
度，并抓紧寻找生火人员。

高山杜鹃是否被烧需调查
针对网友所说“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高山杜鹃被烧”的猜
测，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山上确
实有高山杜鹃等野生保护植物，但
目前公安部门、林草专家还在现场
调查具体情况，不确定是否被烧，需
专家辨认后才能确定。

同日，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和湿地管理处一位工
作人员也表示，野生杜鹃不一定就
是有保护级别的保护植物，也不一
定是高山杜鹃，要有科学依据，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
准，需要经过专家鉴定。

随后，记者联系到东川区碧谷
街道，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事发视频
里看起来火很大，但实际上烧的面
积不是很大，不是整座山都烧着了。

目前大牯牛山并未封锁，游客
可正常上山，近两日上山的游客数
量挺多。不过现在游客必须在入口
处签署防火承诺书，接受森林防火
的宣传教育后才能上山，沿路也有
人巡查。“我们碧谷街道现在每天都
安排人员上山巡查监督，避免再次
发生类似事件。”工作人员说。

夜游牯牛山火爆出圈
公开信息显示，自2023年起，

有网友登上大牯牛山山顶、欣赏
日出云海的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
上刷屏后，很多人直呼“心动”，吸
引众多游客前往此地看日出，后
发展为一处野生“景点”。其中，
夜游牯牛山火爆出圈，观云海日
出美景、赏漫山遍野杜鹃花等活
动也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据昆明文旅，大牯牛山古称
福在山，是全国罕见的距离城市
最近、海拔最高的标志性山峰，系
乌蒙山系最高峰。大牯牛山海拔
4017米，山麓地处小江河谷，海拔
仅695米，相对高差达3300余米，
高差之大实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