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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网 络 版 权  

互 联 网 +  

跨 界 融 合  

内容产业  I P 热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和知识产权工作重视程度

的加深，中国网络版权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互联网+”对内容产业的推进作用更加凸显，

推进产业形态与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本报告从网络版权的立法保护、司法保护、行政保

护和社会保护等多个层面，向社会各界展现2015年

网络版权保护现状，揭示网络版权保护对净化版权

环境、促进版权产业发展、提高民族创新创造活力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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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范网络作品使用，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优化网络监管技术手段。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行动计划的通知》 

加强网络知识产权和专利执法维权工作，严厉打
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 

 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 
动的指导意见》 

强化对网络（手机）文学、音乐、影视、游戏、
动漫、软件等重点领域的监测监管，及时发现和
查处网络非法转载等各类侵权盗版行为。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 
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改
革，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一、2015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迎来新机遇 

 201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产业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先后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顶层设计助推版权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产业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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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呈现新态势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
不断扩大互联网应用范
围和创新空间。互联网
从技术性工具演变为重
要的生产要素，并逐渐
与日常生活相融合。 

 “互联网+” 成为经济增
长、结构优化新动力。 

 

以IP为核心的游戏、动
漫、文学、音乐、影视
跨界融合的泛娱乐大潮
下，内容与平台融合趋
势加强，中国泛娱乐产
业正式进入“内容为王”
的时代。 

  IP成为“互联网+文化”
的核心价值，“泛娱乐”
构建全产业链内容布局。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网
络零售市场，电子商务
平台助推版权贸易的发
展；信息消费成为消费
增长的主要引擎，带动
信息内容消费的高增长。 

 电子商务和信息消费成为
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
动力和引擎。 
 

 在“互联网+”行动计划、建设 “数字中国”、发展分享经济的推进下，“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
展的新态势。产业形态与盈利模式的多元化对网络版权的依赖程度加深，也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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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展现新特征 

 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在监管行动积极引导下，我国的网络版权格局已基

本走出“野蛮生长”的无序状态，网络版权市场正在走向理性。 

 司法机关对“技术中立”、技术创新和违法行为界限的判断逐渐明晰，消费者和用户权益成

为处理案件的重要考量因素。 

 许多互联网公司已从最初的粗放式发展进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轨道，众多产业主体主动转

型，分享版权资源或授权合作。 

网络版权环境明显好转 

网络版权纠纷相关的竞争规则日渐明晰 

产业主体权利意识觉醒，互诉与合作并存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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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法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九）》增加了对著
作权保护的重要条款 

 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版权局积极推动网络
版权保护政策规章的完善 

增加了对提供互联网技术支持，
和其他帮助主体的处罚，强化了
对网络行为和网络犯罪的监管，
明确了网络帮助侵权行为的刑事
责任。 

就行政处罚程序、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行政责任以及网络环境下的
版权执法等内容进行了修改，以
解决办理侵犯著作权行政案件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 

相继出台规范新兴业态重点领域
网络版权秩序的相关政策文件：
《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
通知》、《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
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
的通知》、《关于规范网盘服务
版权秩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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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保护 

加强自律，保护原创作品，
完善版权保护和维权机制、
加大版权合作力度 

标志性维权事件提升公
众的版权意识，权利人
采用多种方式维权。 

配合行政部门监管重点，
维权手段多元化，在行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凸显。 

2 

• 知名互联网平台联合抵制抄袭，打击盗版，保护内容消费者权益； 

• 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发布维权自律声明和版权合作协议，致力营造健康的网

络版权转载环境； 

• 网络音乐平台从竞争走向版权合作，各方积极接洽，促进音乐作品的广泛授权。 

 
• 琼瑶状告于正抄袭案胜诉，成为海峡两岸文创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里程碑； 

• 热门IP引发的版权纠纷持续不断：《芈月传》作者与片方起版权纠纷；《港囧》

委托第三方版权监测维权机构对盗播行为进行维权处理；天下霸唱对《鬼吹灯》

后续影视作品的影视改编权的版权纠纷。 

 

 
•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维护会员权益和推动创新的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 行业协会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积极提升服务质量，促进行业交流。 

• 版权联盟开展自我维权和自我救济，维权手段多样化，在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凸显。 

互联网企业 

权利人主体 

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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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司法保护 

领域 地域 知识产权法院 

 网络音乐领域的版权纠纷数量较大，
是法院审理网络版权案件的重点。 

 网络视频侵权案件数量急剧下降，显
示出2015年网络视频行业版权秩序的
良好态势 
 

 网络版权案件发案数量的地域特征向阶
梯式方向发展。 

 北京市和广东省为第一梯队，浙江省与
上海市为第二梯队，江苏省为第三梯
队，各梯队之间的案件数量较为均衡，
没有太大悬殊。 

 各地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网络版权案件
中作用突出，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成效初
显。 

 各地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充
分体现了其在网络版权司法保护事业中
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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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政保护——监管思路更清晰 

Step1:规范网络视频 Step2:规范网络音乐 Step3：规范网络文学 

为增强版权重点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2015年国家版权局提出了“分类监管、分步监管”
的工作思路。 

 2010年到2014年，国家版权
局启动了视频网站版权重点监
管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互联网视频
领域的版权环境明显好转，视
频网站未经授权传播影视作品
的情形有很大改观。 

 2015年剑网行动严厉打击未经许
可传播网络音乐作品的侵权盗版行
为。 

 国家版权局开展重点网站版权主动
监管工作，也将以传播音乐作品为
主要内容的网站纳入进来。 

 

 国家版权局将打击网络文学作
品侵权盗版作为2015年的一项
重要工作。 

 通过加强执法，保障著作权人
合法权益，构建网络文学版权
保护的长效机制。 

 分类监管 

    国家版权局根据网络音乐、网络云存储、应用程序APP、网络广告联盟、网络转载等领域版权保
护的不同特点，实施针对性强、各有特色的分类管理，效果明显。 

 分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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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 A P P  

• 对20家大中型视频网站继续进行版权重

点监管。 

• 推动权利人方与网络服务商建立版权保

护合作机制。 

网 络 视 频  

• 发布《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

通知》。 

• 举办“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版权合

作签约仪式” 

 

网 络 转 载  

• 严厉打击各类网络音乐侵权盗版行为。 

• 加强对网络音乐服务商的版权重点监管。 

• 支持网络音乐服务商加强版权自律。 

• 推动网络音乐相关利益方开展版权合作

和转授权。 

 

 

 

 

网 络 音 乐  

• 发布《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

要求各网盘服务商严格贯彻落实《通知》

要求。 

• 主要网盘服务商积极进行版权自查整改，

建立完善版权相关制度。 

网 络 云 存 储  

（四）行政保护——监管重点更突出 

• 开展打击移动APP侵权盗版专项整治行动，规

范应用程序企业及应用程序商店的版权秩序。 

• 开发国家版权监管平台，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对

APP侵权盗版行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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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动员广大权利人
和社会公众举报网络
侵权盗版案件线索。 

 大力宣传“剑网
2015”专项行动的
工作进展和成效。 
 

 各地监管部门组织引
导重点互联网企业开
展自查自纠活动。 

 对发现的问题责令企
业进行限期整改。 

 
 

 进一步建立健全与互
联网信息服务企业构
建快速有效的“通
知—移除侵权”工
作机制。 

 对侵权盗版内容迅速
核查、移除。 
 

 重点曝光网络侵权盗
版典型案件，提升专
项行动的社会效果。 

 高度重视做好行政处
罚工作与刑事处罚工
作的衔接。 
 
 

群众投诉举报 全面清理检查 快速处理机制 抓好案件查办 

 健全常态化的联合挂
牌督办机制，定期联
合督办重点案件。 

 不断总结对重点领域
的监管措施和成功经
验。 
 

（四）行政保护——监管措施更有力 

完善长效机制 

 剑网行动中，各地版权执法部门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和手段，加强部门间、地区间信息共享和协同行动，
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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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保护——监管效果更显著 

 全国各地共查处行政案件383
件，行政罚款450万元，移送
司法机关刑事处理案件59件，
涉案金额3845万元，关闭网
站113家，有力地打击了互联
网侵权盗版现象，进一步净化
了我国的网络空间及网络版权
环境。 

国家版权局 分5批次对广东“DJ020”
网涉嫌侵犯音乐作品案等
40起重大案件进行了挂牌
督办 

北京市版权局 协助法院对架设“私服”
侵犯完美公司著作权案、
网店“阳光教育”销售盗
版少儿出版物案作出判决 

山西省版权局 

指导地方局严肃查处了
“儿童资源网”等网络案
件 

“剑网2015”完美收官 

湖南省版权局 

建立“通信寻址、公安寻
人、版权寻证”的版权执
法联合办案模式，多部门
密切协作、精确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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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5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尚存诸多挑战 

1 

4 3 

2 IP拆分授权过多和授权凌乱 

 内容产业涉及的利益链条较多,杂乱无序的IP转
售很难有效实现IP资源的合理配置。 

 IP市场的版权归属、交叉授权等方式混乱。 
 作品同质化严重，权利人之间版权纠纷多发。 

划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边界成为难题 

“先授权后使用”许可模式面临挑战 

政府监管部门角色定位尚在探索 

 大数据时代，作品创作向全民化、大众化方向发
展，网络作品的使用方式和传播路径发生变革。 

 亟待构建一个兼顾作品保护强度与作品传播速度
的科学授权体系。 

 直接以盗版形式侵犯权利人权利的行为越来越
少，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许多为侵权内容的传
播提供便利的平台。 

 如何平衡版权所有人、网络服务商和广大用户
的利益，划出网络服务商承担侵权责任的界限，
成为困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难题。 

 “互联网+”环境下新兴业态发展出的新需
求、新变化对政府监管部门提出挑战。 

 如何将互联网思维真正应用到版权环境的治理
和保护中，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提升和改善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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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回顾 

展望 

 著作权法律制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
越来越突出；版权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版权
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体系趋于完善，社会公
众的版权意识显著增强；司法保护在网络版
权保护中的作用更突出；我国在打击网络侵
权盗版方面措施更加得力、成效更加显著。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事业将在产
业跨界融合的机遇与挑战中奋
勇前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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