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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侵 权 盗 版 者 付 出 代 价
金 晶

铁路部门规定，用互联网和电话购火车票的预售期

是60天，车站和代售点购票的预售期是58天。对多数

热门出行地而言，春运期间的火车票要靠“分秒必争”

才可能“抢”到，两天时间差基本意味着已经没有余票

了。统计显示，全国外出务工人员中接近50%的年龄在

34岁以上，只有14.1%的人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这一群

体普遍不熟悉网上支付和电话操作流程，大部分仍然习

惯于传统的窗口购票。虽然各地采取了办理外出务工人

员团体票等方法，但相当部分农民工仍难以买到回家的

车票。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此类售票办法前广泛了解实

际情况，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调整。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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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琼瑶起诉编剧于正等侵害

著作权案，近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于正被判

公开道歉，四被告停止对 《宫锁连

城》 的复制、传播和发行，五被告

共计赔偿 500 万元。某门户网站针

对该消息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94%的网友投票表示：该案“大快

人心！抄袭应该受到应有惩罚！”

笔者认为，琼瑶告于正案受到

如此关注，不仅仅在于名人效应，

更是积蓄已久而爆发的一次集体声

讨，说明大众对于侵权盗版行为深

恶痛绝。让侵权者为侵权行为付出

代价，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不

过，在这件事情上，除了一时的情

绪宣泄，还应有 3个方面值得反思。

首先，包括文学作品维权在内

的知识产权案件并不是个案，却每

每令优秀律师都望而却步，主要原

因在于维权成本高。以编剧维权为

例，在我国 《著作权法》 判定著作

权侵权的 4 个条件中，侵权人有机

会接触权利人的作品且涉嫌侵权作

品与权利人作品构成相同或实质性

相似，是一条重要的“量尺”。而

判断作品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则要从两作品构成雷同部分的百分

比和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否有限这两

方面来考虑。由于 《著作权法》 的

“保护点”在表达方式而非故事内

核，且倾向于依靠外在文字形式作

出判断，所以当抄袭者将人物改名

换姓、情节拼接搭凑后，会令权利

人举证变得繁琐而困难。

一方面是侵权者近乎为零的侵

权成本，另一方面原创者需投入大

量成本去搜集证据，长此以往，原

创者的时间精力被大量耗损，最终

往往因“耗不过”而选择放弃，恶

性循环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侵权者的

气焰。因此，如何简化维权程序、

降低维权成本，让侵权者心有所

忌，仍需各部门共同出招。

其次，对侵权者判赔数额低和

判赔标准不统一，也是目前著作权

赔偿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由于著

作权具有无形财产的属性，侵权者

在不同时空以不同方式侵权使用，

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也会不同。若

简单依靠市场平均价格作为判赔标

准，或也有违著作权自身存在的规

律。如判罚金额远低于侵权者的侵

权收入所得，也容易误导其产生

“罚了白罚”的想法和继续侵权的

行为，有损法律的威慑力。因此，

在认定侵权行为后，在确定损失赔

偿标准和限度时还需“细算账”，

让侵权者知错悔改，下不为例。

此外，如何应对新技术、新商

业模式带来的挑战，对版权在内的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来说，也是一个

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 《著作权

法》 的出台和“剑网行动”等一系

列打击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行动的推

进，我国的版权保护环境已得到很

大改善。不容忽视的是，在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大背景

下，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侵权

行为不但从“线下”蔓延到“线

上”，无论手法还是渠道都与以前

不同，如移动转码侵权、聚合类盗

链侵权、利用 P2P 技术侵权、开放

平台客户端软件侵权等。这些侵权

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目前尚存

争议，亟待业内外迅速统一认识，

确保法律统一适用，让“线上”、

“线下”的侵权者都无所遁形。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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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宝昌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法律顾问

原来的立法法“非常原则”，很多规定和法条有

很强的概括性，这样很容易造成对公民减损权利或

者增加义务。正在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这一亮点可以更好地保

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限行、限购、摇号，都是在极端

情况下施行的，都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行政

手段可能确实行之有效，但是不一定合法，不一定公

平，如果要达到公平，必须通过立法的手段。

保 护 合 法 权 益 彰 显 立 法 善 意

张晓山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我国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市场化、商品

化的发展新阶段，工商资本的进入已成必然。工商

资本要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代替农民发

展现代农业；对农民要形成带动效应，而不是形成

挤出效应。要抑制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负面影响，

防止可能出现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首先要建立

严格的准入制度，其次要建立动态监督制度，再次

要加强事后的监管，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防止损

害农民土地权益，防范承包农户因流入方违约或经

营不善而遭受损失。

防止工商资本下乡非农化倾向

连 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文化与金融间的相互支持与渗透日益显

现，但银行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仍存在挑战，可从三

方面加以推进：第一，商业银行在体制机制和内部管

理的流程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第二，应根据文

化产业企业的特点，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例如专利

权质押、著作权质押、商标权质押等。第三，要针对

文化产业企业的特点提供便利、简便操作的流程。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应结合实际

对中国铁路特别是中国高铁“走出

去”来说，2014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

年初南车出口阿根廷 10 亿合同金额动车

组起运，到岁末 800 公里中泰合建铁路

签约；从土耳其高铁竣工，到匈塞铁路

签约；从渝 （重庆） 新 （新疆） 欧 （欧

洲）、苏 （苏州） 蒙 （内蒙古） 欧班列增

开，到铁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受

关注⋯⋯不仅中国铁路装备跨洋落地投

运，而且中国铁路建设技术、管理标准

也将推延到欧洲、泛亚等地。

中国高铁“走出去”新格局的形

成，与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不遗余

力地推介分不开。由于施工与运营经验

丰富，技术全面、集成度高，性价比

高，可以适合不同国家需求，中国铁路

和高铁装备及建造、运营技术已成为一

张“中国名片”，成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迈进的新抓手。

铁路产业链长，融合资本密集、技术

密集、劳动密集，对促进就业与产业结构

升级大有助益。现实来看，由于铁路建设

关联到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而国内这

些行业正遭遇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开展对

外铁路特别是高铁合作，对化解国内部分

行业过剩产能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虽说当前国内铁路的市场需求仍在扩张，

但局部产能过剩也会逐渐显现，及时开拓

海外市场，无疑是中国铁路前瞻性动态解

决产能过剩的一个战略。

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中国

需要，也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要求，

有利于促进不同区域互联互通。轨道交

通绿色节能、准时可期，在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位置，也与当今世界

低碳发展理念相契合。正基于此，世界不

同地方都高度重视建造铁路特别是高

铁。中国以先进技术、丰富经验、稳定的

运营记录为支撑，可满足不同区域需求，

加快与周边国家连通建设，就是为世界交

通设施建设和密切国际沟通贡献力量，

对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有建设性意义。

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要迈好“走出

去”步伐，需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储备。

首先是做到技术全面，质量有保

证。我国高铁建造技术在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多样性地质

地理条件下建设、大规模运营的进程

中，技术集成度、安全保障度都形成竞

争优势，我国铁路技术、标准是先进的

和可靠的。

其次，合作模式要具有兼容性。铁

路或高铁建设周期长，投入资金大，影

响区域广，需要与不同政府、上下游市

场主体或民众群体进行沟通合作。这就

需要具有柔性的合作模式，能够兼容或

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经

济市场环境。

再次，要有人才、队伍和资金方面

储备。无论是合同管理、招投标、施

工、监理，还是分包、设备设施管理，

以及运营维护，都需要一批外向型的投

资、建设、管理、运营队伍。同时，由

于铁路建设耗资不菲，在资金筹集、汇

兑、财务管理等方面也需要做足准备。

如果有中外合作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

者基金作为资金支持，应当主动争取；

对于国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 PPP 等创

新融资模式更是应该积极实施。

必须看到，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

“走出去”，带动的是中国施工建造技术

及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出口和国际

化，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资本国际化投资及人民币的国际化

演进。以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走出

去”为契机，树立和输出中国技术和中

国标准，对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加快向创新型国家迈进具有带动作用；

对于资本合理输出，推动国际合作及加

强中国国际影响力也有积极意义。

更 好 发 挥 高 铁 的 名 片 作 用
张汉斌

由于施工与运营经验丰富，技术全面、集成度高，性价比高，可以适合不同国家需

求，中国铁路和高铁装备及建造、运营技术已成为一张“中国名片”，成为中国从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新抓手

是 个 问 题是 个 问 题

琼瑶告于正案受到广泛关注，是积蓄已久而爆发的一

次集体声讨，说明大众对于侵权盗版行为深恶痛绝。要想

方设法让侵权者付出代价，为侵权行为“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