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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一笑很倾城》权利人诉网易公司《倩女幽魂》手游不正当竞争——

谁动了我的搜索关键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胥

“肖师兄，好巧啊！”
“不巧，我在等你。”
这是风靡一时的青春偶像剧《微微

一笑很倾城》中男女主角的一段经典台
词。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电视剧之外的

“巧”与“不巧”也在上演。
巧的是，两家游戏公司都看中《微微

一笑很倾城》这个超级IP被开发成游戏
的前景；不巧的是，其中一方涉及虚假宣
传和不正当竞争，一审被罚款100万元。

超级IP的多元开发

《微微一笑很倾城》是网络作家顾漫
的代表作之一。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影视
剧《杉杉来了》《何以笙箫默》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5 年上映，为顾漫获得了
良好口碑。

看到了顾漫作品潜在的巨大市场价
值，《微微一笑很倾城》也就成为资本市
场摩拳擦掌欲待开发的“香饽饽”，而且
该作品确实也成为当年“书漫视影舞游”
泛娱乐多元开发的现象级IP。

2014 年 8 月份，花山文艺出版社将
网站连载小说出版。2015 年 10 月 21
日，顾漫及上海漫禾文化传播工作室（甲
方）与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订
立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甲方
为《微微一笑很倾城》小说著作权人，将
该小说“手机网络客户端游戏”“PAD网
络客户端游戏”“手机单机游戏”“PAD
端单机游戏”的游戏改编权在全世界范
围内独家授权给大神圈公司，期限自
2015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两年时间内，大神圈公司有权将《微
微一笑很倾城》小说改编为一款游戏。
针对改编的游戏，大神圈公司得到授权
可以单独以自己名义维权，授权费用包
含固定版权许可费和授权完成两部分。

小说的影视剧改编也在推进中。作
为顾漫之前作品《何以笙箫默》的影视剧
合作伙伴，上海剧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继续成为《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制作方，
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1 月 5 日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该小说的电视剧剧本
改编权和摄制电视剧权。

有意思的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
剧情中，男女主人公既是现实世界中的
同学，也是一款网络游戏中的搭档，双方
是因为网络游戏相知、相恋。这样的剧
情设置，对于一款网络游戏来说，是不可
多得的植入宣传机会。

2015年 9月份，网易（杭州）网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杭州公司）和杭州
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火
公司）通过第三方——北京合润德堂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制片方剧酷公司
达成协议，网易杭州公司开发的《倩女幽
魂》手游与剧酷公司出品的《微微一笑很
倾城》电视剧成为战略合作关系，《倩女
幽魂》手游成为全剧故事发生的核心线
索和重要场景。

也就是说，小说和电视剧的名字是
《微微一笑很倾城》，电视剧中男女主角
痴迷的游戏是《倩女幽魂》。那分别以这
两个名字命名的游戏就成了这部剧衍生
出的“双生花”。一个戏里一个戏外，《微
微一笑很倾城》与《倩女幽魂》像两根灯
芯“拧”在了一起。

“被误导”的搜索关键词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大神圈公司
开发经营的《微微一笑很倾城》游戏于
2016年 6月份开始宣传，并于 2016年 8
月份在安卓、苹果应用商店上线运营。
此时已经非常接近电视剧《微微一笑很
倾城》定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在东方卫
视、江苏卫视的首播时间。

让大神圈公司头疼的是，捷足先登
的杭州网易公司于 2016 年 4 月份已上
线苹果应用商店，并为《倩女幽魂》手游
设置了与《微微一笑很倾城》小说相关的
关键词参与百度搜索推广等，比如用户
在百度上搜索“微微一笑很倾城手游”，
或者在手机百度应用软件中搜索《微微
一笑很倾城》，出来的结果第一项均为

《倩女幽魂》手游。
在尝试沟通无果后，大神圈公司将

《倩女幽魂》手游相关的网易杭州公司、
广州网易公司以及运营商雷火公司告上
了法庭。

大神圈公司认为，3 家公司共同实
施了 5 项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是在手机
百度设置了 4 个搜索关键词推广《倩女
幽魂》手游，分别是“微微一笑很倾城手
游”“《微微一笑很倾城》”“贝微微”和“微
微一笑很倾城游戏”；二是在百度搜索结
果链接名称中设置推广宣传词；三是在

《倩女幽魂》手游官网中使用“2016最受
欢迎玄幻手游”并使用了人物名称“一笑
奈何”；四是在手机百度中搜索“微微一
笑很倾城”“微微一笑很倾城游戏”“微微
一笑很倾城柔情首测”3个关键词，获得
的是《倩女幽魂》手游官网链接中编写宣
传词“游戏特色：9000 万玩家荐”；五是
在苹果应用商店中设置“微微一笑很倾
城手游”“微微一笑很倾城游戏”两个关
键词。

大神圈公司认为，3 公司使用上述
关键词在手机百度网页搜索中推广宣传
涉案游戏作品《倩女幽魂》，该关键词与

被告网站及游戏之间并不具有合法的实
质关联性，其目的显然是欲借助《微微一
笑很倾城》的知名度对《倩女幽魂》手游
作宣传推广，以提升《倩女幽魂》手游作
品的关注度，主观上具有“傍品牌、搭便
车”的不正当性。客观上导致用户因搜
索结果而产生不恰当的联想或者注意力
被人为转移，误认为《倩女幽魂》手游改
编自小说《微微一笑很倾城》，是小说《微
微一笑很倾城》的正版游戏，从而截取了
本应属于游戏《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客
户，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行为构成
不正当竞争行为和虚假宣传行为。

对此，3 公司提出了辩护理由。首
先，是雷火公司设置了百度推广关键词、
推广链接名称及描述，同时还设置《倩女
幽魂》手游官网中的涉案宣传内容，这些
行为与广州网易公司、网易杭州公司无
关。其次，雷火公司使用《微微一笑很倾
城》电视剧元素宣传推广《倩女幽魂》手
游是经过了电视剧制作方的合法授权，
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再次，《倩女幽魂》
手游知名度高于大神圈开发的游戏知名
度，雷火公司不存在主观故意。最后，网
易杭州公司是《倩女幽魂》手游开发者，
其虽然希望投放 4 个关键词，客观上仅
成功投放3个关键词，“微微一笑很倾城
手游”并未投放成功。而且，苹果应用商
店不存在付费推广功能，因此第 5 项主
张也不成立。

法院判决3公司侵权成立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经审理认为，该
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大神圈公司主张的
涉案行为是否对大神圈公司构成不正当
竞争；法律责任该如何界定等。

北京海淀区法院认为，双方都认可
苹果应用商店设置有不同于付费搜索推
广服务排名规则，因此不予支持第 5 项
主张。

在余下的4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
张中，其中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项行为
中，也就是在手机百度设置关键词并有
推广链接和宣传语行为，杭州网易公司、
雷火公司在未取得《微微一笑很倾城》小
说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在百度搜索引
擎中设置关键词“微微一笑很倾城”为

《倩女幽魂》手游官网作网络推广，用户
在搜索前述关键词时，《倩女幽魂》手游
官网链接排名搜索结果第一项，并在《倩
女幽魂》手游官网链接名称中设置“微微
一笑很倾城”文字；二者还对用于商业推
广的《倩女幽魂》手游官网链接设置含有

“微微一笑很倾城”“顾漫”等小说相关文
字的多个链接名称，杭州网易公司和雷
火公司的上述行为，容易使用户误认为

《倩女幽魂》手游及其官网经营者取得了
《微微一笑很倾城》小说权利人的授权或
与该小说权利人相关，因此认定杭州网
易公司和雷火公司构成虚假宣传。

另外，网易公司在多个链接描述中
注明：“游戏特色：9000 万玩家荐，以及
网站中描述：最受欢迎的手游。”因该案
并无证据证明《倩女幽魂》手游获得了
9000万玩家推荐及成为最受欢迎手游，
该宣传描述不符合客观事实，故该描述
构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倩女幽魂》手游官网首页宣传的
“2016最受欢迎的玄幻手游”，并在游戏
主角人物旁标注“一笑奈何”，在无充分
证据证明《倩女幽魂》手游为 2016 年度
最受欢迎的玄幻手游，同时在“一笑奈
何”为《微微一笑很倾城》小说主角人物
名称，但无证据证明《倩女幽魂》手游经
营者获得许可有权在《倩女幽魂》手游宣

传中使用《微微一笑很倾城》小说人物名
称“一笑奈何”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构成
虚假宣传。

在第二项行为中，杭州网易公司与
雷火公司还为推广《倩女幽魂》手游官网
链接在百度搜索中将《微微一笑很倾城》
小说主角人物名称“贝微微”设置为关键
词，用户搜索“贝微微”时，在搜索结果页
面较为显著的位置出现《倩女幽魂》手游
官网链接，属于对《微微一笑很倾城》小
说有意“搭便车”的行为，抢占了本应属
于大神圈公司的竞争优势，违反了经营
者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
当竞争。

那么，网易杭州公司取得《微微一笑
很倾城》电视剧制作方的合法授权是不
是可以成为免罪金牌呢？法院认为，网
易杭州公司与电视剧制作方订立的合
同，主要就《微微一笑很倾城》电视剧中
植入网易杭州公司的相关游戏，以及网
易杭州公司有权使用《微微一笑很倾城》
电视剧海报开展宣传作出约定，合润公
司或剧酷公司并未明确授予网易杭州公
司在经营《倩女幽魂》手游的过程中使用

《微微一笑很倾城》小说名称、主角人物
名称等相关元素的权利。而且，并没有
证据证明合润公司或剧酷公司享有将小
说《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相关元素授予3
公司用于经营《倩女幽魂》手游的权利，
所以法院对 3 公司取得《微微一笑很倾
城》电视剧制片方合法授权这样的说法
不予采信。

据此，海淀法院近日作出判决，被告
雷火公司、杭州网易公司应当为虚假宣
传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负责，共同赔偿原
告大神圈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
费用 6.4 万元，广州网易对其中的 10 万
元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应恪守竞争边界

目前，该案仍在上诉期。无论结果
如何，都给未来相关从业人员从事IP开
发上了重要一课。

大神圈公司代理律师王国华表示，
涉及游戏方面的不正当竞争较为普遍，
这与游戏行业的竞争乱象有着密切关
系，对于从事游戏运营的企业来讲，应当
恪守竞争边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有关专家表示，IP 开发很重要的一
个特点就是借助之前作品的社会声望实
现再开发，作品实质是前期作品改变形
态后的再延续。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核心
内容就是混同和误认，也就是所说的“搭
便车”。相较于小说《微微一笑很倾城》，

《倩女幽魂》手游的知名度更低。因此，
在并未得到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借

《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东风推广自己产
品，损害了大神圈公司的竞争优势，构成
了不正当竞争。

同时，专家建议，如今在影视剧开发
中植入广告已成常态，著作的权利人在
授权中也应当预判到可能存在的风险，
需要充分考虑多方授权情况可能出现的
关联性干扰，明确授权边界，保证互相不
会干扰。

此外，近年来互联网移动技术飞速
发展，用户早已习惯于通过搜索引擎获
取信息，网络搜索竞价排名引发的不正
当竞争案件呈现增长趋势。我国互联网
经济的核心盈利模式，仍是最大程度获
取用户资源、提高访问量以及广告点击
率，使得竞价排名不正当竞争案件日趋
复杂化。搜索推广服务提供商也应当

“有所为有所不为”，恪守商业道德，自觉
参与维护公平竞争。

本案系因侵权行为引起的不正当

竞争纠纷，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的行为

是否对原告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

竞争。

要厘清争议，首先让我们看看法

律是如何规定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

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

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该规

定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经营者的行

为是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二

是要产生“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后果。

对照这一规定，再看看被告都实

施了哪些经营行为？法院经审理查

明，被告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设置关键

词“微微一笑很倾城”为其手游官网作

网络推广，用户在搜索前述关键词时，

该手游官网链接排在搜索结果第一

项；对用于商业推广的手游官网链接

设置含有“微微一笑很倾城”“顾漫”等

小说相关文字的多个链接名称；在百

度搜索中将小说主角人物名称“贝微

微”设置为关键词，等等。

第三，被告的上述行为，是否获得

了合法授权？

法院查明，被告与电视剧制作方

订立的合同，主要就电视剧中植入被

告的相关游戏，以及被告有权使用电

视剧海报开展宣传作出约定，并未明

确授予被告在经营手游过程中使用小

说名称、主角人物名称等相关元素的权利。而且，没有证据证

明合润公司或剧酷公司享有将小说相关元素授予被告用于经

营手游的权利。可见，答案是否定的。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被告在未取得小说权利人授权的情

况下，大量使用小说的关键词推广宣传涉案游戏作品，该关键

词与被告网站及游戏之间并不具有合法的实质关联性，属于

对小说有意搭便车的行为，是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客

观上导致用户误认为其手游改编自小说，是小说的正版游戏，

产生了“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后果。被告的虚假宣传行为抢

占了原告作为小说游戏作品改编权利人应有的竞争优势，违

反了经营者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反映的经营者虚假宣传现象，近年来

愈发普遍。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商业宣传和商业广告对

企业产品营销的作用日益显著，为扩大宣传效果，经营者常常

有意无意夸大其词，误导消费者。如果说本案还只是主要涉

及经营者之间的侵权争端，那么一些直接针对日常消费品的

虚假宣传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产生了

恶劣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我国先后修订了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大

了对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消费者

也应提高法律素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认清虚假宣传的真

面目，随时拿起合法维权的武器。

比如，我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虚假广告包括商品或

者服务不存在、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等 5种情

形。消费者对此应有所了解。

再比如，误导型虚假宣传，其宣传内容也许是真实的，或

者部分内容是真实的，却故意使用隐瞒的暗示、投机的省略、

断章取义的引用以及刻意刁钻的表现角度，使宣传内容表达

不确切、不明白并藏有陷阱，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误导性，消

费者尤其要警惕。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表现形式

作出了明确规定：包括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将科学

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等。

如一些厂家宣传喝碱性水更健康的观点，其实没有科学依据。

需要提醒经营者，帮助他人作虚假宣传也是违法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

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作虚假或者引入误解的商业

宣传。司法实践中，已发生多起此类案件，当事人通过网络平

台，接受淘宝、天猫等商家的委托刷单，为商家增加不真实的

交易订单数量；或者利用网络平台，聘请工作人员从事网络刷

单，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给商品好评，替商家虚构交易记

录，为商家作虚假宣传提供便利，欺骗误导消费者等。针对这

种网络“刷单”行为，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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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关再出重拳——

2700余吨“洋垃圾”原形毕露
本报记者 顾 阳

2月5日，天津海关对外通报，一举查处129个集装箱、共
计2700余吨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废锌渣，两家涉案公司相关
责任人因伪报品名走私进口被依法批捕。

去年以来，一家涉案公司先后申报进口两批“氧化锌混合
物”，海关关员查验实货时发现货物与申报内容不符，经鉴定，
确认货物实际为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废锌渣，天津海关
缉私部门立即介入调查。

本案涉案固体废物废锌渣，俗称除尘灰，实为电炉冶炼过
程中产生的含锌收集烟尘，主要含有锌、铁等重金属有毒成
分，属于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其粗加工过程会
对大气、水、土产生污染。走私分子在国外获取此类工业废
物，进口到国内倒卖，牟取非法利润。

办案人员到涉案公司取证时发现，公司电脑硬盘全部被
更换，相关单据也被销毁，公司负责人高某辩称，之所以出现
单货不符，完全是因为国外供货商发错货所致。办案人员随
即将办案重点转移到该公司其他业务员及其国内客户上。经
深入调查，在详实证据面前，高某终于承认其为获取高额利润
伪报品名方式走私牟利。原来，高某在明知涉案货物为国家
明令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情况下，授意相关人员向海关提供
虚假合同，更改真实合同号。在另一起案件中，涉案公司同样
将废锌渣伪报为“氧化锌细粉”妄图走私进口被海关查获。

目前，上述案件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被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