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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及救济措施

●黄日丽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成为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重要问

题.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低成本和快速传播等特点,给著作权人维权带来了较大挑战.本

文旨在探讨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的现状、类型、认定及相应的救济措施.通过分析相关法律法规、技术

手段和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救济策略,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技术保护、加大

宣传教育等,以期为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提供有力支持,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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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得到了提升和拓展，网

络作品作为互联网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与

分享日益频繁。 然而，这种便捷性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问

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 网络

作品著作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探讨网络作

品著作权侵权纠纷及其救济机制，对于维护创作者权益、促

进网络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概述

(一)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定义

网络作品著作权是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对其作品所享

有的专有权利，它既包括传统作品在网络上的延伸权利，也

包括网上直接创作的数字作品的著作权。 其中传统作品在

网络环境下的权利主要是指传统形式的作品(如文字、口

述、音乐、戏剧、美术、建筑、摄影、电影等)被上传至网络

时，著作权人所享有的权利。 网上数字作品的著作权指的

是网上直接创作的数字作品(如电子书、数字音乐、网络视

频、计算机软件等)所享有的著作权。

(二)网络作品著作权的特点

(１)法定性。 网络作品著作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

的，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了著作权人对其网络作品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复制

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这些权利的取得和行使

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体现了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法定性。

(２)地域性。 尽管网络具有跨国性，但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

护仍受到地域限制。 传统上，著作权的地域性意味着某国

法律所保护的著作权仅在该国范围内有效。 然而，在网络

环境下，这一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因为网络作品的

传播不受地域限制。 但总体上，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地域性

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和适用方式发生了变化。 (３)专有

性。 网络作品著作权是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具

有排他性。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复

制、发行或传播其作品。 这种专有性确保了著作权人能够

控制其作品在网络上的使用和传播，维护其合法权益。 (４)

技术性。 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往往依赖于技术手段。 随

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作品的形式和传播方式日益多样

化，这也对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数字水印、加密等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网络作品著作权的

保护中，以防止作品的非法复制和传播。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的主要类型

(一)未经许可擅自传播网络作品

未经许可擅自传播网络作品指的是未经著作权人或其合

法授权者的明确许可，擅自将受著作权保护的网络作品以任

何形式进行传播的行为。 该行为包括三种形式，分别是擅

自将网络作品通过传统媒体进行传播、擅自将网络作品在其

他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利用技术手段进行非法传播等。

(二)网络链接隐形侵权

网络链接隐形侵权指通过网络链接技术，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擅自链接受著作权保护的网络作品，从而间接侵犯著

作权人权益的行为。 这种行为虽然不直接复制或传播作品

内容，但通过提供链接的方式引导用户访问侵权内容，实质

上帮助了侵权行为的扩散，因此也被视为一种侵权行为。

(三)擅自改编、翻译、注释他人作品并上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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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是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地改变，创作出具有独创性

的新作品的行为。 翻译是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

一种语言文字的行为。 注释是对作品中的文字、词句进行

解释、说明的行为。 以上三种行为也被视为侵权行为。

(四)去除或改变作品权利管理信息并上传网络

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

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

以及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 去除或改变作品权

利管理信息并上传网络，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删

除、修改网络作品中包含的权利管理信息(如作者姓名、版

权声明、使用条件等)，然后将修改后的作品上传至网络供

公众访问的行为。

(五)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并上传网络

剽窃、抄袭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将他人作品或

其片段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或传播的行为。 在网络环境下，

这种行为具体表现为将他人已经创作完成并上传至网络的作

品，未经许可直接复制、粘贴或以其他方式修改后，以自己

的名义再次上传至网络供公众访问。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一)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分析

(１)行为的违法性。 行为的违法性是认定侵权的基础。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复制、发行、传播或以其他

方式利用他人网络作品，均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 这些行

为违反了《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２)实质性相似。 在判断侵权时，需考虑被控侵权作品

与原作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这通常涉及对作品内

容、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分析。 如果两者在关键元素上

存在高度相似，且被告无法证明其独立创作或合法来源，则

可认定存在侵权。

(３)过错。 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也是认定侵权的重要因

素。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 故意侵权是指明知是

他人作品而擅自使用；过失侵权则可能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

信而未能避免侵权。 无论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存在过错，

侵权人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４)损害事实。 著作权侵权行为往往导致著作权人经济

利益或其他合法权益的损害。 这种损害可以是直接的财产

损失，如销售收入的减少，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市场声誉的

受损。 损害事实的存在是追究侵权责任的重要依据。

(５)因果关系。 在侵权案件中，还需证明损害事实与侵

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著作权人的损害是由侵权人

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只有当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因

果关系时，侵权人才需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

(二)侵权行为认定的难点与挑战

(１)著作权人、侵权人及侵权行为界定困难：①著作权

人的身份确认困难。 网络作品的匿名性和易传播性使得许

多作品的作者身份难以确认，尤其是在没有实名注册或水印

标记的情况下。 著作权人难以有效证明自己是作品的原始

创作者，增加了维权难度。 ②侵权人的身份和位置难以追

踪。 网络空间具有跨地域性和隐蔽性，侵权人可能散布在

全球各地，且使用虚拟身份进行活动。 这使得著作权人难

以直接找到侵权人，即便找到也可能面临跨境诉讼的复杂问

题。 ③侵权行为的界定复杂多变。 随着技术的发展，侵权

行为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包括但不限于未经许可的复制、

发行、表演、信息网络传播等。 此外，P图、洗稿、AI创

作等新型侵权行为的出现，也给侵权行为的界定带来了新的

挑战。 这些行为往往界限模糊，难以准确判断其是否构成

侵权。

(２)网络信息传播迅速、易于删除和修改导致举证难：

①证据易逝性。 网络信息具有高度的时效性，一旦发布便

可能迅速传播至全球各地。 同时，由于网络的易修改性，

侵权内容可能在被发现前已被删除或篡改，导致原始证据难

以保存和获取。 这种证据的易逝性使得著作权人在维权时

面临较大困难，难以提供有效的侵权证据来支持其主张。

②证据固定难。 为了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通常需

要对其进行固定。 然而，网络证据不同于传统媒体资料，

其数字存储性和易修改性使得传统的证据固定方法难以适

用。 例如，网页内容作为证据时，往往需要通过公证等复

杂程序进行固定，这不仅增加了举证的成本，也延长了维权

的时间周期。 ③证据真实性验证难。 网络信息的易修改性

还带来了证据真实性验证的难题。 在侵权诉讼中，如何证

明所提供的网络证据是未经篡改的原始证据成了一个关键问

题。 由于网络技术的复杂性，非专业人士往往难以准确判

断证据的真实性，这进一步增加了维权难度。 ④跨国取证

难。 随着网络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侵权行为日益增多。 然

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存在差

异，跨国取证变得尤为困难。 著作权人可能需要面对语言

障碍、法律程序不熟悉、司法协助请求复杂等问题，这使得

跨国维权的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有所增加。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的救济措施

(一)法律救济措施

(１)刑事救济。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的刑事救济措施，

是通过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罚。 具

体而言，当网络作品著作权受到侵犯，且侵权行为达到刑法

规定的犯罪标准时，著作权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院在审理过

程中，会依据刑法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相关规定，对犯罪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专题聚焦　　Zhuanti Jujiao

２２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４．１８

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救济措施的

实施，不仅能够有效震慑潜在的侵权者，减少侵权行为的发

生，还能为著作权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维护其合法

权益。

(２)民事救济。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的民事救济措施，

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当

网络作品著作权受到侵犯时，著作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会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并作出相应的判决。 民事

救济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为著作权人提供经济上的补偿，

还能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蔓延，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３)行政救济。 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的行政救济措施，

是著作权人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寻求

帮助与保护的一种途径。 当发现网络作品被非法复制、传

播或使用时，著作权人可以向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请求其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 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在

接到投诉后，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侵权行为进行查处，

包括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等。 行

政救济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打击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

行为，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还能起到警示和预防作

用，减少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

(二)技术防御措施

(１)数字水印技术。 数字水印技术是一种信息隐藏技

术，它通过在数字媒体(如图像、音频、视频等)中嵌入不易

察觉的标识信息(如作者的序列号、公司标志等)，来实现版

权保护、真伪鉴别和非法拷贝监测等目的。 这些水印信息

通常不会影响原作品的正常使用和欣赏价值，但可以在需要

时通过专用检测器或算法提取出来，以证明作品的版权归属

和完整性。

(２)加密技术。 加密技术是一种通过特定的算法将明文

(原始数据)转换为密文(加密后的数据)的技术，只有持有相

应解密密钥的人才能将密文还原为明文。 这种技术可以有

效地保护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

改。 加密技术具有安全性高、灵活性强和法律保障等优

势，可以有效地保护网络作品的版权不受侵犯，维护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

(３)访问控制技术。 访问控制技术是一种网络安全技

术，通过设定访问权限和认证机制，限制对网络资源(包括

网络作品)的访问。 该技术主要基于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

确保只有经过合法授权的用户才能访问和使用网络资源，同

时，具有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提高网络安全性和稳定

性以及便于管理和维护等优势。

(三)行业自律与公众教育

(１)建立行业自律机制。 行业自律机制旨在通过行业内

部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减少著作权侵权行为

的发生。 具体来说，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包括制定行业规

范、加强行业培训、建立投诉处理机制等方面。 通过行业

自律，不仅能够增强行业整体的版权保护意识，还能够促进

公平竞争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２)加强公众著作权保护意识教育。 通过广泛的教育和

宣传活动，可以增强公众对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认知和理解，

使大众认识到尊重和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的重要性。 这不

仅有助于减少无意识的侵权行为，还能在全社会营造出尊重

原创、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教育的内容可以涵盖著作权

的基本概念、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合法使用网络作品的方

式等。

结束语

数字化时代，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其复

杂性和多发性给著作权人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了有效应对

这一问题，必须综合运用法律、技术和教育等多种手段。

在法律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侵权行为的界定和法

律责任，为著作权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技术层面，

采用先进的访问控制技术和数字水印等技术手段，防止未经

授权的访问和使用，保护网络作品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在

教育层面，加强公众著作权保护意识教育，提升全社会对著

作权价值的认知和尊重。 综上所述，只有多管齐下、综合

施策，才能有效减少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维护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络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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