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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目前，国家主管部门也在加
大打击网络盗版力度。国家版权
局联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
安部联合开展了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的专项治理行动——“剑网行
动”。“剑网行动”于 2005 年启
动 ， 10 年 来 共 查 办 案 件 4681
起 ， 依 法 关 闭 侵 权 盗 版 网 站
2676 个，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案件388件，相继查处了
百度文库侵权案、快播和百度播
放器侵权案等一批侵权盗版大案
要案，得到国内外权利人的充分
肯定和社会公众的高度评价。

“网络文学版权的保护不仅
要靠网络平台的行业自律，而且
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李
顺德进一步提出，“不仅国家的
行政部门、司法部门要加强这方
面的监管，作为普通网民，在阅
读网络文学作品时也要有版权意
识，自觉抵制盗版行为，尊重网
络作家的劳动成果。”

业内人士指出，网络文学能
否走向可持续的繁荣和发展，能
否成为下一个时代真正的主流，
决定性因素在于版权。从“版权
致富”到“版权制胜”，新的

“版权时代”正在悄然降临。

网络文学：“秒盗”何时被“秒杀”？
潘旭涛 王玉杰

近日，网络作家举报百度贴吧，称百度提供大量侵犯版权作品。此

事将网络文学侵权问题再次推向风口。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简称“白皮

书”）显示，网络文学盗版侵权一年时间里共造成77.7亿元的付费阅读

损失。

在4月26日举行的201 6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上，国家版权局版权

管理司司长于慈珂表示，网络文学版权保护是201 6年监管行动中的一个

重要内容。那么，随着监管的加码，对网络文学的“秒盗”行为是否能

够“秒杀”？网文作者权益怎样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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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作家朋友圈里，有一个词叫“秒盗”，即网络文学
的盗版速度是以秒计的。电影、音乐要一两个月才会出现盗
版，而比较火的网络小说，一分钟就可能转载在百度贴吧上。

据“白皮书”显示，网络文学用户在论坛贴吧、下载
站、网盘和盗版网络文学网站观看盗版小说的比例均超过
50%，其中贴吧论坛比例达64.3%，是最严重的盗版渠道。

网络作家“愤怒的香蕉”从2011年开始在起点中文网首
发自己的网络小说《赘婿》。很快，百度贴吧“赘婿吧”就开
始出现盗帖。在被贴吧的一名管理员禁止后，盗帖现象又在
其他贴吧中出现。

业内人士指出，盗版问题一直是网络文学挥之不去的痛，
成为网络文学版权价值流失的主因。盗版盛行，极大地降低了
原版的阅读量和网站的收入，也从根本上降低了网络作家的积
极性，从而使网络小说后续产业资源的更新陷入枯竭。

“网络文学版权遭受侵害是世界性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所
特有的。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解决这类问题，
将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顺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毫无疑问，如果将盗版这个“雾霾”清除，作为朝阳产
业的网络文学，无论对于社会还是网络作家来说，都将带来
巨大的价值。

34岁的网络作家张威有一个更让人熟悉的名字“唐家三
少”。2016年第十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公布了“网络作家榜”名
单，他的版税收入达到1.1亿元，已经是第四次蝉联网络作家
富豪榜冠军。为什么张威可以取得这么高的收入呢？

原来，在坚持网络文学原创的同时，张威还利用“全版
权”的授权许可模式，进行游戏、玩具、漫画和电影等衍生
品的开发，打通行业界限，进入多个文化领域，充分开发优
秀原创作品的版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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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维权的对象、缺乏维权的渠
道、维权收益跟付出不成正比，是作者在
遭遇侵权、进行维权时所面对的艰难现
状。”网络作家“蛇发优雅”坦言，“赔偿
所获得的收益跟作者所受的损失相比很微
弱，甚至抵消不了时间成本，所以作者对
维权热情不高。”

据了解，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网络
文学侵权赔偿最高是 50万元。在当下的著
作权案件中，78%左右的赔偿适用的是法定
赔偿，法官根据案情酌情处理。

解决维权难，各方都在努力。近日，
在“文化产业与智慧产权金融创新”研讨
会上，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国际交易
所联盟分别推出“智慧保险箱”及“甄
品”两个系统，为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维权
的“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
效果差”等难题找出了新思路。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刘义军表示，
司法的资源有限，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本
很高，导致维权难。真正解决这类平台侵
权的问题，既需要立法、司法的努力，也
需要行业的自净以及技术的进步，需要构
建一个更快捷的维权体系。

“治理网络版权问题，既要堵，也要
疏。”李顺德解释道，“有相当的网络作家
是希望无偿分享自己作品的，对于这种诉
求，我们也应有专门的平台来让这些作品
得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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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普通的编程教材和世界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间存
在多大距离？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莫斯科维茨能够回答。

作为 ASANA 公司的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更
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脸谱的“元老”之一。2004 年，他的
舍友扎克伯格创立了脸谱网站并开始在美国校园内走
红。当扎克伯克表示无暇独立运营脸谱时，莫斯科维茨
便自告奋勇，提出要帮助扎克伯格拓展脸谱的市场范
围。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维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不会编程，于是，他“临时抱佛脚”，自学编程。令人
意外的是，不到几天时间，他就开始现学现用，承包了
脸谱的各种技术问题。随后，脸谱风靡世界，比扎克伯
格小 8 天的莫斯科维茨也被福布斯评为世界最年轻的亿
万富翁。对于莫斯科维茨而言，一次帮助舍友的选择让
他获得亿万财富，不得不说是个“意外”。此后，莫斯
科维茨一直在脸谱公司负责技术工作，先后担任公司的
首席技术官和工程副总裁。

2008年，当脸谱正忙于接管整个世界的时候，莫斯科
维茨却选择离开公司，去接管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团队，
ASANA公司由此产生。ASANA是一家办公软件公司，之
所以选择创立它，源自于莫斯科维茨对繁琐办公程序的无
奈。平时工作，他会花好几个小时处理各种电子邮件，他

的邮箱也总是塞满了无穷无尽的邮件。“我往往会花几个
星期的时间去收集某件事情的信息。当我弄清楚来龙去脉
时，这件事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了。”他说。

由此，莫斯科维茨意识到，在看似现代化的办公环境里，
还没有一款可以有效整合整套工作流程的工具。为了“修复”
公司的协作方式，让人们更加轻松地布置任务、跟踪任务以
及专注于任务本身，莫斯科维茨与他的团队决定开发一款能
够改善人们的团队合作和管理项目方式的应用软件。

在莫斯科维茨看来，创办公司的基准点来自于信念，
“你不能因为想要创办公司就去创办公司，你创办公司应
当是因为自己坚信某个理念。”莫斯科维茨说道。

相对于莫斯科维茨的“意外”财富和“意外”选择，
同样让人“意外”的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坐拥数十亿美元
的他仍然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出差从不坐头等舱，他甚
至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与员工们一起在一间朴实
无奇的大房间里工作。而莫斯科维茨早就曾表示，钱再多
也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如今，在 ASANA位于旧金山市的办公室里，闪烁的
霓虹灯和隐约可见的海湾大桥正每日伴随着莫斯科维茨的
工作和生活。也许，当他再一次站在更高起点的时候，公
众将不再会再像以前那样“意外”。

莫斯科维茨：从程序员到“意外”富翁
本报记者 卢泽华

达斯汀·莫斯科维茨 来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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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和抢购雅虎，
近来成为业界最关注的
话题之一。这个当年互
联网的第一旗帜，今天
沦落到这个地步，当然
是令人唏嘘的事情。雅
虎虽然今天衰落了，但
是其在互联网历史上的
地位却不可低估。

曾经的开拓者

雅虎的第一个重大
成就，就是开创了互联
网第一个重大的商业模
式，那就是门户模式。
过去 20 年，雅虎一直是
全球第一网络媒体，第
一个真正成功的互联网
内容公司 （之前的网景
主要是互联网软件服务
公司）。门户模式以广告
收费实现用户免费访问
的模式，几乎奠定了整
个互联网的基本模式，
影响深远。同时，雅虎
是中国互联网浪潮崛起
的第一榜样，也是最早
进入中国，并且开始大
投入的美国互联网企业。

其 第 二 大 成 就 是 ，
雅虎在 11 年前投资阿里
巴巴的决策，迄今为止
是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
战略投资，也堪称最成
功的中国战略。杨致远
迄今也是华人在互联网
界最成功的创业典范之
一。

当年，雅虎的成功
来源于两位创始人，他
们在互联网早期敏锐地
捕捉到网站导航和内容
的重要性，并且开创了
内容免费、广告收费的
门户这一互联网领域最早成功的新商业模
式。当时，雅虎在网站导航、搜索、网络新
闻和电子邮箱等方面，都是引领业界的。雅
虎财经、雅虎体育等，当年都是很多人的当
然之选。所以，可以说，早期中国互联网第
一次浪潮中最成功的、以新浪、搜狐、网易
为代表的三大门户都是雅虎的追随者和模仿
者。十多年来，雅虎都是全球互联网流量最
高和人气最旺的网站，直到 2009年才由谷歌
得以超越。所以，在中国互联网领域，雅虎
不但是榜样，也是偶像。

落伍的价值观

雅虎走向衰落，根本原因是价值观未跟
上发展潮流。多年来，职业经理人而不是
创始人主导公司的发展，使得公司在一波
接一波的变革和创新浪潮中，逐渐落伍。
迄今为止，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公司基本
都是创始人主导，无论是国内的 BAT 还是
美国的谷歌、脸谱和亚马逊等三巨头。创
始人使公司创新的价值观能够一以贯之，
在快速变化的创新浪潮中，能够不断自我
革命。因为雅虎过于成功，两位创始人杨
致远和费罗很早失去了公司的主导权。依
赖于一波波职业经理人的努力，它从成功
企 业 最 终 沦 为 边 缘 化 的 命 运 并 不 奇 怪 。
1995-2001 年期间担任雅虎 CEO 的蒂莫西·
库格尔，与两位创始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
最佳组合，与谷歌非常相似。库格尔将一
个年轻的创业公司带到了互联网巨头的高
度 。 可 惜 ，互 联 网 寒 冬 来 临 ，将 他 也 掀 翻
了。2001-2007 年期间担任 CEO 的特里·塞
梅尔，带着鲜明的好莱坞传统媒体特征，将
雅 虎 带 上 了 一 条 错 误 的 窄 路 上 。 随 后
2007-2009 年期间的杨致远、2009-2011 年期
间的卡罗尔·巴茨、2012 年的斯科特·汤普森
以及 2012 年至今的现任 CEO 玛丽莎·梅耶
尔，都无人能让雅虎再回到互联网的主航道
来，其中不乏忙中添乱的辛酸泪。

不过，眼下对雅虎感兴趣的竞购者还是
不少，有 40多家之多，包括传统电信运营商
威瑞森、德太投资以及由贝恩资本等，也有
日本电商巨头乐天株式会社，甚至一度传出
谷歌也有兴趣。雅虎的核心业务究竟花落谁
手，还是很值得关注。

创新的力量

当然，互联网革命远未完成，依然处于
快速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所以，这个阶
段，互联网的本质精神以及商业成功的精
髓，依然是创新！从最早以浏览器崛起的
网景，到随后崛起的门户雅虎和电子商务
的亚马逊，再到搜索引擎的谷歌，到社交
网络的脸谱以及今天的推特、优步和空中
食宿，新的公司在创新中崛起，老的公司
在创新中与时俱进。这方面最成功的案例
大概是亚马逊，这家和雅虎几乎同时诞生
的电子商务公司，也堪称骨灰级的互联网
公司，但是，亚马逊在电子书方面几乎变
革了整个出版行业，而它最成功的就是今
天最大的风口——云计算。亚马逊在云计
算方面是最早的开创者，也是今天的领先
者。它通过开创性的创新，手中紧紧掌握
着下一个十年的船票。

（作者系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海外网
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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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变革：创新趋势引领智能生活

在今年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瞄准智能生活的移
动应用成为又一大热点。这些新的民生应用与以往缴纳水
电煤费、预约办证、医院挂号等不同，开始更深入地扎根
行业，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滴滴出行董事长兼CEO程维表示，滴滴希望未来3年
能成为技术最领先的互联网公司。“通过调动一切交通工
具，提高整个城市效率和每个人的出行体验。”

对于未来出行领域的发展，程维认为，未来人们会在
全球范围内流动，各个国家的本土企业将像航空公司一
样，构建一个全球的星空联盟，通过统一标准来保障稳定
的全球化用户体验。

在全球虚拟现实技术 （Virtua Reality简称 VR） 峰会
上，HTC VR中国区总经理汪丛青表示，其实VR在1982
年就有产品推出来，但一直被 2007 年推出的苹果智能手
机占据了风头，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而
VR开始集中暴发。

汪丛青认为“VR 会在未来 5 年内全面的超越智能手
机，因为有了 VR，它就可以替代我们的日常互动方式，
我们不再需要手机。同时，VR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也有
独特的吸引力”。

移动互联网领域，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发生。比如，网易
新闻发布了第一个 VR 报道，还原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让用户能沉浸式感受当时现场。网易副总编刘晶说：

“这场拍摄花了几十万元，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比如娱
乐、体育直播就以采用360°直播，进行VR式的呈现。”

“网红经济”：现在才刚刚开始

百度副总裁李明远、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飞、猎豹移
动 CEO 傅盛在“遇见未来”的话题中聊起了“网红经
济”的影响。

从papi酱拿到1200万元投资、淘宝模特张大奕年收入
超 3 亿元、王思聪女友雪梨 2.8 亿元年销售额等，到一系
列娱乐圈八卦火遍各大媒体，网红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火爆。

傅盛认为，网红现象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在全
世界都是很火的一个现象。

李明远则表示，网红已经存在多年，只不过是现在虚
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还真实。“十几年前，人在现实世界中
很真实，去网上展现自己的虚拟一面，而今天是，到虚拟
世界上当网红需要更大的勇气。”

由于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崛起，人们的焦点通过
大量的碎片化内容转移到自媒体网红身上，结果是内容取
代了平台成为吸引流量的利器。

“‘网红经济’的发展是因为网民在线上的时间已经超过
线下，以前无论你线上发展得怎么样，最后都需要到线下变
现；而现在，网红的变现体系已经转移到线上。”王高飞说。

傅盛认为，网红真正完成闭环就是变现和收入。傅盛提
出，艺人的变现包括三个阶段，“最早是版权正版化，然后是
工作室的资本化，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网红经济’的商业
变现”。所以“网红”是新兴的现象，现在只是才刚刚开始。

智能生活、虚拟现实、网红经济……

移动互联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海外网 王 岭

网上中国

肆无忌惮 大 巢作 （新华社发）肆无忌惮 大 巢作 （新华社发）

4月28日，第八届全球移动互联网
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行业领袖、明星、大佬们针对时下行业
热点各抒己见，共同探讨移动互联网未
来的发展趋势。

●方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