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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公安河北分局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称，他在某团购
软件上购买的车载音乐 U 盘播放
不出音乐，疑似是假货。接报后，
公安河北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
立即对出售 U 盘的网店进行网上
侦查，经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及
版权权利人的鉴定，确定该网店复
制发行的歌曲均为侵权。

为了彻底打窝点、断链条，分
局侦查民警在市局环食药总队、分
局数字化侦查中心等单位支持下，
开展了4个多月的缜密侦查，逐步
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组织架构和经
营情况，经查，该违法犯罪团伙主
要成员为李姓兄弟3人，在外省某
电子城附近开设了一个非法复制、
发行侵权影音制品窝点，其在线上
经营的其中一家网店销售额显示，
开业至今网店已出售疑似侵权车
载音乐 U 盘、内存卡 3.5 万余份。
2024 年 3 月 12 日，抓捕组前往外

地，在属地公安配合下开展地面工
作，经过多日蹲守和分析研判，民
警摸清了团伙成员活动规律。

3 月 15 日 15 时许，民警开展
收 网 行 动 ，在 电 子 城 附 近 公 寓
2002室将三兄弟中负责财物账目
的李某奇及 2 名客服抓获，“知道
这是违法的吗？”“这些歌是我们花
3块钱买的！”李某奇的狡辩让民警
哭笑不得。“3块钱从音乐软件下载
的歌是让你听的，不是让你复制以
后卖的。”随后，李某奇交代生产包
装线主要是在同一栋楼的 2504
室，民警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原地
讯问，另一路带着李某奇上楼进入
2504室。

进入房间后，民警发现房间中
厅放置了多张操作台，有5名员工
在进行内存条组装、包装发货等工
作，大厅两侧货架和地上均散有各
类音乐影视盗版光碟封面、包装
袋，在大厅另一侧房间地面放置了

多台存储侵权影音作品的母盘设
备，民警第一时间收集和固定证
据，顺藤摸瓜将后续赶来现场的李
某辉（负责后勤）和李某堂（负责侵
权复制歌曲、宣传册及网店运营），
现场控制涉案人员 10 人，查获涉
案电脑7台，母盘、电脑、U盘拷贝
机等作案设备 30 余台，涉案侵权
U盘及内存卡5万余个，包装袋、封
皮歌单及未组装U盘半成品50余
万件，并查获涉案账本26本，一举
捣毁窝点。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
供述，窝点制售的影音产品大部分
通过线上开设的18家网店批发至
全国各地，少部分通过线下交易给
附近零售小贩，每日发件千余件，
初步估算涉案金额超过 100 万
元。目前，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
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已被采取刑事
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
挖侦办中。

警方打掉制假团伙涉案金额超过百万

记者调查电商平台U盘侵权乱象
记者调查

千首原音歌曲
只要1.58元

记者在某购物网站搜索车载音乐关键
词，很快就弹出一大串广告，商家大肆销售已
经下载好的音乐U盘，并且音乐门类可以自
己进行选择，买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歌曲，存储千首原音歌曲的U盘价格最高40
元，最低只要1.58元就可以买到。一家专门
卖音乐U盘的店铺展示了15个链接，仅一个
链接累计销售量已经超过7000笔。在一家
网店内，标价15元多的U盘、SD卡内含上千
首无损音质的网红神曲、经典老歌。当记者
以买家身份询问卖家所销售U盘中的音乐是
否正版、有没有经过授权时，商家却含糊其
词：“亲，歌曲都是320KBPS码率高品质的无
损音效。音质挺棒的哦”、“我们卖的U盘歌
曲都是原唱完整音乐”，而对于是否经过授权
的话题避而不答。

在多个电商平台、视频号上，类似的商品
在网上比比皆是，大量商家通过网盘等方式，
低价销售影视、音乐作品资源，他们以每周更
新影音曲库以及价格低廉为卖点，一些商家
兜售的“破解版”软件，仅需不到10元，便可
随意观看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TV等十多
个平台的付费内容。记者注意到，这些商家
大都没有在详情页展示合法许可授权证明，
最多是展示几张模糊的U盘质检报告，至于
U盘里面的内容却没有任何证明文书。

平台监管
有人举报及时下架
那么，电商平台出现侵权商品如何处

理？如何监管？显然，平台在这方面早有准
备，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在用户
需知中都对产品的合法性有所提示，要求商
家上传商品需合法合规并负担相应法律责
任。遇到有版权方投诉，平台也会立刻做出
反应。比如淘宝，一旦有版权方投诉卖家盗
版，平台会对卖家进行警告并下架处理，这
期间卖家可以提供相关证据进行申诉，如果
卖家的确未获取授权就进行售卖，应立即停
止继续侵权并与版权方达成合作协议，购买
对方版权，或者获取对方授权后再进行售
卖。版权方若是追究法律责任，要求卖家做
出相应赔偿，卖家也应当就侵权行为，给对
方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平台也会配合公安
机关工作。

记者手记
净化网络平台
需多方配合

平台虽有各种提示，但是很多商家打擦
边球，以产品主体是U盘等存储器当幌子，实
际上内含的歌曲却是违法复制的，再加上著
作权人精力有限，无法在维权中投入足够的
精力查找侵权线索，这就导致侵权行为愈演
愈烈。对此，执法部门严厉打击侵犯著作权
犯罪，此前已多次开展专项行动。没有交易，
那些侵权产品就没有市场，随着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不断加强，社会公众版权意识逐渐提
升，广大用户也应该养成为视频、音乐、图片
等内容产品付费的习惯，尊重创作者的辛勤
劳动成果。同时，平台审核把关也应加大力
度，投入更多监管力量，加强巡查，随时发现
问题随时解决，净化网络营商环境。

新报记者张艳通讯员刘皆彤
图片由公安河北分局提供

花3元钱在网上下载的歌曲，大批复制存储进U盘进
行售卖，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侵犯著作权罪。3月
15日15：00，随着一声令下，民警火速出击，一起异地非法
复制、发行侵权影音制品案件就此告破。

著作权是指著作人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
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专有权。 这种专有权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未经著作人许可或转让，他人不得占有和
行使。盗取正版影视资源、在影院偷录院线大片,以
及本案中下载音乐资源复制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

刑法第217条关于侵犯著作权罪明确规定：以营
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
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违法所得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案件回放 10人制假团伙一窝端

法规提示 侵权触及刑事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