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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爷爷都95岁了，还可以自己吃好吃的，我好
开心……”一大家子开开心心给老人过完生日，孙女将
拍摄过程制作成视频晒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没想到过
了两天，爷爷“被偷了”。
  前不久，辽宁大连的孙宁接到朋友电话，说在某短
视频平台上有人把她之前的一段短视频原封不动发在了
自己的账号上，文案也一模一样。浏览对方主页时，孙
宁意外发现自己给爷爷庆生的视频也被对方发了出来，
还是同样的文案。
  发现这一问题后，孙宁在自己的账号上
发了一条澄清视频，再三强调“这是我
爷爷”。结果，这条澄清视频又被对方
“搬运”了过去。“很多网友去对方视频
下评论劝其删帖、向平台投诉。对方把
我爷爷相关的视频下架了，但有我照
片和人像的地铁吵架视频仍在。不少
网友说‘爷爷回来了，本人被偷了’”。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找到了盗
孙宁视频的博主“hxhd×××”，并在
其首页找到了和孙宁一模一样的3个
视频。仔细查看其个人账号发现，该
博主粉丝量超过65万，获赞量近5000
万，其首页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从其他
短视频博主处照搬而来。博主还在主页
“店铺”里挂上了商品链接。这意味
着，盗版视频带来的流量很可能为其带来不错
的经济收益。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将自己的生活日常、摄影作品
等照片视频随手发到网上，而一些“有心人士”则随意取
用他人照片、视频资源，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且不注明出
处，盗用成本极低。还有不少社交账号虽然会在评论区注
明出处，但实际并未询问原作者“是否可以转载”。
  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告诉记者：“我遇到好多这种情
况，用了我的视频，加了点自己的剪辑、解说，然后在
评论区@我一下。在我看来，这样也是不问自取，并没
有比直接‘搬运’视频好多少。”
  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志表示，图片、视频制
作完成后作者即享有著作权，将他人图片、视频充作自
己的素材在网络上发布的行为，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
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需要取得作者的同意甚至
支付报酬，否则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权。如果素材涉及作者的个人照片，侵权人谎称其为自
己的照片还可能构成侵犯他人肖像权。
  “在评论区中标注视频或照片的来源，不是规范的
标注作品作者和作品来源的方式。”西南政法大学知识
产权学院教授邓宏光说，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和
视频，原则上应当注明作品的作者以及作品的来源出
处。如果未注明作者，将侵害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如果
未注明作品的来源出处，根据著作权法第51条规定，涉
嫌侵害权利人的权利管理信息。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
林看来，在盗用他人图片、视频后，一些人甚至冒充他人
身份，编造事实对原博主进行造谣、诱骗他人等，有可能
出现侵犯博主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的情形，还有可能
存在盗用者构成民事欺诈或者诈骗的违法犯罪情形。

  不少受访博主反映，比起发现被人盗图、
盗视频，更让人感到愤怒又无奈的是后续维
权难。
  “爷爷事件”并不是孙宁第一次被盗图、
盗视频。今年11月底，她被朋友提醒，某短视
频平台上有一个跟她昵称相近、头像一模一样
的账号，自称是其“小号”。不胜其扰之下，孙宁在
自己的账号简介、视频中不断澄清该账号并非自
己的小号，也有不少粉丝对该账号进行了举报，
但相关作品一直未能下架。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交平台都有针对盗
用作品行为的举报途径。例如，在某社交平台
上，举报选项中有“搬运抄袭洗稿”投诉选
项。该选项支持原创本人、原创授权的代理人
和粉丝进行举报。如果是原创本人，需提交身
份证明材料、权属证明材料（原创链接、版权

权属登记文件、创作手稿等带有时间戳的材料
等）。如果是粉丝，则需提供原创发布链接。
  但记者采访多名博主发现，平台举报似乎
并非“举报就见效”。博主连夕是记者采访的
多位博主中唯一一个维权成功的。
  连夕是一名摄影博主，经常在自己的社交
平台上发布胶片摄影作品和个人照片。今年7
月，经粉丝举报，她发现自己的一张照片被某
短视频平台上一博主盗用，并配文“夏天和
我”，在她看到时作品点赞量已有6.4万。她立
刻找到该博主，言辞交涉称“请立刻删除否则
将持续举报”。起初，对方试图以“置顶@出
处”的方式保留作品，但连夕坚持让其删除，
对方才删掉了该作品。
  “盗我图和视频的人有很多，我基本用同
样的话让其删除，只有这一次成功了，好像对

方并不是怕被举报，只是一时良心发现
了。如果真的要靠举报，实际上很难直
接让作品下架，坚持举报很耗费时间精
力。”连夕说，她并不认为这算是维权
成功。
  跨平台举报更是难上加难。据孙宁
介 绍 ，把“ 爷 爷 视 频”偷 走 的 博 主
“hxhd×××”还是另一个短视频平台上
的博主，如果要在该平台进行举报，必须
提供原创视频证据。“但我在该平台没有
账号，如果再建一个账号举报他，就变成
了我是在他之后发的视频，从时间上看
好像成了我偷他的，完全说不通。”多方
咨询后，孙宁发现自己要想维权只能通
过诉讼，“耗费时间精力，只能算了”。

  社交平台上的盗图、盗视频行为为何如此
猖獗？
  在李丹林看来，盗图情形时有发生，有行
为人法治意识不足、缺乏法律知识的问题，更
多则是行为人基于虚荣、获利、不劳而获的动
机，也有其他恶劣动机。
  邓宏光认为，首先是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淡
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些行为构成侵权；其
次是行为人的侥幸心理，虽然知道未经许可使
用他人作品构成侵权，但考虑到类似情形常
见，且几乎都没有发生诉讼，认为自己的行为
不会被发现，即便发现了权利人也不会诉讼；
最后是权利人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社交平台
上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有可能很快
就停止了，权利人不一定能及时发现侵权行
为，即使发现了也要通过取证并进行诉讼，维
权成本比较高。
  “原创者在维权中存在一些难度，主要体
现为：难以发现侵权行为；侵权数量多；难以
确定侵权主体身份；难以确定因为侵权所导致
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诉讼
周期长；损害赔偿数额低，可能难以覆盖权利
人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邓宏光说。
  王正志认为，社交平台上盗图、盗视频的
成本低，图片、视频保存十分便捷，且发布时
并不需要对图片、视频是否侵权进行审核；即

使出现盗图，原作者也很难发现，除非盗图的
博主或其发布的内容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平台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其采取措施具有滞后
性，没有义务主动进行审查，即使创作者对发
布内容提出举报仍然需要一定时间审核。且平
台对内容是否侵权也无权作出判断，不能证明
发布者侵权，即使及时删除也难以消除已对原
作者造成的影响。
  王正志建议，作者要提高著作权保护意
识，在图片视频中添加水印等印记。一经发现
侵权行为，应及时、积极维权，与侵权者交涉
要求删除有关内容，或向平台举报。网络用户
在使用他人图片、视频时也要有尊重、保护他
人著作权的意识，注意作者是否已对授权其他
网络用户传播自己的作品作出声明，即使有授
权也不应超出授权范围。如果作者没有对授权
范围作出声明，应取得作者同意，并严格遵守
约定的使用范围。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要治理此类盗图、盗
视频行为，平台本身是第一责任人。“对侵权
行为，先以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作为第一要务，
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最
后，充分利用法律规定，获得高判赔，有利于
制止类似的侵权行为。”邓宏光说。
        （文中孙宁、连夕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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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为何频现盗图盗视频

不标来源直接盗用

被人提醒仍不删除

侵权主体难以认定，有博主多次举报未见成效

平台是第一责任人，惩罚规则亟待完善

  如今，社交平台上“照搬”式盗图、盗
视频现象频繁发生。不少博主表示自己发在
个人社交账号上的视频被去掉来源直接挪
用，甚至因此被他人冒充身份、造谣等。而
这种情况通常举报难，即使举报成功，惩罚
可能也只是下架视频或删除视频，根本起不
到治本的作用。社交平台盗图、盗视频行为
侵害原作者哪些权利？这一行为为何如此猖
獗？应该如何进行规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