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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史竞男

在国家版权局指导下，中国版权协会文字

版权工作委员会29日在京成立。成立仪式上，

文字版权工委和阅文集团共同发起，联合人民

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腾讯、百度、搜

狗等多家版权单位发出“阅时代·文字版权保

护在行动”联合倡议，呼吁保护原创，尊重版

权，让数字内容产业保持生机活力。

业内认为，此举标志着文字版权保护将进

一步加强，通过搜索引擎、浏览器入口等多方

平台联动，切断盗版网站内容传播链条，建立

健全正版内容保护机制，有效维护著作权人合

法权益。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中国数字

内容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产业实力不断增强。

但与此同时，盗版也变得更加隐蔽化，在搜索

引擎、浏览器入口、应用市场、社交媒体等多渠

道进行快速推广与传播，增加了维权难度。

行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总体盗版损

失规模年均超过50亿元。“有时候搜索自己作

品，盗版链接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首条，甚至

整个搜索结果首页都是盗版网站，十分猖

狂。”网络文学作家“会说话的肘子”感慨道，

“这些盗版网站就像寄生虫一样，喝着作者的

血，而他们付出的则是极其低廉的成本。”

数字时代的文字版权保护现状不容乐

观。盗版行为破坏了作者以及正规内容版权

方直接利益，更严重阻碍了产业健康发展。如

何加强保护，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管机制，成为

业界面临的紧迫问题。

今年，酝酿近10年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正式启动，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拟加强网络空

间著作权保护成为亮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识

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称，随着作品创作内容与

表达方式的日新月异，利用先进技术侵犯著作

权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携手打击盗版，营造良

好的网络版权环境，已成为业内普遍共识。

“传统的维权举措已经无法满足数字时代

版权保护的需求，要将‘单打独斗’的定向维权

升级为广泛合作的行业生态治理，产业链各方

协同发力，积极探索并建立正版内容保护机

制。”阅文集团副总裁徐斓建议。

打击盗版是一场全行业的持久战。此次

联合倡议提出，参与委员会的多方平台和企业

将积极支持配合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协会相

关工作，加强各版权平台方协调配合和信息沟

通，形成导向清晰、标准明确、严谨规范的保护

机制；对盗版组织和个人采取更有力的打击措

施和更全面的维权行动，维护广大作者权益，

共同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倡议

书也呼吁行业合作与社会共治，提升社会各界

尊重原创、保护文字版权的意识。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认

为，盗版已成为阻碍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毒

瘤”，而加强行业自律是推动版权保护工作更

上层楼的关键之举。应持续发力文字版权保

护，上下游平台联手，合力维护著作权人合法

权益，保护好作者的创作热情。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表示，在网

络时代保护文字版权，通过“文字版权保护在

行动”等推动文字版权更广泛运用传播，具有

良好示范带动意义，将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

驾护航。

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自9月1日起施行，为进一步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后盾。

条例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禁止变相拖欠、规范保证金收取和结

算、公示拖欠款项信息、建立健全投诉和监督评价机制、明确迟延支付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依法保障中小企业

款项得到及时支付，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

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针对变相拖欠问题，条例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业

款项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

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9月1日起施行。

新法强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督管理责任，明确目标责任制、信用记录、联防联控、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

溯等制度，明确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法律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确立生活垃圾分类的原则。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

防治。规定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具体管理办法。

法律还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管理制度，健全秸秆、废弃农用薄膜、畜禽粪污等农业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制度，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进行了完善。此外，法律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罚，提高罚款额

度，增加处罚种类，强化处罚到人。

报废机动车回收更便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于9月1日起施行。细则从资质认定和管理、监督管理、退出机制、法

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车主处理报废汽车有望更加便利。

长期以来，“报废车卖不上价”是车主报废机动车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吃不饱”

“收车难”现象较为普遍。

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相比，细则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用价值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出售给具有再

制造能力的企业，经再制造后予以再利用。

为避免报废车的“五大总成”在非法拆解环节重新流回市场，细则明确，回收拆解企业应建立报废机动车零

部件销售台账，如实记录“五大总成”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录入“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

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保

根据9月1日起施行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这八类药品为：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保健药品；预防性疫苗

和避孕药品；主要起增强性功能、治疗脱发、减肥、美容、戒烟、戒酒等作用的药品；因被纳入诊疗项目等原因，无

法单独收费的药品；酒制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剂（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外），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

（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等；其他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规定的药品。

民事诉讼中测谎结果不属于合法证据

根据最高法9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测谎结果不属

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证据形式。

新规明确，人民法院将严格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对于通过生活常识、经

验法则可以推定的事实，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门性问题，测谎等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明确测谎结果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的证据形式，只能起参考作用，人民

法院不予委托鉴定，以避免将测谎结果当作鉴定意见，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司法公正。

道路运输经营者自主权将提升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

规定允许客运班车在起讫地、中途停靠地所在城区沿途下客，便利旅客出行；允许客运站在满足基本服务

功能前提下拓展旅游集散、邮政、物流等功能，充分利用客运站资源；允许包车客运向下兼容运营，即省际、市

际、县际包车客运经营者可以分别经营省内、市内、县内包车客运业务；将

包车客运车辆数量要求适度上调。

规定取消许可条件中的车辆客位数要求，由经营者根据市场需求自

行决定客车车型；将“途经路线”由许可事项改为备案事项，放开日发班次

上限，允许在不低于车辆类型等级前提下调配车辆。

客运站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简化相对人申请程序，缩短许可时

限，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对承诺事项检查和违法处置力度，确

保承诺事项落实到位。

请注意，
这些涉民生新规9月起施行
新华社 白阳

即将到来的9月，又一批涉及民生的新规开始施行。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报废机动车回收更加便利……法治如春风化雨，保障你我生活更加美好。

数字时代，
如何加强文字版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