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得比真的还火
利润高达400%
“限时秒杀”来的书
竟是侵权盗版货

| 7版 |

被困电梯时该怎么做
电梯救援到底是什么样的

与96333热线
一同成长的她这样说

| 6版 |

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 零售价：1.50元 订阅热线：0571-85213260 | 广告发布登记证：浙工商广发B-005号 广告部：15158052030 |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 值班总编：戎蔚玲

新闻热线:0571-85310548 13857101115 | 国内统一刊号：CN33-0118 邮发代号：31-25 | 邮箱：zjfzbxw@126.com | 第6982期 今日12版 | 平安浙江网：www.pazjw.gov.cn新闻热线:0571-85310548 13857101115 | 国内统一刊号：CN33-0118 邮发代号：31-25 | 邮箱：zjfzbxw@126.com | 第6982期 今日12版 | 平安浙江网：www.pazjw.gov.cn

数字报：http://zjfzb.zjol.com.cn

2024年4月

农历甲辰年三月十五
星期二 23

近年来，嵊泗县持续推

进“千万工程”美丽海岛渔

村建设，通过渔村环境整

治、节点景观提升、休闲街

区打造等措施，将海岛美景

串珠成链。同时，当地盘活

渔村闲置房，大力发展民宿

旅游业，激活集体经济发展

引擎，海岛渔村焕发新活

力。

董旭明 姚凯乐 摄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杨云 刘玄

本报讯 西湖龙井茶作为中国十大名

茶，是杭州独有的历史文化符号和城市“金

名片”。如何保护好这片“金叶子”，助推新

质生产力发展？4月22日，记者从杭州市

西湖区“共筑大保护体系共塑新发展优势”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西湖龙井茶主

产区，杭州市西湖区新出台涉知识产权“四

位一体”案件保护机制，西湖龙井茶这一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将得到更好保护。

据统计，2023年西湖龙井茶产量达

490吨，一产产值已迈上6亿元台阶，全

产业链产值达19亿元，品牌价值82.64亿

元，连续五年蝉联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评估榜首。如何加强西湖龙井茶地

理标志保护，是杭州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大

重点。2021年底，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在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地所在地设立西

湖景区旅游法庭，以绿色审判守护漫山茶

海。自成立以来，西湖景区旅游法庭共审

结涉西湖龙井茶案件14件，打击惩治假

冒销售人员22人，判处罚金900余万元。

这些案件中，有一起入选2023年浙

江省“双打护企”百日执法行动典型案

例。网约车司机朱某为获取回扣，利用揽

客便利，帮助方某等人销售明知是假冒

“西湖龙井”注册商标、“狮峰”注册商标的

商品，3年里帮助销售假冒商标的龙井茶

叶并收取回扣12万余元，个人违法所得

6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其行为已构

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判处

朱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两年，并

处罚金6.3万元。

假冒西湖龙井茶的侵权行为要严厉

打击，破坏龙井茶生长气候、毁林种茶的

短视行为同样要纠正。西湖景区旅游法

庭庭长朱小琼介绍，针对部分茶农为扩大

茶树种植面积，未经林业部门审批擅自砍

伐树木的行为，法庭审结了一批盗伐林木

公益诉讼案，并在办案中落实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对毁林者开出“修复账单”，

判决在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借

助大数据力量，协同西湖区检察院设立

“守茶护林”公益保护数字司法实践基地，

有效增进群众生态福祉。

朱小琼介绍说，根据西湖法院、检察

院以及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西湖区市

场监管局最新会签的《涉知识产权“四位

一体”案件保护机制若干意见》，四部门将

依托常态化联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

线索双向移送、联合办理重大案件、全阶

段追赃挽损等办案协作，推进西湖龙井茶

保护工作。比如在加强信息共享上，建立

健全四部门数据交换机制，做好知识产权

领域案件数据动态分析、规律研判等，提

高综合研判和决策水平。同时在办理假

冒西湖龙井茶案件中，加大宣传引导，加

强有效管理，以有力的司法保护助推茶产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位一体”保护好这片“金叶子”
杭州西湖打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组合拳，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聚焦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

导读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王骄阳 宋孟彦

本报讯 在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即将来临之际，最高法院于4月22日举

行“版权AI智审”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并

在绍兴柯桥设立分会场，决定在浙江、上

海、江苏、广东、安徽、山东等六省市法院

开展“版权AI智审”试点工作。这意味

着，作为全国首个司法领域图案类查重比

对应用，由绍兴柯桥法院主导研发的“版

权AI智审”，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将由

浙江正式向全国推广。

绍兴柯桥是中国轻纺城所在地，全世

界有四分之一的轻纺面料在此交易。因

为布料图案具备经济价值，由此引发的花

样版权纠纷也日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

2008年至2020年，中国轻纺城市场卷入

布上图案诉讼的商家就有5000多户，赔

偿额 8000多万元，诉讼案件每年少则

300件，多则600件。

“今天A来起诉说图案是他原创，明

天B来起诉说是他最先发布，但谁也拿不

出有力证据证明。”柯桥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李籽苏介绍，过去在涉图案著作

权纠纷中，法院只能通过购买花样版权图

书来确定图案的原创者，但这种方式并不

能完全解决争议，“一个是图书收录的图

有限，不能包含所有在先花样；另一个即

便登记了版权，也不一定就是原创者，抢

注版权恶意维权的情况并不鲜见”。

到底谁是图案作品的原创人？改动

多少能形成新作品？相似度又由谁说了

算？由于缺乏可靠便捷的图案查重途径，

这些问题，成了图案版权纠纷中的痛点难

点。

为补齐图片查重领域的空白，2021

年，“版权AI智审”系统应运而生。借助

“以图搜图”技术和海量数据底池，实现了

图片查重、创新比对、侵权比对三大功能，

有效提高法院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准

确性。

现场，李籽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

张绘有棕榈叶和麦穗的美术作品被应用

在了窗帘商品上，某公司拿着作品版权登

记证到法院起诉绍兴多家商家侵权。版

权登记日期是2022年2月，原告称自己

是在2021年完成创作，但被告的商家又

说该图案市场早流行。双方争执不下。

“我们将图片上传‘版权AI智审’查

重之后，发现该图最早于2020年出现在

某网站的商品上。结果一出，原告立即撤

诉。”李籽苏说。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

只要在系统里上传图片，就能查询在先相

同或近似图案，协助追溯创作源头，还能

对图案间相似度进行对比，有助于降低当

事人搜索取证难度、打击权利滥用和虚假

诉讼。

目前，该系统不仅用于布上图案、摄

影作品，也用于平面设计等图案作品。截

至今年3月底，该应用共反馈互联网图案

查重结果2869件（含外省623件），有效

查重率达58.35%。也就是说十个案件

中，近六个发现原告可能不是真权利人，

这种情况下，88%的案件原告申请撤诉，

还有部分因虚假陈述等原因被法院处以

罚款等民事制裁。

当天，江浙沪广皖鲁六省市共同签署

了《“版权AI智审”数字化应用共享协

议》。今后，六省市地区法院在办理著作

权案件时，均可运用“版权AI智审”对涉

案图案进行查询、比对，浙江全域数字法

院改革成果真正实现互惠共享。

设计图案谁才是原创？“版权AI智审”来解答
浙江这个数字化应用在全国六省市试点推广

海岛渔村
焕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