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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6 年年初，艾瑞咨询发布了《2015 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通过梳理中

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历史及现状，为行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建议，并在行业中引发了强

烈的反响。 

2016 年，同样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及正版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纵观这一

年，7 月至 11 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开

展了“剑网 2016”专项行动，将网络文学侵权盗版作为本次行动的工作重心，通过 5 个月

的专项治理，网络文学版权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9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的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上，由阅文集团、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阿里巴巴文学网等在内的 33 家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网络文学版权

联盟宣布成立，并发布了《自律公约》；11 月，国家版权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

版权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各网络文学服务商的主体责任，并提出了三项创新举措以规范网

络文学的版权环境和秩序……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及正版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所面临的现实，盗

版网络文学网站的游击战术更加普及；网络文学衍生产品侵权盗版进一步发展；盗版网络文

学利益链条越来越紧密，朝网格化发展；盗版网络文学网站 App 伪装化付费化……这一系列

变化趋势都提醒我们，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现实，不可有丝毫的

松懈和大意。 

基于此，艾瑞咨询在已有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与行业、企业保持频繁沟通和交流，

发布了《2016 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该白皮书在行业层面，梳理了政府、企业

及行业在 2016年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的一系列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并重点分析了 2016

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新变化、新模式及新趋势；在用户层面，通过对比研究 2015 年

的调研数据，指出了用户在阅读盗版网络文学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及行为变化，进一步肯

定了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相关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值得注意的问题。 

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依旧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艾瑞

咨询愿继续与政府、网络文学企业、作者等社会各方一起合作，为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发

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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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研究方法 

《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主要通过桌面研究、网络文学用户在线定量调研、艾

瑞数据产品、专家访谈四种方式获取报告内容和数据。 

 

桌面研究：通过桌面研究的方式对行业公开信息进行整合和梳理，分析中国网络文学盗版的

历史及现状，并获取网络文学盗版的规模和模式等。 

 

艾瑞获得一些公开信息的渠道： 

政府数据与信息 

相关的经济数据 

行业公开信息 

企业年报、季度财报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行业出版物 

 

网络文学用户在线定量调研：由艾瑞进行问卷设计和制作，并通过艾瑞 iClick 在线调研平台

回收问卷。 

 

调研内容：正版及盗版网络文学用户社会属性、正版及盗版网络文学用户阅读习惯、行

为及理念、正版及盗版网络文学用户的付费行为及衍生行为、对正版及盗版网络文学的态度

观点等 

调研时间：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 

调研对象：全国网络文学用户（能够清楚辨别正版网络文学和盗版网络文学的用户，以

盗版网络文学用户为主） 

调研样本：2015 年调研共计回收有效样本 1800 份；2016 年调研共计回收有效样本 2179

份 

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与对比分析 

 

艾瑞数据产品：由艾瑞自主研发的 iUserTracker 和 mUserTracker 数据产品，重点监测盗版

网络文学网站、移动 App 的流量等相关信息。 

 

专家访谈：与行业资深从业者就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热点问题和典型案例进行访谈和讨论，

为白皮书的相关内容提供行业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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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概念定义 

网络文学作品：是指作家以互联网为发表平台和传播媒介，借助超文本连接和多媒体演绎的

手段来表现主题，在网上创作发表，供网民收费/免费阅读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

一部分文学成分的文学艺术品。其中以网络文学原创作品为主。 

 

网络文学盗版：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网络文学作者依法享有其相关作品

的著作权及收益权。网络文学盗版是指在未经网络文学作者或版权所有者、版权收益方、相关运

营站点等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出于经济等目的，私自转载、发布、盗取或出版其相关作品的违

法行为。 

 

网络文学用户：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阅读设备，通过网络在线阅读或下载电子书、

移动 App 等方式阅读网络文学作品的网民。 

 

网络文学企业：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网络文学写作、阅读平台及相关服务，运营网络文学站

点或移动 App，并对平台旗下作品进行版权管理、维护的企业。 

 

VIP 付费订阅模式：网络文学用户在注册成为某一网络文学平台的 VIP 会员后，可以通过向

站点支付订阅费的方式阅读相关网络文学作品的 VIP 付费章节。通过订阅费获得的收入由

网络文学企业和作者按比例进行分成。该模式是网络文学行业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盈利模式。 

 

网络文学 IP 价值：即网络文学作品作为优质版权的开发来源所承载的价值。一方面，网络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等核心要素，在已有用户认知基础上，更适宜作为影视、动漫、游

戏和有声书等内容文化作品，以及纸质书籍、周边等实体物的衍生开发和制作的源头；另一

方面，则是网络文学作为动漫作品、影视作品等内容的二次开发制作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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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报告摘要 

中国的网络文学分为 PC 时代、过渡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三个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网

络文学行业正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初期。移动互联网时代，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正

成为并将长期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工作，并将与其他数字内容行业一道，为中国的版权环境

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根据艾瑞咨询 iUserTracker 和 mUserTracker 数据产品数据，并根据相关模型推算，

2016 年，中国网络文学行业 PC 端用户规模约 2.17 亿人，移动端用户规模约 2.65 亿人。 

根据艾瑞咨询网络文学损失模型，可以计算得出 2015 年全年，盗版网络文学如果全部

按照正版计价，PC 端付费阅读收入损失将达到 36.1 亿元，移动端付费阅读收入损失达 43.6

亿元，合计 79.7 亿元；2016 年全年，盗版网络文学如果全部按照正版计价，PC 端付费阅

读收入损失将达到 29.6 亿元，移动端付费阅读收入损失达 50.2 亿元，合计 79.8 亿元。 

与 2015 年相比，在行业规模显著增长的情况下，2016 年盗版损失总额虽有所上涨，

但增速明显放缓。盗版网络文学在传播渠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盗版网站成为 PC 端和移动

端用户获取盗版网文作品最主要的渠道，是网文侵权盗版的重灾区；贴吧、论坛、网盘在各

方的有力打击下，虽占比下沉较为明显，但在总的盗版网络文学传播渠道中，仍占据主要比

重，是盗版网络文学传播和滋生的重要温床，应当引起维权方的重点关注。 

说服和推动正版、盗版都看的网络文学用户向只看正版的用户转化，将是未来中国网络

文学版权保护和正版化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保护、促进网文行业发展，2016 年，政府、

司法机关、企业和作者都为推进行业正版化进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2016 年 11 月，为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进一步规范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秩序，国

家版权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该《通知》强化落实了网络服

务商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了著作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016 年 6 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

起“剑网 2016”专项行动，将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作为工作重心，通过 5 个月的专项治

理，网络文学版权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 

在 2016 年 9 月 19 日召开的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上，由 33 家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

网络文学版权联盟宣布成立，并发布《自律公约》。 

针对 2016 年网络文学侵权盗版行为呈现出的新的发展趋势：盗版网络文学利益链条越

来越紧密，朝网格化发展；盗版网络文学网站的游击战术更加普及；盗版网络文学网站 App

伪装化付费化；网络文学衍生市场侵权盗版进一步发展。艾瑞咨询为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

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立法层面可完善相关法律，针对各类新型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

明确法律适用；政府层面可针对应用市场、广告联盟等环节，成立专项管理组织，推进和监

管相关政策行动落地；进一步加强政府和企业间的沟通合作机制，持续完善和健全域名备案

及黑、白名单制度；企业层面可加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自我审查义务；行业层面可加强行业

联系，交流网络文学侵权盗版打击经验教训；用户层面可树立版权意识，加强自身法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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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文学行业概况 

1.1. 行业发展阶段 

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逐渐普及，网络文学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经历了一段

较长的发展周期，而根据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用户行为和行业趋势，可以将中国的网络文

学分为 PC 时代、过渡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三个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行业正处于

移动互联网时代。 

 

1.1.1. PC 时代 

PC 时代，即 PC 个人电脑作为用户传播和阅读网络文学的主要载体工具的时代。时间

周期大概从 1998 年到 2008 年左右。 

 

付费催生网络文学商业模式 

1998 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 BBS 上的发表开启了华语网络文学时代。2001 年，宝

剑锋、意者、黑暗之心等成立了以研究本土网络文学为目的的“中国玄幻文学协会”（CMFU）

则拉开了大陆网络文学高速发展的时代序幕。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几年内

网络文学作品都是由文学爱好者在电子公告栏（BBS）里进行发表。因此网络文学网站均以

BBS 版面体现，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 

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使得网络文学站点的运营举步维艰，从而促使网络文学站长

们寻找网络文学的长期盈利模式。但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使用成本的逐

步降低，网民对网络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大批文学爱好者开始尝试在网络文学网站进行创

作，网络文学行业发展日趋成熟。2002 年，起点中文网正式成立，2003 年 10 月，起点中

文网在探索中摸索出一条网络文学网站的商业模式，即 VIP 阅读模式：读者与网络文学站

点签署“VIP订阅协议”，交纳一定数额的会员费，从而成为该站点的 VIP 会员，VIP 会员可

以通过向站点支付订阅费的方式阅读相关作品的 VIP 付费章节。通过订阅费获得的收入由

网络文学站点和作者按比例进行分成（各站点的分配比例不一样，有的是五五分成，有的是

作者七成站点三成）。除了盈利模式外，网络文学的作品类别也逐渐健全。收费模式的建立

和对作品正版授权的出现也开启了网络文学正版保护与盗版打击之间的长久战。快眼看书、

小说 520 等盗版网络文学大站的相继出现，不仅扼杀了相当一部分行业初期的付费阅读网

站，还促使盗版网络文学产业链向集团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当时最早开创付费阅读模式之

一的明杨读书网便因为发布的作品被频频盗版，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网站运营和作者的收入

而被迫停止运营。诸如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等站点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问题。 

 

盗版始终是行业发展的巨大威胁 

2004 年左右，伴随着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晋江文学城等文学网站的发展，网络

文学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网络文学盗版完全呈现出了集团化、专业化、程序化、流水化的特

点，集中体现为“盗贴”和“盗打”。“盗贴”是指将以图片格式呈现的 VIP 阅读章节截

屏贴到其他网站。“盗打”是指人工手动把 VIP 阅读章节的内容打出来发布到其他网站。

这些盗版形式都很难通过技术手段来防范。通过聚合盗版者形成的盗版团体，能够分工有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