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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网络文学盗版现象由来已久，这一侵权违法行为对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网络文学行业以

及相关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危害和损失。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行为已成为

刻不容缓的行业目标和社会要求。 

今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转发知识产权局等单位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以该《通知》为代表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将

为接下来我国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提供了依据和长远规划，4 月国家版权局发布《关

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10 月，国家版权局印发《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

通知》……在一系列政策法规的落实下，打击网络文学盗版日趋白热化，并将成为我国互联

网文化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 

基于这种现实需求，为更好地打击网络文学盗版，艾瑞咨询发布了《中国网络文学版权

保护白皮书》，通过桌面研究以及用户调研，明确了网络文学盗版的定义及影响其发展的因

素，并根据 PC 端和移动端的差异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盗版模式，以及对用户

阅读行为进行分析。艾瑞咨询还根据已有资料，结合用户调研数据和 iUserTracker、

mUserTracker 等数据产品信息，制作了网络文学盗版行为的危害模型，从而客观推算行业

所遭受的具体损失额。 

除此之外，白皮书还具体列举分析了网络文学盗版给网络文学行业、文化创意产业以及

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并针对打击网络文学盗版提出了可行的相关建议。 

打击网络文学盗版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必经之路和目标要

求。艾瑞咨询愿与网络文学企业、作者等社会各方一起合作，为打击网络文学盗版发挥力所

能及的作用，贡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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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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数据产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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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

念、正版及盗版网络文学用户的付费行为及衍生行为  

调研时间：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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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共计回收有效样本 1800 份 

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与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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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盗版网络文学网站、移动 App 的流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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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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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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报告摘要 

经济因素是驱动网络文学盗版发生发展的核心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政策法规因素、

技术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 

PC 端网络文学盗版经历了 1.0 到 4.0 四个发展阶段，并以 BBS/贴吧/论坛模式、专业

化盗版网络文学站点模式、文档分享平台模式、P2P 下载模式、网盘模式为主要盗版模式。 

PC 端盗版网络文学网站流量排名中，书包网、笔下文学、顶点小说等站点的平均月度

用户量超过 500 万。 

移动端网络文学盗版经历了依附 PC 期、爆发期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并以搜索引擎转码

模式、浏览器聚合模式、移动 App 模式等为主要盗版模式。 

由于忠实粉丝支持，网络小说衍生产品盗版情况相对较好，而盗版用户对衍生产品的消

费同样低迷。 

网络文学衍生产品盗版经历了盗版成型衍生产品期、主动利用网文 IP 盗版时期两个主

要发展阶段，并以成熟产品创意拷贝；违法借用产品形象、概念，用于自身产品设计等为主

要盗版模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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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亿元，移动端付费阅读收入损失达 34.5 亿元，合计 77.7 亿元。 

对网络文学企业来说，企业收入减少是网络文学盗版最为直接的危害，增加运营成本、

作者流失以及责任负担等是间接危害。 

对网络文学作者来说，作者收入减少是网络文学盗版最为直接的危害，缺乏交流沟通、

无法实现 IP 价值是长远危害。 

对网络文学行业来说，行业规模缩减是网络文学盗版显著影响，潜在造成行业虚假繁荣

的假象；行业多样性和多类型受到严重考验；对定价权、篇幅等网络文学作品质量的潜在消

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2014 年一年内，文化创意产业在损失 77.7 亿元网络文学直接收入的基础上，还会损

失 21.8 亿元的衍生产品产值。 

打击 PC 端网络文学盗版，可从版权保护部门应与正版网络文学企业共建正版文学版权

保护数据库；从用户源打击盗版文学网站，是打击的根本举措；版权保护部门应与搜索引擎

配合，停止对盗版文学网站的收录；抓住中央节点，打击利用 P2P 以及网盘技术进行盗版；

做好网络接入备案工作，助力盗版打击，震慑盗版分子；与广告网络等服务商合作，斩断盗

版文学网站收入来源，打击违法广告服务；建立更广泛的群防群治体制；提高侵犯著作权的

处罚力度和赔偿标准等方面入手。 

打击移动端网络文学盗版，可从建立移动应用开发者备案和审核制度；与应用商店保持

紧密沟通，下架盗版网络文学 App；督促浏览器、移动搜索引擎、聚合阅读 App 建立小说

聚合服务内容源白名单制度，杜绝盗版文学内容通过聚合渠道扩散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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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1. 网络文学盗版概述 

1.1. 网络文学盗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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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影响网络文学盗版发展的因素 

1.2.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驱动网络文学盗版发生发展的核心因素 

网络文学盗版使大量需收费阅读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免费或以较低的成本阅读，是对网

络文学作者及平台运营方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的窃取，并严重影响了其收入来源。许多盗版

者、盗版平台通过吸引用户阅读盗版网络文学作品，以达到吸引并聚合用户流量，增加广告

收入以牟利的经济目的。 

 

用户对精神娱乐消费的需求和较低的收入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是驱使用户选择盗版网络文学

的客观原因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016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44 元。总体来说，我国居民的收入

不算太高，所以消费的侧重点依然是以生存产品消费为代表的物质消费，在文化产品消费上

的投入偏低，甚至会选择免费的文化产品。随着我国居民尤其是网络文学用户收入水平的不

断提高，相应的盗版需求有可能会逐步下降，从而抑制网络文学盗版现象。 

 

所以说，经济利益驱使是网络文学盗版现象发生发展、屡禁不止的主要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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