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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微博发布一则官方声
明称，2021年10月23日下午14时左右，北京
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白虎展区发生游客非
法闯入事件。所幸，因触发展区内安全防护
装置，加上现场工作人员及时的全力施救，闯
入者没有受伤。展区内的动物在工作人员驱
离后退出展区，安全返回兽舍。经警方依法
调查取证，行为人江某（男，56岁）在北京野生
动物园内违反游园规定，自行下车擅闯白虎
展区，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目前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声明指出，据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负
责自驾游览区白虎展区安全巡视的工作人
员在展区外巡逻时，发现有一名游客从自驾
车辆上突然违规下车，该游客对工作人员的
劝阻没有任何理睬，反而加快脚步跑过防护
坡后，跳入展区隔离沟。工作人员见状一边
喊话要求闯入者不要乱动，一边向动物投喂

食物，以分散其注意力，并迅速将突发情况
向上级汇报。在施救过程中，该闯入者始终
未听从工作人员的施救口令，从隔离沟底爬
向展区内侧，与在展区内的11只白虎发生对
峙，不断用语言、动作挑衅动物。因为展区
内有多重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其中一道隐蔽
式装置起到了关键的防护作用，使闯入者与
动物之间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接触。北京
野生动物园在突发情况发生后迅速启动安
全应急预案，先后采取食物引诱、投掷鞭炮
等方式将动物从展区内驱离。随后，工作人
员进入展区将闯入者制服并带离。

声明提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此特别
感谢事件发生时正驾车经过自驾游览区白
虎展区的各位游客朋友们，正是因为你们积
极配合展区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为我们
的施救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让我
们共同拯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中新网）

侵权与合理使用
短视频丰富了网民线上生活，据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联合统计数据，
2020年国内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占网
民总数的88.3%，月度人均使用时长达42.6小
时，相比2018年增加近一倍。短视频用户黏
度持续提升，并日益成为人们信息分享和获
取的重要渠道。

庞大的用户群体催生了短视频内容营销
行业兴起，很多短视频账号通过复制或简单
加工他人作品，吸引用户注意力，达到引流变
现目的。据了解，当前短视频侵权问题主要
分为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切条、搬运和合集，
另一种是二次创作。前者属于侵权行为，后
者视情况可能归属到合理使用。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丛立先认为，从生产方式看，短视频版
权遵循谁原创就是谁的。“网上有很多混剪类
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主要是影视剧介绍，大体
拿别人原样内容来创作，即便解说词有很大
的创新，但同样属于侵权行为”。

还有一些娱乐类短视频，如鬼畜类，是一
种新鲜的改编形式，要视具体情况判断是否

造成侵权。有些评论类短视频，为了说明自
己的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别人已发表的
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如《一个
馒头引起的血案》，虽然用了电影《无极》中大
量的镜头和内容，基本都来自原创的镜头和
内容，但它说明的是另一个问题，基本上可以
构成合理使用。”丛立先说。

好界定难根除
短视频具有用户规模大、传播速度快、

信息海量、碎片化等特点，因此，在版权保
护中存在困难。此前，70余家影视视频公
司和行业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公众账
号运营者和短视频平台要尊重原创、保护
版权。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三大视频
平台也联合数百名艺人发布联署倡议书，
呼吁对短视频平台推进版权内容合规管
理。但从现实情况看，短视频侵权问题仍
屡见不鲜。

根据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短视频属于
视听作品大类。北京字节跳动维权法务总监
叶晓表示，没有做过版权登记的短视频作品，
在认定时采用的方式是谁第一个公开发表该
内容，谁是权利人。

腾讯权益保护监测总监刘政操认为，当
前对短视频侵权内容监测存在难度。监测对
象是实时变化的海量内容，有些视频进行了
各种形态的创作以及“鬼畜”演绎，很难进行
准确识别。另外在技术上，一些定向算法和
地域屏蔽问题尚未解决。

在处理具体侵权问题时，很多平台滥用
“避风港”原则，发现问题后采取通知删除做
法，难以对侵权者形成威慑。“从发现一条侵
权视频，到投诉，再到下架，周期很长，有的平
台甚至可能一周到两周时间都不处理。一个
几分钟的短视频通过快速的传播，有一两天
的时间所有的价值都已经得到变现了，后期
处理意义不大，对权利人的保护也不大。”刘
政操说。

用互联网思维解决互联网问题
短视频侵权乱象何时休？中宣部版权管

理局副局长赵秀玲认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出
现的侵权行为，既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持续
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整治短视频恶
劣侵权行为，同时也要发挥行业自律功能，落
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用户管理，包括实名制
管理，建立主动过滤机制等。

同时，由于短视频版权涉及的使用场景
是众多权利人面对众多使用者，因此要探索
集体管理机制，建立一站式高效的授权解决
模式。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判二庭副庭长叶胜男
提醒短视频内容创作者，面对海量短视频时，
传统的取证方式成本非常高，因此创作者可
以尝试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在创作初期形成证
据。创作者完成一个产品后，可以第一时间
通过区块链的方式上链，进行信息登记，这就
有了初步的版权证据。随后，创作者还可以
找到一些行业协会、权威机构对存证进行认
证，做进一步确权。

北京快手音乐法务负责人时潇楠也表
示，短视频平台在审核侵权行为时并不只看
权利人是否拥有著作权登记证书，同时还会
要求提供相关可以证明自己完成著作权创作
过程的相关证据，如音乐作品相关的工程文
件、授权文件等，都能作为侵权证据。

此外，创作者在使用短视频作品过程中，
可以通过设置水印形成标识码，再以区块链
的方式给各个平台，平台不需要再做复杂的
机器比对，只需要做权益识别码的识别，即能
很快做出侵权行为识别。 （工人日报）

野生动物园内一游客下车冲向虎群
警方：扰乱公共秩序，刑拘！

短视频侵权成风是不想管还是管不住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行业快速发展，短视频版权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的第八届中国

国际版权论坛“短视频版权保护与创新”分论坛上，来自版权管理部门、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著作权人代表等，共同探讨短视
频版权保护面临的难题和应对之策。

快手、字节跳动等短视频平台版权方面工作人员表示，大量侵权内容的存在影响平台持续发展，但是如何通过更先进
的技术手段和更完善的监管体系，解决短视频侵权问题，是他们目前面临的难题。

湖南道县91岁老人17年累计捐赠900万元
“父母看到我有好的住宿条件，很安心，

要我踏踏实实在这里教书，真的谢谢成老。”
湖南道县洪塘营瑶族乡中心小学教师陈玲玲
说。

陈老师口中的成老，是91岁的成纯光。
新宿舍是成纯光为学校捐赠的第2栋教师宿
舍。成老是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退休
后回到家乡一心做起助学事业。

洪塘营瑶族乡地处道县边远山区，距县
城四十多公里，山路崎岖。从这里走出去的
成纯光深知教育的重要。他认为，教育可帮
助瑶山孩子拓宽眼界，获得不一样人生。

成老的7个子女都接受了良好教育，有
的还读完博士。“小时候，父亲一再说，只要我
们考得上学校，砸锅卖铁都要让我们读书。”
成老的儿子成清泉说。

看到孩子们有出息，家庭负担相对减轻
不少的成老，2004年起便用自己的退休金资
助山里学生。“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父亲在
支教助学。后来他与我们商量想要捐赠教学
楼，我们才知道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家乡山
区教育。”成清泉说，从那时起，成家子女就成
为父亲助学的最大靠山。

“在成老资助下，通过教育走出大山的孩
子多了起来，我也是受益人之一。”道县洪塘
营瑶族乡中心小学体育老师杨怀美说。2019
年大学毕业后，杨怀美便毅然回到母校教
书。“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更应该回来帮助
这里的孩子。”

“我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校园操场的黄
土地，晴天满天尘，雨天一地泥。学校没有食
堂，一到饭点，师生挤在搭着石棉瓦的厂棚
里，端着饭盒站在外面用餐。”杨怀美感慨不
已。如今，学校有了水泥地面的操场、干净的
食堂和整洁的教室。

在父亲影响下，成老的子女也加入爱心事
业，成立“成城助教助学基金”，开展助学活动。

十余年来，成纯光已累计捐助900余万
元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共资助学生 1000余
名。在他的资助下，洪塘营瑶族乡已有200
多名学子被本科院校录取。

受成纯光影响，被成老资助过一部分学
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学校做老师。“我做这些就
是希望老师们能安心教好我们山里的学生，
只要孩子们肯读书，肯用功，我在世上一天，
就助学一天。”成纯光说。 （中新网）

课间时间瑶乡孩子们欢快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