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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和视频网站
因何呈排斥关系”、“电视台如何能把内容优势转

化成收益优势”、“影视著作权如何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周末结
束的2016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这三个问题成为相关论坛的主题。在其中的“影视著作
权、版权”论坛上，编剧汪海林透露，“目前热播剧《锦绣未央》涉嫌抄袭200本书，但牵扯其
中的几十位作者维权十分困难，原因是他们付不起诉讼费。”除了这点，基于“琼瑶诉于正《宫
锁连城》抄袭《梅花烙》”一案，或许更加困难的还有对抄袭的界定、比对等大量繁杂的工作。

相比电影和互联网的共
生共赢，电视台和互联网是
明显的排斥关系。

这两年，业内公认的趋势
是电视台的式微、人才出走以
及网络的愈加强势，但同时，
大多好的内容还是首先经由
电视台播出，再经网络发酵，
单纯凭借网络形成现象级的
节目或电视剧少之又少，至今
能想到的也就是《奇葩说》《太
子妃升职记》《余罪》《法医秦
明》等少数几部。

在秋交会“电视剧创作
发展与未来”论坛上，清华大
学教授尹鸿就提到，“相比电
影和互联网的共生共赢，电视
台和互联网是明显的排斥关
系。”无论是从收视率和点击
率呈反比，还是从广告投放
看，电视台和互联网并不和
谐。而最为尴尬的是，电视台
现在更多地成为互联网的一
个宣传窗口，尹鸿以去年的

《琅琊榜》、今年的《欢乐颂》为
例表示，“电视台播好了，互联

网就会好，电视台没播好，其
实互联网也不容易好”。

在记者看来，基于目前
国内电视剧的版权归制作公
司，节目版权是归电视台还
是归制作公司要视具体情
况，所以在电视台和网络对
资源的竞争中，双方对于内
容的独占性都不具绝对优
势，而视频平台播出的便利
性则要优于电视台，这也导
致了视频网站近两年从“台
网联动”变成“先网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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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好几年没有形成
诉讼，因为有一个费用的问
题，他们都很穷。

在“影视制作权、版权”论
坛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厅的厅长杨柏勇介绍
了影视著作权“社会关注度
高、审理难度大”的现状。其
他与会专家以前段最受关注
且原告赢得官司的两大案子

“天下霸唱告电影《九层妖塔》
侵权”和“琼瑶诉于正抄袭”为
例，表示即便维权艰难，也应
积极举证，只有这样才能为社

会示范更多侵权的代价，比如
“于正赔偿琼瑶500万”的结果
就很良好和正向。

不过，编剧汪海林就以正
在热播的“《锦绣未央》涉嫌抄
袭200本书”为例，直言好多原
著小说作者想维权但真的是
交不起高额诉讼费，“这是一
个大学生偶然发现的，作为一
个网络文学爱好者，她发现阅
读的作品里有大量抄袭的内
容。我开始还不相信，我认为
一个人不可能精力过剩到抄
200 本书，但是这个编剧（秦

简）做到了。目前，这个案子
正在走法律程序,涉及的几十
位作者，有少数愿意参加诉
讼，有些不愿意，怕事；愿意参
加的也有非常大的顾虑，为什
么好几年没有形成诉讼，因为
有一个费用的问题，他们都很
穷，基本的著作权诉讼费用一
般是10万左右。我们国家又
不接受集体的诉讼，他们必须
自诉。有两个律师事务所的
朋友以最低的价格接了这个
案子，目前这个诉讼在立案的
过程中。”北晨

“网生代”、“网感”这两个
词是业内从业人员不得不面
对，但又摸不到、拿不准的两
个词。对于“网感”，一部分制
作人、导演不会盲目迷信，他
们更相信好的故事、好的制
作、好的表演，而不会去轻信
那些所谓的数据，因为有太多
的数据本身就不靠谱；当然也
会有一部分人相信数据。不
过，“网感”到底是什么？至今
没人能说得清楚。刻意追求

“网感”不见得就有网友追捧，
不太迷信数据的作品引发网
络热议甚至成为现象级的也
不少。说到底，想要成为金字
塔尖最优质的那部分，拼的不
是网感而是质感。

至于“网生代”，大家会理
所当然地认为是80后、90后，
而在尹鸿看来，“从30岁到50
岁，所有伴随着互联网（1994
年进入民用商用领域）长大的
一代都是网生代，所以育儿、婚

恋、职场、住房都能成为话题。”
以前的电视是“得大妈者

得天下”，现在应该是“得网
生代者得天下”。有的电视
剧在电视台刚刚播出时，收
视率不高，但是由于互联网
把它炒成了话题以后，它的
收视率会大幅度走高。像

《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欢
乐颂》都是这样的。尹鸿在
谈到网生代已成为收视主体
时说。

电视台的隐忧

网生代的划分

影视维权的尴尬

本报讯《中国新歌声》《我是歌手》《天籁之声》等数
十档音乐类综艺节目的火爆，以及大牌歌手动辄数百万
的演唱会出场费，让人们以为中国音乐人生活很光鲜。
昨天，网易云音乐针对中国音乐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则让
人大跌眼镜——《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显示，
68%的音乐人在音乐上获得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
下，而月音乐收入在1万以上的音乐人，占比不到5%。为
此，网易云音乐启动了名为“石头计划”的独立音乐人扶持
计划，未来一年内，将投入2亿帮助国内独立音乐人发展，
其中就包括河南的原创歌手。郑报融媒记者 梁晨

68%的歌手在音乐上获得的
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

近年来，在传统唱片行业
日渐衰落，主流乐坛创造力几
近枯竭、鲜少出现优秀的音乐
人及作品的时候，有一大批独
立音乐人异军突起。

如果说 2015年是独立音
乐真正走向大众视野的一
年，那么今年独立音乐已然
成长为音乐圈最不可忽视的
一股力量。

尽管从体量上看，独立
音乐相对主流商业音乐仍属
小众，但是，伴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音乐口味更加偏
向分众化与个性化。比如民
谣、电音过去被贴上小众、非
主流标签，现在由于听众愈
发追求个性化，它们的体量
愈发庞大，王力宏、鸟叔、庾
澄庆等加盟的综艺节目《盖
世音雄》就主打电音概念。

然而，在如《南山南》《董
小姐》等民谣作品火遍大江南
北，李志、好妹妹乐队等音乐
人将演唱会开进体育场，大小
音乐节已然在全国遍地开花，
独立音乐崛起势如破竹之时，
处于金字塔塔尖与底端的独
立音乐人境况却相去甚远，人
气的差距最直接体现在演出
机会与演出次数等与收入息
息相关的方面，他们动辄相差
超过500倍的单场演出收入让

人们看到，理想中的独立音乐
繁荣依然无法触及。

记者从网易云音乐公布
的音乐人调查数据看到，有
68%的歌手在音乐上获得的
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
月音乐收入在1万以上的音乐
人，占比不到 5%。业内人士
对这个数据甚是震惊，虽然知
道近10年做音乐都不太赚钱，
但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是
吓了一跳，没想到独立音乐人
的生存现状如此艰辛。

河南的原创歌手
将有机会被扶持

这次的音乐人扶持计划
无疑让众多独立音乐人看到
了希望。据了解，在郑州就
有这么一群怀揣音乐梦想的
人，他们用音乐来诠释着对
世界的态度，既浪漫，又艰
难。侯健就是他们中的一
位，他是从郑州大学物理系
走出的独立音乐人。对河南
原创音乐圈有所了解的人，
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曾
经被多位明星演唱、被很多
歌迷所喜爱的《滴答》，就是
他的编曲。而《武林风》《我
是不是恁哥》等网络流传甚
广的歌曲，也是出自他之手。

侯健告诉记者，河南在原
创音乐方面相对来说较弱，

“处在摸索、探索、求索的状
态。”和侯健有相似想法的河
南音乐人有很多，他们希望通
过自己的创作，为郑州这座城
市注入音乐的新鲜血液。他
表示，独立音乐人扶持计划可
以让更多的河南原创歌手获
得展示音乐才华的机会。

据悉，此次的独立音乐人扶
持计划将投入2亿资金规模，从
推广资源、专辑投资、演出机会、
音乐培训等七个方面对独立音
乐人进行支持。

郑钧：
我当年穷到睡
过大街……

作者维权遭遇尴尬 交不起高额诉讼费

《锦绣未央》涉嫌抄袭200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