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2 星期四
责编 金钟 ｜ 版式 郑宙 ｜ 校对 赖敏 天下 A09

电影院从业人士表示，电影院面
对可能的偷拍盗摄行为，也有尴尬的
一面。比如，工作人员不可能去检查
观众随身携带了什么设备。同时，尽
管工作人员会不定时巡厅，但巡厅次
数多了会影响观众的观影体验。“我们
一旦发现有偷拍盗摄，会立即制止并
警告。如果当事者不听劝阻，或者有
情节严重的行为，会报案处理。”

盗版电影在现实中屡禁不绝，背
后也有多个原因。电影业从业人员分
析，除了市场需求和难以预防之外，还
有观众法律意识和观影鉴赏水平的原
因，“一有院线上新，有的观众就喜欢
问有没有‘盗版’，根本不在乎观影环
境和画质。”近些年一些自媒体渠道资
源的丰富、影院票价调整等因素，也导
致一部分观众越来越不愿意花钱走进
影院。

“盗版电影目前主要在社交媒体、
自媒体平台和网络硬盘这几个环节比
较泛滥，需加大审查审核力度，这从技
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影评人、中国艺

术研究院学者孙佳山说，仅靠查处个
人很难实现禁绝，“要掐断它的传播途
径，打击其背后的盈利模式和机制。”

律师储江说，严格讲，每一位付费
购买了侵权影像并传播的网民，都构
成对影片著作权的直接侵权，侵犯了
影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实践
中，这种隐蔽的、大量的侵权行为很难
全面监控和彻底根治。因此，平台方
需要对平台上的侵权行为实时监控、
及时处理。“在实践中，影片发行方常
常会在电影画面中植入画面指纹来锁
定侵权人，从而追究侵权行为，整治侵
权乱象。”

孙佳山表示，治理盗版电影不是
小事，但凡上院线的电影，即使是中小
成本也大多是千万元级别的成本，春
节档电影的成本则普遍更高。“盗版不
仅是侵权问题，同时也影响了市场秩
序，这对于影视行业是一种长期危
害。长期下去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的‘逆淘汰’，影响我国电影业高质量
发展。” （北京晚报）

影院人员“里应外合”、携带盗摄设备入场，牟取暴利——

是谁在传播盗版《满江红》？
这个春节，多部院线热映电影收获口碑，票房喜人。与此同时，各种盗版影片流传，被

低价售卖。盗版电影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盈利模式？调查发现，盗版电影的“生产”手
段多样，偷拍盗录只是灰色产业链中最基础的一环。

“《满江红》《流浪地球2》……
5部春节档”。某平台上，春节档
电影正被售卖。5部电影原价
15.88元，关注店铺立减5元。“这
是TC版（抢先版）视频，网盘发
货。”商家表示，可以先看试看版，

“可以接受就下单”。打开试看链
接，虽比不上现场体验，但画质和
音效尚可。试看版中，商家还会
不断拖动影片进度条，以证明这
是完整影片。其中一部的片名
中，有“精修”二字。

记者发现，低价出售春节档
热门电影的不在少数。“《满江红》
春节档电影秒发”另一位商家标
注付款后同样是通过移动硬盘或
网盘发货，单部影片5元，5部一

起打包价为15.9元，购买两件还
能继续打9.9折。

TC版（抢先版），也就是人们
俗称的“枪版”。春节档电影被盗
摄低价售卖，几乎“年年岁岁花相
似”。如今，有不少渠道还提供免
费的春节档电影。

“关注上方公众号，立刻获
取”“点击关注下方公众号获
取”……在某平台输入“满江
红、资源”等关键词，很快弹出
多条内容。乍一看，它们仿佛
是围绕《满江红》所写的影评，
但在文章版面的醒目位置，均
宣称只要依步骤操作，即可在
线免费观看完整影片。

关注一个公众号后，扫描弹

出的二维码，记者加入一个名为
“资源群”的微信群。管理员不
厌其烦地提醒新进群的群员“禁
言”，并称“具体资源见群公
告”。按照群公告给出的链接和
操作方式，记者进入到群专属盘
内，输入《满江红》后，果然出现
了可点击播放的影片视频。

记者尝试搜索《流浪地球
2》，同样出现影片视频，可完整
播放。但该视频呈现的影院屏
幕，是一个微微偏斜的长方
形。且播放片头时，可看到数
位进场观众的身影。很明显是
在电影院现场录制的，且录制
设备处在观影方向中偏右的位
置。

最新上映的电影资源是如何
广泛流传于网络的？如此短的时
间内，采用了什么方式偷拍盗摄？

“主要还是有人通过手机、相
机等设备偷偷拍摄。”一名电影院
工作人员说，随着科技进步，一些
盗摄者在观影过程中，甚至会用
到微型摄像头或针孔摄像机。即
使工作人员不定时巡厅或查看监
控，要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内及
时发现微小设备，也有不小的难
度。

类似说法，在执法监管和司
法查处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证
实。此前，多部门联合发布了15
起院线电影盗录传播典型案例，
其中就展现了不法分子盗摄盗录
的主要手段与目的。

最为常见的，是盗录者作为
观众，使用手机、摄像机等设备，
在影片播放时直接录制。披露的
典型案例中，陕西省咸阳、西安等
地执法部门，均是在对影院进行
检查时，发现有人正使用相关设
备盗录电影。

也有不法分子与影院工作
人员“里应外合”，获取电影资
源。此前，宁夏平罗县公安机关
破获了盗录传播院线电影案。
案件中，王某利用在电影城工作
的便利条件，将影厅监控拍摄的
电影发送给刘某，还将影厅监控
通过软件分享给刘某，刘某录制
电影后出售给他人。贵州惠水
县破获的盗录传播院线电影案
显示，范某取得影院经营权后，

购买设备翻拍放映的影片，向群
成员提供盗录影片。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高级
律师储江说，盗摄正在上映的
电影屏幕并通过互联网传播，
是典型的侵犯院线电影著作权
的行为。盗摄的拍摄者、将盗
摄视频上传至互联网传播、转
发下载链接的网民，都是侵犯
著作权行为的直接侵权者。网
络平台如果不能及时制止侵权
行为的，也构成共同侵权，是间
接侵权者。

与此同时，如果影院也参与
了一同盗摄并非法牟利的行为，
还有可能严重违反电影发行协
议，情节恶劣的涉嫌构成侵犯著
作权罪。

采访发现，这些偷拍盗摄的影
片，会被相关人员“物尽其用”。既
可以用来贩卖变现，还能够用作账
号引流、继续牟利。

“偷拍和贩卖‘枪版’的现象屡
禁不绝，一个原因就是有利可图。”
某电影院工作人员说，一些人只要
在观影中秘密拍摄一部完整影片，
经过简单处理后，就可上传到网络
以几元、十几元的低价售卖，或者
层层转卖牟利。

就是这几元、十多元的价格，
在灰色市场上带来的驱动力是十
分庞大的。前述经营电影院的范
某，在翻拍影片后就将其提供给
群成员，而后收取了包月费用
8.17万元。甚至，有的盗录者通
过个人店铺、微信等途径广泛向
公众出售，5元、8元的“小钱”汇
集起来，违法所得动辄上百万元。

业内人士透露，盗版电影产
业已形成从偷拍盗摄影片资源到
转卖分发、多次牟利的完整产业

链。偷拍盗摄电影，只是整个产
业链上最基础的一环。在贩卖盗
版电影之外，以“免费”噱头用作
继续引流牟利的手段，也是灰色
产业链上较普遍的做法。

采访中，一些群组管理者免
费提供盗版电影，主要目的就是
为公众号、微信群等引流牟利。
例如记者所在的群中直接注明

“会发广告，介意的话可以退
群”。而这一渠道的传播速度颇
为可观。在记者入群后短短 19
分钟内，就有近30人陆续加入。

此外，不法分子另一种操作
思路是组建网站、微信公号等，将
资源免费提供给用户，作为引流
元素间接获利。如福建莆田公安
机关破获的案件显示，林某经营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利用软件收
集并上传近7万条网络影视作品
链接至其设置的两个域名，通过
发放优惠券吸引顾客购物赚取佣
金。

混乱 上映一周盗版现身网络

手段 携带盗摄设备“随手拍”

产业 5元8元“滚成”百万元 说法 防侵权更要防“逆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