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2年12月16日

编辑/文丽娟

美编/高 岳

校对/宜 爽

《正义曝光？》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因为排队插队问题起纠纷，两家人大打出

手无人敢上前劝架，其间有小孩一直在哭着喊

爸爸妈妈……”近日，一网友用手机拍摄一则多

人打架互殴的视频，将其发布在某短视频平台

上，并打上“反对一切暴力行为”等标签。该视频

一经发出即引发热议，短时间内评论数过万。

  类似的曝光视频，很多人在刷短视频时

都见到过。随着智能手机及短视频平台的发展，

近年来有不少社会热点事件，都是这样由手机

拍摄视频曝光发酵而来的，如“高铁霸座男”等。

  然而，随着这类曝光视频越来越多，甚至

成为“流量密码”，人们不禁要问：拍摄视频曝

光是否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拍摄者

对视频进行剪辑、文字引导，甚至高呼进行

“人肉搜索”，又是否违法？

  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展开了

调查采访。

视频曝光成为常态

涉嫌侵害他人权益

  “我们孩子怎么没教育好，你要有意见就

去找警察”“你要是敢骂人我就骂死你，真没

有教养”……今年8月，在高铁上因小孩吵闹，

一名女乘客出声制止，从而引发该女子与3名

家长之间的骂战，双方言语中都带了不少具

有威胁、侮辱性的词汇。

  其过程被一名女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上

传至短视频平台，热度很快发酵起来，相关话

题冲上热搜，大量评论对孩子家长口诛笔伐。

因视频中3名家长的面部清晰可见，有网友将

这3人的正脸画面剪辑出来，配以“没素质的一

家人”等文字，号召网友进行“人肉搜索”。

  事件持续发酵后，那位拍摄上传视频的

女乘客呼吁“恳请大家不要网暴，他们罪不至

此”，并删掉了相关视频。

  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类似的曝光视频

不胜枚举。记者近日随机采访了北京、天津、陕

西等地近30位网民，受访者均表示在上网过程

中刷到过甚至经常刷到这类曝光视频，内容包

括当众骂战、打架、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等。

  来自陕西西安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有

时外出遇到路人吵架或者争执等情况，也会

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记录。“有一次我乘坐

公交时，遇到一个大妈和一个女生因为让座

问题起了争执，大妈骂得挺难听，我就拿出手

机拍了下来，发到网上曝光那个蛮横的大妈，

不过没几个人看。”

  多名受访者说，刷到这类曝光视频时，第

一感受是这些不文明行为令人愤慨、应该被

谴责。至于视频是否客观真实反映了当时的

情况，拍摄上传这类视频是否侵权等，这些问

题基本不会去想。

  也有受访者提出，曝光揭露不文明不道

德行为是正义之举，维护的是公共利益。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

说，未经同意而擅自通过手机拍摄他人的肖

像、录制他人视频，这些行为一般都不属于民

法典中规定的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

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的合法行为，因此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

  “如果拍摄者将拍摄的他人照片或视频上

传到网上，则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权益，极有可能对他人的生活、工作和学

习等造成严重影响。”孟强说，受害人有权要求

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增告诉记

者，即使是打架

斗殴、违章停车等

极可能违法违规的行

为，他人的拍摄行为也

仅应限制于拍摄后提交给

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如拍摄者在社交平台上进

行曝光，对被拍摄的个人信息要作模糊处理，否

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侵犯隐私权。

剪辑加工吸引流量

不符事实误导舆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手机曝光类视频

愈加常见，一些人开始借着所谓曝光自己眼中

的不文明或违法违规行为，对所拍摄的视频进

行剪辑、加工以吸引流量、引导舆论，有些剪辑

和加工后的视频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

  今年1月，有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条

“保定女大学生摆摊挣生活费被同行殴打”的短

视频，将当事女子描述成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因

生意好遭贩卖熟食的中年夫妻嫉妒、殴打，打人

者被警方带走。被指殴打大学生的温先生随即

被大量网友谩骂，甚至有人打电话去辱骂。

  然而事情很快反转，现场多名目击者现

身说道：涉事的女子和男子都是小区居民，女

子并不是大学生。双方争执是因为女子摆摊

占地挡住了男子摊位，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警方到场后，也只是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并没

有带走男子。

  在另一则曝光视频中，发布者编辑了包

含“司机拒载短途乘客”“随意赶人下车”“职

业素质低下”等内容进行发布，并公布了司机

陆某及其客车的信息和相关图片，引来大量

网友围观、评论及辱骂。之后，陆某多次接到

陌生人打来的辱骂和骚扰电话，出车时也会

遇到有人当街辱骂自己。

  原来，今年年初，陆某驾驶客车经过A站

时，小七（化名）上车，打算在C站下车。当客车

行驶至B站时，陆某告知乘客该车准备先行开

往E站接客再去往C站，小七借陆某的电话与

父母通话后表示不想前往E站，随即下车。小

七监护人伍某认为陆某行为有问题，于是发

布上述曝光视频。陆某多次要求伍某删除视

频，伍某均未予理睬。

  陆某无奈之下将伍某起诉至法院，后经法

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伍某删除视频，向

陆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在王晓增看来，一些拍摄者在拍摄视频时，

依靠视频剪辑或文字引导，片面地对他人的某

种行为进行定义和曝光，甚至有意引导进行“人

肉搜索”等，这种行为不能真实反映客观事实，

掺入拍摄者的主观倾向甚至不正当目的，误导

社会受众，可能引发不健康情绪，既不讲公德，

也有违法律的诚信原则，还可能侵害他人名誉

权等民事权利，甚至构成侮辱、诽谤罪。

压实平台义务责任

防止曝光视频泛滥

  实际上，记者查阅多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

台的用户须知、个人隐私保护等规定发现，平台

均明确禁止恶意曝光他人隐私的行为，同时规

定了视频内容可能涉嫌侵权时的举报流程等。

  某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确实

存在大量手机曝光类视频，面对这类视频，平

台高度重视个人隐私等权益保护。首先，会对

明显曝光他人身份证件等个人隐私信息的视

频做主动干预；其次，如果用户发现他人隐私

行为被不当曝光，可以进行举报投诉，如果构

成有效举报，则下线视频，并根据举报情况、平

台规则对账号作出禁言、封号等相应处罚。

  对于煽动用户进行“人肉搜索”等行为的

视频及言论，该负责人说，平台绝不姑息，会

严肃处理，并对可能存在被网暴风险的用户

发送提示——— 可自行设置账号评论和私信权

限，避免风险。

  该负责人提到，平台近年来安排专人关

注和处理平台上出现的侮辱谩骂现象。今年6

月，平台正式上线屏蔽和举报不当评论、私信

临时对话、一键防暴等新功能。同时，针对手

机曝光类视频，视频审核部门在审核过程中

也会更加注重保护用户个人隐私。

  “手机拍摄视频曝光的现象愈加泛滥，往往

伴随着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合法

权益的侵害。对此，各内容发布平台、社交平台

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孟强说。

  孟强认为，平台对于明显属于侵权的内

容，应当主动采取措施，进行删除、屏蔽、下架

等，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平台应当与上传侵权

信息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如果

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了侵害自己合法权益

的视频等内容，有权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

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平台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给发布者，并根据构

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

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

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时代，应不断加强法治教育，让更

多人认识到曝光行为需要在法律约束下进

行，提高公民法治素养，让大家能够判断自己

的行为是否恰当、合理、合法，自觉抵制可能

给他人带来侵扰的行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说。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认为对方存在抄袭行为，以揭露、批评为名

将对方的姓名在互联网上进行披露，并冠以“抄

袭狗”，是否构成侵权？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

结了一起因汉服爱好引发的网络侵权案件，被

告小兰(化名)因认为他人抄袭汉服设计而在网

上“挂人”和辱骂他人，被判承担侵权责任。

  “‘挂人’是网络用语，是指在网络上公开

他人姓名等个人信息，通常目的是为了揭示

某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本案主审法官赵

长新说，在网络上披露当事人真实姓名，使负

面信息与他人真实身份形成关联，导致他人

名誉权、隐私权、健康权遭受侵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小红(化名)与小兰均为某汉服交流平台的

用户。2020年，小红发现小兰在汉服交流平台上

多次发布信息，指责其设计的汉服抄袭他人作

品。小兰不仅对小红进行语言侮辱，还将其名

字挂在网上，引发其他网友对小红的围攻，小

红因此精神抑郁。小红认为，小兰的言论侵害

了自己的名誉权、隐私权、健康权。某汉服交流

平台未及时删除侵权内容，构成共同侵权，故

起诉小兰和某汉服交流平台，要求赔礼道歉，

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小兰称，小红设计的汉服图样多次使用

他人作品，小红本人已承认并道歉，为引起其

他汉服爱好者关注和警惕，自己才在平台发

帖“挂人”，获取小红姓名的途径是公开的信

息，并不构成侵权。

  某汉服交流平台称，其为网络服务提供

者，小红未提交小兰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小

红的真实身份信息，未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

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自身无需担责。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小兰

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小兰在平台指责小红

抄袭他人汉服作品，是以作品之间客观对比

为依据，且小红在和小兰交流过程中也承认

了部分事实。因此，小兰的相关言论不存在捏

造、虚构事实的情形，不构成诽谤。但小兰发

表的言论中带有“抄袭狗”等词汇，已超出正

常揭露、批评的范畴，导致小红的社会评价度

降低，侵害了小红的名誉权。

  本案中，小兰擅自将小红的姓名在互联网

上披露，侵扰了小红的私人生活安宁，侵犯了

小红的隐私权。尽管小红的姓名已经在一定范

围内公开，但并不一定引起在汉服交流平台的

匿名信息被实名化的结果，小兰以披露小红自

行公开的姓名作为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在小

红已公开发表声明表达对网络言论攻击的恐

惧，甚至已表示心情严重抑郁、有轻生想法时，

小兰仍对小红进行挖苦，并在此后言论中继续

披露小红的姓名，持续对其精神进行刺激。现

有证据证明，上述言论造成小红精神疾病加

重，引发严重后果，侵害了小红的健康权。

  另外，法院认为，小兰在平台所发表的侵

权言论，并非属于某汉服交流平台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的范畴，平台不具有主动审查的能

力和责任。此外，小红在发现小兰利用平台发

表侵权言论后，并未通知平台采取措施，而是

径行提起诉讼，因此，某汉服交流平台对损害

后果不承担民事责任。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小兰就侵害

小红的名誉权、隐私权、健康权向小红赔礼道

歉，并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双方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

前判决已经生效。

  赵长新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出于追求公

平正义的目的，促进公众知情而适度、合理使用

个人信息，体现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但

如果毫无节制、非理性甚至恶意进行发泄，形成

网络暴力，将会对个人隐私、社会秩序构成严重

威胁。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条规定，为公共利益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

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

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因此，进行舆论监督也要具备手

段、程度的合法、合理性。如果并非为社会公共

利益，擅自将已获取的他人信息进行公开，导致

他人隐私被侵害，则属于违法行为。

  “本案中，小兰以侮辱性语言攻击小红的

抄袭行为并公开小红的姓名，已经超过了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限度。”赵长新说，汉

服交流平台也应当进一步落实互联网企业信

息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平台有害信息的

甄别、处置能力，加强平台内信息内容生态治

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推

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以揭露批评为名网上“挂人”被判担责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网络侵权案

随意拍摄曝光他人或踩法律红线
记者调查网络视频曝光乱象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陈某某通过购买域名、租用境

外服务器自行搭建魅力社网站向公众有偿传播他人影

视作品。本案由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2

年8个月。

  这是一起典型的深度链接侵权影视作品构成侵犯

著作权罪案件，检察机关及时派员提前介入引导公安

机关侦查，并加强与法院沟通衔接，推动案件成功办

理。这是海南检察机关“强化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服

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创新发展”的一个剪影。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激发创新活力、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意义重大。”近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

察长徐振华告诉《法治日报》记者，2021年以来，海南检

察机关树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融入

全方位综合保护知识产权大格局，探索开展知识产权

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为

“天才之火”添加保护之薪，构建与海南自贸港相适应

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组建专业办公团队

增强综合履职能力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海南纳入知识产权

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省份。海南省检察院出台

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省检察院、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海

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市城郊检察院作为试点

单位并明确知识产权案件实行跨地区集中管辖。

  为此，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台《一分院知识产

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工作办法(试行)》和《一分院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并成立知识产

权检察办公室；三亚市城郊检察院和海口市琼山区检

察院同步设立知识产权办案组，组建起“1+N”专业化

办案团队，建立“三合一”办案模式，以机构专门化、队

伍专业化、职能一体化建设为抓手带动知识产权检察

综合履职能力快速提升。

  据了解，海南建立健全“省检察院第一分院+三亚

市城郊检察院+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通力协作的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体系，实现案件信息共享、案件办理

“一站协作”、异地阅卷“一网通办”，形成两级院“协作

联动+立体矩阵”的跨区域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机制，积

极打造区域综合保护格局。

  “我们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常态化联动工作机

制，积极向市场监管局、版权局等部门借智借力。”海南

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曾涛说，2021年以来，海南

省检察院第一分院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法院、司

法局、商事调解中心等单位共同签署《海口市知识产权

快速协同保护框架协议》。

  同时，三亚市城郊检察院与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三

亚等八市县公安局等单位签署《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细则》，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自由

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等11家单位签署《三亚市知识产权协

同保护框架协议》，建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联席会议机制。

  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琼山分局开展涉知识产权案

件信息同步共享合作，实现知识产权案件线索移送、查办协作、信息共享与协同

保护。三亚市城郊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创建涉知识产权案件线索“正-反

双向移送”机制，探索构建“行刑衔接”机制。

全面开展法律监督

织密知产“保护网”

  2021年，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办理一起销售假冒驰名商标贵州茅台酒的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该院分管副检察长出庭公诉，抗诉意见全部被法院采纳，重

拳打击假冒商标犯罪行为。

  “我们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重点打击涉

及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事关企业生存和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健康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曾涛说。

  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引导规范侦查，对知识产权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积极与公安机关协调会商、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进一步解决取证难、固证

难、认定难等问题，保证案件办理质量和效果。

  2021年以来，该院提前介入一起由海口市公安局侦查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与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一起，就案件中涉及的“商业秘密”界定、商业秘密保护

措施、保密义务的关系、商业秘密的价值评估等关键事实，提出意见，为侦查机关

明确侦查方向。

  琼山区检察院知识产权办案组提前介入李某宇等6人非法经营案，促使公安

机关认定涉案金额从报捕时的200余万元到起诉时变更为500余万元，实现对知

识产权侵权犯罪精准打击。

  三亚市城郊检察院知识产权办案组提前介入一起由乐东县公安局侦查的中

种国际种子有限公司被侵犯商业秘密案，针对案件中遇到的植物新品种技术问

题，与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展交流座谈会，线上咨询北京植物新品种

专家，解决田间抽样送检程序、鉴定办法、证明效力、损失认定等问题，提升侦查

机关刑事取证效率和质量。

  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及辖区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立

足法律监督职能，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对知识产权案件开展立案、侦查、审判、公

益诉讼等全方位的法律监督，织牢织密知识产权保护网。2021年以来，两级检察

院共计监督公安机关立案3件、监督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4件、监

督法院民事执行工作3件、行政公益诉讼立案4件，制发检察建议6份。

检企共建凝聚合力

提升知产保护质效

  在办理王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在严格

审查基础上，基于被告方企业及法定代表人王某均系初犯，王某到案后自愿认罪

认罚，与受害方企业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到位的情况，依法对王某所在企业启动

合规审查。

  这主要得益于该院创新检察环节保护创新容错机制，在办理民营企业涉嫌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时，既依法办案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又全面落实认罪认

罚、企业合规审查等政策制度，帮助民营企业回归正常生产经营。

  此外，该院将“检企共建”作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2021年，

三亚市城郊检察院立足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内设有“南繁硅谷”、深海科技等产业的

区位优势，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设立派驻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展园区内法律服务。

  该院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通过“线上线下”，利用报刊、电视和

“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宣传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的

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成效。据统计，该院新媒体平台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最新

刑事司法政策等信息200余篇；利用“消费者权益日”“国际保护知识产权日”“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200余册。

  据统计，2021年以来，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三亚市城

郊检察院两级检察机关共办理提请批准逮捕涉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29件61人，受

理审查起诉42件104人，受理二审上诉、抗诉案件5件7人，审查备案案件25件46人。

  “当前，以科技创新驱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蹄疾步稳，知识产权是创新

的首要要素，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徐振华说，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将

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不断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融入构建知识产

权协同保护大格局，为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质效、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贡献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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