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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这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 走进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

一区，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风格多变的瓷器杯具，设计精美的珠

宝首饰，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应接不暇。

　　“在义乌做生意真的太Crazy了！”近日，义乌市珒泰贸易有限

公司负责人、土耳其外商TUMA ENES拿到了营业执照，成为义乌

第100万户市场经营主体，从提交申请材料到领执照只用了一天。

　　能够实现快速办证的原因，就在于近年来义乌深化涉外法治

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上百万市场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法治环境持续向优

　　据悉，义乌市经营超210万种商品，与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有

着贸易往来，2022年贸易出口额首破4000亿元。

　　8月18日下午，一场围绕涉外法治改革主题的座谈会在义乌国

际商贸城司法所举行。义乌市司法局局长楼建明介绍，围绕浙江省

委三个“一号工程”部署要求，义乌构建多元化供给网络，制定《义

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服务十项举措》，涉及优化涉外法律

服务等十个方面，通过优化制度保障，深化政务便利，强化人才培

养，推进法治环境持续向优。

  此前，义乌就已发布《义乌市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十条》《义乌市

政法服务保障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

文件，推进法律供给一体化，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0到100万，从小商品到大产业，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

球”，义乌市场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法治环境的不断优化。

　　“作为一名在义乌扎根19年的创业者，我有幸参与见证了中国

高速发展，真真正正感受到了中国优越的营商环境。”3个月前，在

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展的出入境管理“助企双引直通车”活动上，马

来西亚籍外商郭集福这样感慨。

　　这种优越体现在义乌推进涉外服务“最多跑一次”，外国人办

理业务只需进“一扇门”，97.5%以上涉外事项“最多跑一次”，41个

事项办理一次不用跑等一系列举措。

　　义乌公安探索构建新型涉外服务管理体系，聚焦外商在各类

投资贸易环节，以出入境签证服务为牵引，探索外商投资居留“一

件事”业务，同时推出具备金融服务在内的外籍商友卡，让外籍人

员更好享受公共生活服务。

　　多元化法治人才供给是优化法治环境的重要一环。

　　义乌积极搭建涉外法律人才培育平台，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

务队伍，建立涉外律师人才库，邀请公检法部门、高校专家学者等

建立“X”个涉外服务专家库，实现一站式服务。

　　坚持培优育新，义乌与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建立青年律师涉外

业务培训基地，针对性开展涉外培训，在专业、学历、领域、能力等

方面实现提升。选派优秀律师赴外地律所进修实习，通过跨区域的

传帮带、跟班学习等形式，培育涉外律师新力量。

　　“义乌是开展涉外法治研究的重要窗口。”浙江省政协委员、浙

江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卡介绍，学院积极打造以非洲法研究为

特色、以中非协同创新为优势的“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团队，关注企

业对非投资动态，帮助义乌企业“走出去”，解决中非经贸合作中实

际问题，培养适应“一带一路”的国际法人才。

法治保障持续发力

　　驱车到国际商贸城四区，“诚信赢天下”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诚信是义乌市场持续繁荣的生命线。然而，随着国际贸易不断繁荣、竞争不断激烈，一些

不诚信贸易主体开始拖欠货款或货不对板，合同诈骗问题也时有发生。

　　“根据您提交的信息，我们经核查，该外商持短期签证，且在短时间内大量订货，均没有

支付货款，有较大风险，请不要交货。”8月5日，收到商户王女士在预警平台提交的信息后，开

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宣防工作的民警立即上门劝阻。

　　这得益于义乌公安2009年推出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及经济案事件预警平台，历经十多

年迭代发展，平台已成功预防、处置240起市场重特大合同诈骗案件，共挽回损失6.1亿余元。

　　为完善涉外纠纷预警处置机制，义乌加强经侦预警平台建设，构建覆盖常驻外商的“信用+

外贸”体系，针对“买单配票”、出口退税等违法行为，打造“信息收集、防范案件、打击犯罪、管理

服务”工作闭环，开通国际贸易信用互评互查，建立外贸采购、市场经营户基础数据查询平台，

制定完善市场失信行为采集、曝光、惩戒工作机制，全力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接触纠纷越多，越能感觉到中国式调解的独特魅力。”吉尔吉斯斯坦姑娘米卡是义乌市

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外籍调解员，经她手调解成功的涉外纠纷已有数十起。

　　2013年，义乌成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采用“以外调外”新模式，构建了

商城和谐新机制。十年来，这支由11个国家、12名外籍调解员参与的专业化队伍，已成功调处

涉外纠纷1189起，涉及金额1.31亿元，纠纷化解率达96%，有效保障中外客商权益。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义乌市人民法院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司法局等多部门创新打造

“浙里市场义码治理”应用，全链条打通纠纷治理流程，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应

用上线以来成功治理市场纠纷5916件，涉及标的金额5.8亿元，调解成功率从2020年的26%提

升至如今的58.22%；获评2022年度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优秀实践案例；入选2023政法智能化

建设智慧法院创新案例。

　　义乌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平台作用，以立法意见建

议征集带动形成学法普法新风。作为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联络站之一，鸡鸣山社区积

极参与反食品浪费法等17部法律法规的意见建议征询，征集意见403条，被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吸收采纳6条。

　　义乌还建立政企法治需求会商联络机制，在电商等行业培育公民法治素养观测点6个，

建立释法案例库169个，打造“商城云法”等学法平台，组建涉外法治宣传志愿者团队，提高涉

外法治宣传教育融合度。

法律服务持续提效

  “我只能说一点简单的中文，希望有专业律师团队，为我公司合规运营及全球业务布局提

供法律服务。”面对哥伦比亚外商的求助，北京盈科(义乌)律师事务所“蒲公英”公益法律服务团

队，利用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中心义乌分中心“种子”平台，高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方案。

  为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完善市场主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义乌就近集中设立法庭、

检察室、派出所、司法所、市场监管所等法治便民服务站点。创设全省首个营商环境市场法治

服务中心，加强自贸区法律服务，成立全国首个县级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为外贸企业提

供国际商事认证、调解、仲裁等核心服务。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连日来，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前往义乌国际商贸

城，对重点行业、重点商铺进行走访，精准开展“法治体检”工作。

　　“现在商户都要求我们提供品牌授权书，避免了很多风险。”经商多年的外商勒范说，他

深刻地感受到义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义乌强化重点领域服务平台，设立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知识产权诉调对接中心，推

动设立海外维权专家库，提供全链条公证数字化服务。

　　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叶向东介绍，义乌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集商标、专利、版

权、地理标志等“多权一体”的知识产权行政监管体系，公检法、海关等19个部门定期开展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打击行动，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侵犯知

识产权案件475起，案值528万元，罚没1052万元。

　　义乌法院依法加大对源头侵权、重复侵权、恶意侵权和规模侵权的赔偿力度，针对恶意

侵犯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依法支持权利人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加大侵权赔偿力度，坚持平

等保护原则，保障涉外主体合法权益。同时，义乌法院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耕知识产

权纠纷多元化解与司法保障服务，创新涉外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为中外当事

人提供公正、高效、多元的解纷服务，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工作走深走实。

　　金华市司法局局长李天标介绍，金华将在充分总结义乌方案的基础上，推动涉外法治供

给侧改革，持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全面深化推进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涉外纠纷治理“一

件事”、国际商事纠纷化解等改革，为涉外主体“走出去”“引进来”等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法

律服务和保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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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和人设极其相似 维权往往缺乏“实锤”

小说“融梗”，再创作还是抄袭？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 本报实习生 陈立儿

  前不久，小说作家沈南乔与玖月晞的

“融梗”、抄袭纠纷引发社会关注。沈南乔在

社交平台发文称，玖月晞的小说《一座城，在

等你》中，“伪兄妹”这一人物设定、性格、经

历等，与其作品《我只害怕我爱你》相似，并

列出了“调色盘”（抄袭文与原文进行对比的

表格）。玖月晞迅速反击，列出“反盘”（对于

“调色盘”的反驳），称不存在抄袭，“欢迎用

法律武器正当维权”。

  近年来，“融梗”二字频频和抄袭一起打

包出现，被不少网络小说作家和读者称之为

“更隐蔽的抄袭手段”。“融梗”没有官方定义，

通常被认为是对方未逐字逐句在表达上照搬

原文，但是故事发展的核心情节和人物设定

极其相似。

  多位专家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融梗”并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抄袭，但确实存在侵害著作权的极大可能

性，有些无异于是“高级抄袭”。实践中，对于

涉“融梗”争议的作品，存在举证难、维权难等

困境，要警惕将“融梗”美化为“借鉴”“致敬”，

让维权者望而却步、抄袭者逃避处罚，挫伤原

创者的创作热情。

融梗争议频繁发生

是否抄袭不易判断

  今年年初，吉林省长春市的田女士发现

自己在网络平台上发表的作品被“融梗”了，

对方作品的名字、封面、主题都与原文章高度

相似，“可以说是直接照着扒下来的”。

  更让田女士震惊的是，“融梗”她作品的

人正是她的粉丝，还经常在评论区和自己互

动。田女士随后私信了对方，起初，对方一口

否认“融梗”，但看到田女士制作的两部作品

的对比图后又承认了。

  最终，双方商议的结果是，由对方在发文

平台上公开向田女士道歉，并将道歉声明置

顶。看到对方的道歉声明避重就轻，田女士便

想要进一步维权，但又感觉困难重重：作品

“融得很碎”，不是简单地照搬。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小说作品中的“融

梗”争议频发，尤以网络小说为最。

  此前，某网文平台作者暮雀啾啾的作品

《童话后遗症》被网友指控“融梗”作者耳东兔

子的《陷入我们的热恋》等多部作品，包括男

女主人设、关键剧情点都极其相似。最终，暮

雀啾啾发文向作者耳东兔子道歉，称自己在

描写中存在“借鉴过度”的行为。目前，网文平

台显示《童话后遗症》违规。

  记者以“融梗”一词在各大网络平台进行

搜索，发现有不少网络写手发文称自己的作

品内容被人“融梗”。对于“融梗”行为，绝大多

数作者嗤之以鼻，有一位百万粉丝的作者曾

发文直言：“一个文核心梗就那么多，哪个凭

真本事写文的人不清楚？融梗抄梗的情况，我

坚决抵制。我也恳切希望，我的读者都能抵制

这种行为。这是对原创作者的保护。否则原创

将死。”

  对于“融梗”行为，不少读者直言“完全不

能接受”。广东湛江的黄舒舒（化名）说：“比起

抄袭，‘融梗’行为某种程度上更让人难以忍

受。因为逐字逐句抄袭可以直接上证据，但被

‘融梗’的作者往往很难自证，一些‘融梗’的

人还美其名曰‘借鉴’或‘巧合’。”

  不过，也有读者表示并不介意小说是否

“融梗”。在北京海淀上大学的沈默（化名）认

为“融梗”和抄袭不同，抄袭是“大面积”的模

仿，而“融梗”只是一小部分情节的借鉴，“如

果‘融梗’部分不是作品的核心，并不会影响

我对该小说的观感。”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

耀明说，“融梗”并非法律用语，而是网络流行

词。通常认为“融梗”是指网络文学创作过程

中汇集各方创意，在作品人物设定、故事套路

等方面借用他人智力成果的行为。“融梗”并

不能完全等同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抄袭，不

过实践中“融梗”确实存在侵害著作权的极大

可能性。

  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正志告诉记

者，从法律角度评价，“融梗”与抄袭之间并不

能画上等号。“抄袭”一词对应的是著作权法

语境下“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抄袭者应当

承担法律责任。“融梗”一词并非法言法语，边

界不明，“融”的对象、“融”的程度都可能影响

着“融梗”行为的法律评价。“并非所有的‘融

梗’行为都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侵权行为。”

  采访过程中，一些网络写手表示，正是因

为“融梗”的上述特性，导致“有苦难言”。

  来自甘肃的网络写手原女士在社交平

台发文称，自己的文章“被两个大佬拆分章

节多次融梗”，但她深知，如果辛辛苦苦做

“调色盘”发出来，大概率对方也不会得到制

裁，还会“引来其他抄袭的人抱团踩”。她告

诉记者，被“融梗”的写手，尽管气愤，但绝大

多数不会维权，顶多在社交账号上吐吐槽。

“因为没办法‘捶死’对方，官方也没有‘融

梗’的明确界定，太较真反而可能给自己带

来麻烦。”

  记者调查发现，作者或读者提出某部作

品涉嫌“融梗”时，通常会发出原作品与抄袭

作品之间的“调色盘”，内容包括作品具体的

发布时间，文章内具体的场景描写、故事的发

展脉络、小说人物的性格设定等，将两部作品

存在相似甚至相同部分进行逐一比对。

  然而，很多时候“调色盘”并不足以让人

信服。北京市民陈女士已有近10年的网络小

说阅读经历，也见证了不少网络小说作者或

读者以“调色盘”形式声讨。她说，“融梗”问题

涉及人物设定、故事背景、剧情走向等比较难

以用一两句呈现概述的内容，“有的作者为了

‘锤’别人，夹杂了大量自己的观点和情绪，挂

人‘融梗’最终翻车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构成侵权条件严格

融梗维权存在困难

  从调查情况来看，“融梗”争议往往停留

在双方网上骂战，各说各话，大多不了了之，

仅有极少数作者选择通过法律维权。

  2022年3月，网络作家祖占发文称，其起

诉另一位网络作家玖月晞的《小南风》侵犯其

作品《越过时间拥抱你》著作权一案已立案。

该案也是作家庄羽发起的反剽窃基金成立

后，帮扶的案例中第一个走到诉讼阶段的。

  根据反剽窃基金官方人士回应，《小南

风》一书中绝大部分元素，包括故事背景、架

构和讲述的脉络均来自《越过时间拥抱你》，

甚至人物均能一一对应，但两部作品没有任

何语句是完全重合的，“最接近的情境之下语

句的描述和对白也有着细微的差别”。

  据反剽窃基金管委会委员岳屾山律师介

绍，历时4个月，反剽窃基金请专家和大学生

志愿者对两部作品进行阅读比对，在汇总了

参与阅读比对的志愿者出具的阅读报告基础

上确定给予帮扶。目前，该案已两次开庭

审理。

  “融梗”争议，司法维权到底难在哪？

  王正志认为，一方面，被指控“融梗”的小

说往往已是热门作品，维权者诉诸法律途径

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如果诉诸

法律，司法在文学作品侵权的认定上尚不明

朗，个案之间差异性较大；即使胜诉，获赔金

额往往也与投入的时间、精力不成比例。

  在徐耀明看来，除了高昂的诉讼成本，侵

权定性难也极大地拉长了此类“高级抄袭”案

件的审理周期，同时非常考验原告律师和法

官的专业水准。

  根据公开资料，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曾于2019年对12位作家诉《锦绣未央》小说

抄袭案作出判决，一审认定抄袭行为成立，

判令被告周静（笔名秦简）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立即停止对小说《锦绣未央》作品的复制、

发行及网络传播，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锦

绣未央》小说有多处直接复制其他小说原

文，也有部分内容被指“融梗”，但在表述上

“巧妙”地进行了“二次创作”。此案尘埃落定

后，不少网友感慨道：“‘融梗’终于也有了认

定抄袭的希望。”

  朝阳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谢雨佳说，当

权利作品与被诉作品独创性的具体表达构成

实质性相似时，法院可能认定被诉作品构成

侵权。首先需要确认进行比对的样本，即权利

作品与被诉作品的具体表达部分。如果人物

关系、特定情节的设置已经足够丰富，则可以

视为具体的表达。“著作权并不保护思想，只

有具体表达上的实质性相似，才可以认定为

著作权侵权。”

  谢雨佳说，“融梗”作品侵权认定的难

点即在于对改编与合理借鉴的区分。改编，

即在原作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创作活动产

生新的演绎作品，虽然改编作品的作者也

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但其未经原作者的许

可，属于侵权行为。而借鉴可能是指单纯利

用权利作品思想而非表达的行为，也可能

是指合理使用。

  “思想上的借鉴并未涉及侵害权利作品

独创性成果，通常不认定为著作权侵权，而具

体表达上的借鉴是否构成侵权，则需要考量

借鉴内容所占比例。这个比例的考量，不仅要

进行量化的考虑，也要从借鉴内容的重要性、

表达独创性角度，即质的维度考量，评判标准

需要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进行个案分析。”谢雨

佳说。

以相关类案做指引

妥善保护原创作品

  据徐耀明介绍，近年来，涉及“高级抄袭”

的“融梗”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今年6月，中南

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联合湖北省版权保护协

会发布“2022年度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十

大典型司法案例”，其中就收录了这样两件涉

小说抄袭的案例。

  在朱茹月与某出版社有限公司、罗某、某

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中，朱

茹月认为《海兰珠传奇》中的第一章至第九章

是对小说《独步天下》进行“融梗”创作，在17

处主要情节、10处一般情节、多处语句上进行

抄袭，遂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从两部

作品构成相似的主要情节和一般情节、语句

篇幅来看，结合作品整体表达占比情况，并不

在合理限度内。判决罗某与某出版社有限公

司停止出版发行侵权图书，赔礼道歉，并赔偿

经济损失（包含维权合理费用）7万元。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被指控“融梗”

的作者往往以“相似内容、情节属于公有领域

素材范畴或惯常表达”为由，辩称不构成

抄袭。

  对此，谢雨佳结合案例解释说，在文学作

品中，通常涉及“特定情境”“有限表达”“公有

领域素材”等认定。在考虑使用特定情境、有

限表达及公有领域素材为基础形成的作品及

内容是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时，应重点判断

作者是否加入了独创性智慧表达而赋予相关

成果的独创意义。如果相关作品的内容足以

认定为具体的表达，对于其是否属于特定情

境等，这一举证责任在于被告。

  王正志认为，对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新现

象，过去的侵权判定方法在适用上面临诸多

难题，法院亟待探索形成与之适应的裁判规

则和方法，对具体环境下的“融梗”行为进行

准确认定，既不能让作者不合理地垄断公有

领域元素，也不能让“融梗”一词动辄成为抄

袭者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让法律武器成为

原创作者可以信赖的维权途径，让抄袭者不

敢以“融梗”为借口打擦边球。

  在徐耀明看来，“融梗”争议的存在归根

到底是抄袭乱象的存在。网络文学抄袭现象

要从源头治理，即网络文学原创平台应当切

实担负起责任，加大对网络小说的审核力度，

在平台层面，为作者及读者提供一个和谐、健

康的创作与阅读氛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

和算法等技术在版权保护领域的深度应用，

未来有望通过技术手段强化源头治理。同时，

国家及相关部门做好立法规范及引导工作，

对多次涉及抄袭的劣迹网络作者，采取封禁

措施。

  岳屾山认为，“融梗”和抄袭之间应该有

一条分界线，超过这条线就可以被认定为抄

袭，但由于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及法律的滞后

性，目前在著作权侵权领域还没有这样一条

明确的区分标准。反剽窃专项基金也希望通

过帮扶和拆解一些典型的案例，普及著作权

相关知识，倡导公众对著作权和知识版权的

尊重。

  谢雨佳告诉记者，近年来，法院严格执行

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举措，加大侵权损害赔偿

力度，积极研究处理新类型案件，切实保障著

作权人合法权益。“在新的产业变化与数字经

济的飞速发展下，著作权领域新的问题层出

不穷。我们将通过个案裁判经验的总结，不断

提升对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水平。”

漫画/李晓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