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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

风险沟通机制研究*

摘要：通过对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事件利益相关者分析，提出风险沟通机制，调节利益主体间关系，

从而推动网络著作权环境的建设和健康发展。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利益相关者整

理和分类，以百度贴吧侵权事件为例，以其风险沟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为研究对象，对网络信息资源

著作权风险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不同利益主体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并基于分析结果和利益

相关者理论提出风险沟通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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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受众数字化服务需求日益膨胀，网络

内容服务商需不断更新和扩充自身内容以满足受众需

要。然而由于网络信息资源的不确定性及来源的复杂

性，大量著作权侵权问题随之而来。2005年，Google数
字图书馆因资源涉嫌侵权被诉；2011年，韩寒等50位作

家状诉百度文库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并关闭百度

文库；2012年，书生公司以其独家版权内容被长期盗用

为由，将盛大文学告上法庭。

面对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的困扰，国内外开始逐

渐重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研究工作。Tet rel对
网络著作权风险和利益进行维度分析，并提出平衡二

者的有效管理办法[1]；Calvert分析数字资源获取的侵

权风险，并提出风险规避和应对策略 [2]；刘震等通过

WBS-RBS方法分析网络信息资源采集过程，并对其中

著作权侵权风险点进行识别[3]；李婵等建立网络信息资

源著作权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可拓理论对网络

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进行评估[4]；杨小兰分析网络服务

提供商著作权运营中的法律风险，提出识别、评估和处

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的方法，建立有效风险防

范机制[5]；张文德认为著作权侵权必须具备侵权的事

实、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的主观上有过错[6]。

显然，国内外对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技

术和法律层面，即对网络著作权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

制；风险的法理辨析及制度保护等方面研究，主要强调

网络著作权技术层面风险的防范、处理及侵权的法律

责任，尚缺乏风险沟通方面的研究。网络著作权风险由

各方面利益主体参与主导并在风险过程中发挥作用，

甚至影响风险管理结果。因此，与利益相关者进行风险

沟通，对各方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本文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事

件中利益主体间不同态度和诉求进行分析，并据此提

出相应的风险沟通机制，协调与利益群体间关系，从而

推动网络内容服务和良性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生态环

境的建设和发展。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1.1 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起源于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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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60年代，起初是为研究企业股权管理。通过学者的

逐步研究和总结，形成各有侧重的概念界定，其中国内

以陈宏辉等的表述较具代表性：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投

入资本，并因此承担某些形式的风险，企业在目标实现

过程中受到利益相关者活动的影响，同时企业的目标

实现也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活动[7]。本文认为，网络信息

资源著作权风险利益相关者是对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

风险主体目标实现产生影响并承担一定侵权风险，同

时被风险主体目标实现过程所影响的群体或个人。

1.2 风险主体

网络内容提供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是以

网络信息资源为核心的商业主体，它以定期或非定期地

向用户提供信息资源为活动手段，以最终获得经济盈利

为目的。然而，由于信息资源来源的复杂性和管理的不

完善性，网络内容提供商极易成为网络著作权风险主

体。因此，与各利益相关者间针对著作权问题进行有效

风险沟通、平衡多方面利益关系，成为网络内容提供商

首要解决的问题。

1.3 风险主体利益相关者分类

Mitchell等提出利益相关者打分法，风险主体从合理

性（legilimacy）、影响力（power）和紧急性（urgency）三
种属性对自身利益相关者进行打分，从而确定利益相

关者所属细分类别。合理性指某群体对风险主体是否

具备法律上的索求权[8]；影响力指某群体对风险主体地

位所拥有的影响手段和相应能力；紧急性则表示某群

体诉求得到风险主体管理层重视的及时程度。

根据利益相关者定义及网络著作权风险具体情

况，本文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主体（以下简称

“风险主体”）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侵权风险主体、被侵

权组织、作者、政府机构、用户、同行业者6类。按米切

尔法对利益相关者三种属性进行评分，得到最终细分

类型如表1所示。

1.3.1 决定型利益相关者

决定型利益相关者同时拥有对风险主体极高的合

理性、影响力和紧急性，其需求、动作和反应直接决定

风险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包括侵权风险主体、被侵

权组织和政府机构。绝大部分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侵

权是由于侵权风险主体自身内部管理缺位而引起的，在

信息资源使用过程中，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信息内容

来源的不确定性，网络信息资源不便监管，极易引发著

作权侵权风险。不仅使被侵权方既得经济利益遭受侵

害，还可能导致侵权方因此名利双失，陷入市场竞争的

被动局面。政府机构作为公信力代表，不仅是相关法律

的缔造者，也是市场运营的监管者，通过规章制度对网

络内容提供商活动形成约束。

1.3.2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用户和作者是风险主体的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其与

风险主体关系紧密，三种属性中有两种均在中等以上，

极易转化为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用户作为网络内容提供

者间竞争角力的重要筹码，其主导所产生的社会舆论

将对风险主体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作者与网络内容

提供商签订著作权契约，通过著作权转让获取经济利

益，同时承担著作权的侵权风险。

1.3.3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指三种属性中有两种均在中等

以下的利益群体。同行业者与风险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同行业者在风险事件中的态度表现

可能对风险主体的处理方式产生影响，同时风险事件

结果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同行业者未来风险事件决策。

2 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指个人或群体、组织间进行风险信息交流

表 1 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利益相关者属性及分类

侵权风险主体

被侵权组织

政府机构

用户

作者

同行业者

利益相关者
属  性

合理性 影响力 紧急性 细分分类

高

高

高

中

高

低

高

高

高

高

中

中

高

高

高

高

高

中

决定型利益相关者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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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动的过程。风险沟通过程不仅多角度地体现重大风

险信息、风险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重点及反馈态度，还能

根据利益相关者特点及风险侧重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沟

通策略[9]。本文将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作为

第一阶段，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作为第二阶

段，与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作为第三阶段，得

到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沟通图谱，如图1所示。

于贴吧平台上通过盗版文字和链接的方式传播侵权作

品，被阅文集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百度公司

迅速回应“即日起关闭部分文学类目贴吧，对盗版内容进

行全面清理”，因此被封停的贴吧数量达3 000多个[11-12]。

其中，各利益群体的反应莫衷一是，值得关注。

百度公司对文学类贴吧采取“封吧”措施后，阅文

集团起点中文网创始人林庭锋在其微博中将此次事件

形容为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维权“短暂的胜利”，不少

原创作者群体也纷纷发声对此举表示支持。国家版权

局对此表示肯定，百度贴吧此举一方面有益于整顿网

络信息资源传播秩序，另一方面也反映百度公司对著作

权人权利和著作权保护的日益重视，有助于社会著作

权意识的提高。然而，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以关停文学类

贴吧“一刀切”的方式对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整顿排

查，虽于百度公司而言操作相对简便且效率较高，但在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普通用户使用体验[11]。

以上观点虽不能代表全部，但从目前网络相关事

件搜索结果来看，至少代表参与此次事件绝大多数利

益相关者的趋同性认识。由于背景和利益的差异，利益

相关者在事件中呈现出各有侧重的独特视角。

3.2 利益相关者分析

3.2.1 百度贴吧——侵权风险主体

与大部分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网站类似，百度贴吧作为一个开放、共享的信息交

流平台，内容由用户参与、创造并主导，通过用户兴趣趋向

的多样化划分，逐渐形成主题高度聚合共享的社区。从用

户角度看，用户于贴吧平台上创造、上传、传播信息内容，

获取内容共鸣和资源分享的满足感；从百度角度而言，这

些信息内容也为贴吧吸引大量用户和流量。然而，由于平

台自身著作权保护机制尚待完善，加之部分用户著作权意

识淡薄，通常未经原著作权人授权就在贴吧内擅自上传

他人作品（包括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由此极易造

成著作权直接侵权。百度公司作为贴吧服务主要提供者，

在基于UGC模式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对用户侵权行为负有

间接责任，应承担侵权防范义务和侵权注意义务[13]。

3.2.2 阅文集团——被侵权组织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将他人

风险主体

第一阶段

同行业者

侵权风险主体 用户

作者被侵权组织

政府机构

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图 1 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沟通图谱

在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下，侵权风险主体、被

侵权组织、政府机构、作者、用户、同行业者共同构成

风险沟通完整的生态链。但由于价值立场和核心利益

关系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风险事件中的立足点和观念

存在差异，因此，只有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点制定

有针对性的风险沟通机制，循序渐进地进行风险沟通，

才能使利益主体间消解信息顺差，建立信任关系，最终

实现利益均衡和共赢。

3 案例分析

百度贴吧作为网络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典型平台，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参考性。据2015年艾瑞咨询公司

统计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若将盗

版网络文学作品对应其正版费用进行价格计算，PC端

付费阅读收入损失合计约43.2亿元，移动付费端阅读

收入损失合计约34.5亿元。在77.7亿金额的损失中，有

64.3%的来自论坛及百度贴吧[10]。因此，本文以百度贴

吧网络文学侵权事件为例，对其中利益相关者进行分

析，并据此提出相应风险沟通机制，为网络信息资源著

作权风险应对提供建议和参考。

3.1 案例背景

2016年5月19日，百度公司因涉嫌未经作者授权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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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品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并传播，需取得原著作权

人许可并按标准向其支付相应报酬”。然而，阅文集团

发现旗下独家著作权作品包括郭敬明的《爵迹》、辰东

《完美世界》等近3 000部网络文学小说，均在百度贴吧

以发帖的形式对小说内容进行或多或少的发布，有些甚

至全文呈现。这些贴子拥有较高的阅读量，吸引了大量

用户追随。不同于百度贴吧利用粉丝效应打造社区文

化的运营模式，阅文集团依靠旗下原创文学作品吸引读

者，但二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一致的。阅文集团作为

全球最大的正版中文数字图书馆，付费阅读收入占据

网站盈利的重要位置。百度贴吧的侵权行为不仅蚕食

其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对方应

有的用户量。将阅文集团损失量化为具体金额进行计

算，阅文集团累计向百度公司索赔5 000余万元。

3.2.3 政府机构

国内关于网络著作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在“避

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上争论不休，尤其是“避风

港原则”，依然被某些企业视为著作权纠纷的“免死

金牌”，但这绝不是其逃避侵权责任的借口。2014年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

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

步具化网络用户的侵权认定和网络内容提供商侵权责

任范围。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国内网络环境的特

殊性，法制建设仍具有一定滞后性，需要不断从实践中

总结和探索。百度贴吧此举，是互联网企业在网络信息

资源侵权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有利于政府机

构根据中国互联网著作权产业的发展现状调整立法建

设，加强执法力度，完善法律监管和市场监督机制，营

造良好的网络著作权生态，推进中国互联网著作权产

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3.2.4 用户

对于用户而言，百度贴吧在实现自我社交满足的功

用上无可替代。在同类系产品中，QQ空间、微信致力于

打造个体个性化内容，在社交关系重塑、关系链及隐私

保护、优质信息过滤方面进一步优化，但二者对社交关

系的塑造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虚拟性较弱；微博的热

点扩散式传播独树一帜，但无法对用户兴趣内容进行

精准定位，而百度贴吧填补了这方面空缺。根据马斯洛

需求理论，个体在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后，开始通过社交寻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包括他人对

自身的尊重及自我实现，用户通过百度贴吧创建虚拟账

户，对自身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精确搜索，创建贴吧、参

与目标话题下内容讨论及交流，甚至成为兴趣内容聚合

范围下的意见领袖。百度公司封停贴吧之举，在用户群

内褒贬不一，部分用户表示理解百度公司的治理举动，

但由于百度公司简单地对文学类目贴吧进行封停，而非

具体甄选和识别，导致大部分无侵权内容贴吧无辜受

到牵连（如大部分已过著作权保护时间的古典文学），

漏网之鱼也有不少（如充斥盗版内容的莫言吧等）。因

此，大部分用户对百度公司此次行为诟病不已，认为其

“一刀切”的封吧举动是不考虑用户体验的表现。

3.2.5 作者

作者定期通过阅文集团文学平台对其作品进行发

布，按作品点击率、阅读量或读者“月票”打赏数量、VIP
订阅等形式计算稿酬。但百度贴吧对平台版权所有作品

甚至付费内容的“盗贴”由来已久。由于大部分用户同步

阅读和交流的需求，“更新团队”在百度贴吧应运而生。

他们对其他文学平台作品内容进行抓取，整理后在百度

贴吧发帖。与在原文学平台阅读作品不同，百度贴吧浏览

“盗贴”无需付费，还能在主题帖中与志同道合的网友

进行同步交流。但对于作者而言，盗版文学的影响巨大。

虽然百度贴吧对内容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广作用，

使作品被更多网友熟知，但终究弊大于利。百度贴吧阅

读用户作为作品的追随者，属于潜在客户群，但由于贴吧

的“盗贴”引流，直接导致正版订阅数量下跌，潜在流量

无法变现，经济利益的流失严重挤压作者生存空间。因

此，大部分作者表示百度公司此举振奋人心。

3.2.6 同行业者

网络著作权风险主体并不只有百度贴吧，业内各种

SNS社交网站及软件媒体也是著作权侵权的重灾区。

其中，著作权侵权内容不仅局限于网络文学，还包括图

片、视频、音频、游戏等；以著作权大数据监测平台冠

勇科技所统计的国内外最新上映电影《忍者神龟2：破
影而出》和《赏金猎人》数据为例，截至2016年7月8日，

两部电影的侵权视频及链接共2 954条。其中，新浪公

司旗下微博、博客产品，百度公司旗下百度贴吧、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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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侵权产品内容高达1 833条；网盘侵权内容累计350
条；其他资源网站及电商侵权数量分别为594条和178
条[14]。在百度贴吧整风的缩影下，网络内容服务业的盗

版之风依然大行其道，不仅导致著作权所有者权益受

到侵犯，也极大地伤害行业的创作热情，不利于健康、

可持续的行业秩序建立。

4 风险沟通机制

以百度贴吧事件利益相关者分析结果为参考，将网

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利益相关者诉求整理如表2所
示。根据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制定相应风险沟通

机制，以便风险主体有针对性、侧重性地执行风险沟通。

作关系；管理部门通过查漏补缺，建立风险识别、风险

预警、风险治理三位一体的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管理机

制，定期组织进行风险沟通，并通过沟通结果对风险管

理内容不断完善；领导层以身作则，加强网络著作权保

护宣传，开展知识产权知识培训，培养员工知识产权素

养和参与知识产权健康生态建设的社会责任感。

（2）协作共赢。资料显示，阅文集团申诉是针对百

度公司侵权行为的最后通牒，此前通过贴吧举报及网

络抗议，百度并未对此采取任何行动[15]。因此，风险主

体除加大力度对自身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核查以外，还应

主动畅通与外界沟通渠道，及时处理外界反馈并积极

思考如何与被侵权方展开合作。如阿里文学周运所言，

“网络文学的发展将经历内容为先、渠道为王、用户创

造内容三个阶段”。目前，我国网络文学正处于“渠道为

王”的时代，阅文集团生产版权拥有优质作者，但其单

一的文学交互平台导致除作品付费阅读以外的商业价

值衍伸性较弱。而百度贴吧与生俱来的优势在于其主

题粉丝聚合性和强大的粉丝经济效应，具有对作品宣

传及价值衍伸的强大后劲。风险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走向

共赢，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主体应尽快抓住此次

文学渠道拓展窗口期，化冲突为合作，寻找自身互补性

优势定位，加强与版权机构、著作权所有组织的沟通，

开展正版版权分销合作或资源置换合作等最大限度挖

掘自身平台价值。

（3）交流推进。在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保护之声

尘嚣日上的今天，政府的社会公权力执行日益重要，推

进健康有序的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建设是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但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知识产

权管理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及技术体系的支撑。风

险主体在著作权实践中应积极加强与政府机构的交流

合作，为著作权保护法的完善提供参考，推进法律条

文制定的规范性、针对性和操作性，为创新内容和优质

作品提供良好的保护，进一步营造秩序良好的网络生

态环境。

4.2 第二阶段：尊重、保护、信任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与风险主体关系密切，用户和作

者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创造源泉，百度公司“一刀切”的

行为无疑是不可取的。这样虽使百度公司简化侵权内容

的审查流程，但于用户体验而言得不偿失。作为中国互

联网“用户创造内容”模式的核心平台，网络文学的正

表 2 网络信息资源著作权风险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分析

利益相关者 利益诉求

侵权风险主体

被侵权组织

政府机构

作者

用户

同行业者

合法营利，维护自身

权益，增强竞争力

合法营利，维护自身

权益，增强竞争力

完善立法，推动执法

提高知名度，维护自身权益

用户体验

行业秩序

沟通阶段

第一阶段

（决定型利益相关者）

第二阶段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第三阶段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4.1 第一阶段：完善、共赢、推进

决定型利益相关者对风险主体的核心利益有决定

性作用，因此，做好第一层级风险沟通对风险主体至关

重要。

（1）自我完善。过去半年中，百度公司一方面对自身

产品涉及的盗版内容进行治理和整顿，平均每月关闭、删

除相关侵权内容或链接2万多条；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百

度阅读及其相关业务，培养签约作者，形成自主知识产

权。但由此次侵权事件来看，风险主体单一地作出处理是

不够的，著作权侵权无疑是一场需要全方面动员的风险

沟通之战，需要与内部所有监管层保持良好沟通。要求

技术部门加强技术审查手段的研发和实用，定期检视著

作权风险控制漏洞，对数据库内容进行自查并及时删除

侵权资源，或向著作权方取得合法授权或购买并建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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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化和监管问题也需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然而，前期

文学网站盗版内容乱象丛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网络文

学“拿来主义”和用户免费阅读习惯的养成。因此，风

险主体在该阶段的风险沟通应主要着力于三点：（1）加
强著作权意识和正版化宣传，在尊重用户体验的基础

上逐步建立付费机制（如引入“打赏”模式等）；（2）鼓
励作者创造优质内容，建立完善的著作权建设机制和

作者权益保护体系；（3）打造畅通的沟通渠道，重视倾

听用户意见，重新树立公众信任。

4.3 第三阶段：参与、整合、建设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转化为预期

型利益相关者，甚至对风险主体的目标实现产生关键

作用。同行业者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竞争者，还是行

业未来的共同建设者。一方面，风险主体应以身作则，

建立科学、长效的网络著作权管理和保护机制，参与行

业环境的净化和整顿；另一方面，整合行业资源，打造

以著作权为基础的行业生态圈。就目前网络信息资源

领域而言，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早已脱离前期单一的

著作权发展模式，逐渐衍伸为以著作权为根基，网络文

学、影视、动漫、游戏及周边全面发展的庞大文化产业

链。因此，还应注重与网络信息资源文化产业链各节点

间的合作，整合行业优质资源，积极推动业建立良性、

健康、流通的资源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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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opyright risk events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put forward the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main bod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copyright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akeholder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copyright risk stakeholders, Baidu Post Bar's infringement event as an example, the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benefit demand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copyright risk 
subject. There i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y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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