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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
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张文碧

“今日影视”“影视大全纯净版”，这是两
款曾经火爆一时的免费“追剧神器”，在各个
软件应用商城上的“五星好评”数以万计。

然而，这两款备受追捧的热门软件背后，却是全国网络影视平台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盗
链”侵权刑事案件——8万余部影视剧版权被“盗”，点击量达4000亿次，非法获利近4亿元。

“‘今日影视’等 App 上有我们网站几百部独家影片，这是严重侵权！”2022 年 5 月，国内
某知名视频网站向江苏省无锡市公安机关报案。经过初步调查，公安机关发现侵权影视
作品的数量有 600多部，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随即立案侦查。

经查，2017 年底至 2023 年 1 月，张某、孙某等人组织员工开发运营多款影视作品聚合
App，并将上述 App 挂靠在由张某实际控制的空壳公司，用以“盗取”未经热门网站授权的
影视剧数万部。

犯罪分子是如何绕过视频网站防范措施的？
应公安机关商请，我院依法介入，引导公安机关通过电子取证方式，查清了犯罪分子

的核心侵权过程——其通过“盗链”方式，也就是编写代码，向平台发出请求，骗取平台视
听作品的播放地址，并跳过平台原有广告。

面对日益猖獗的“盗链”传播，各大影视平台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打击防范，张某的
公司被多次告上法庭，但其常常选择与版权公司赔偿和解，花钱“息”事。如果涉诉太多，
就将 App 转移到另一个空壳公司，金蝉脱壳。

那它是如何运营的？既不向 App 用户收钱，还要出钱给版权公司，难道张某是让大家
免费“追剧”的“慈善家”吗？答案显然不是。

2023 年 7 月，该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审查后，我们发现，“财富密码”就藏在那一条
条广告里。

这些涉案 App 通过开屏、播放暂停、退出程序等界面插播广告，每个月的广告收入能
达到上千万元。

我院对涉案公司银行账户委托司法审计，结合广告后台数据、银行交易明细等，最终
认定张某、孙某等人采用上述方式传播视听作品 8.3 万余部，其中“盗链”传播 7.2 万余部，
点击量 4000 亿次，追加认定非法广告收入 1.92亿元后，全部非法收入累计高达 3.92亿元。

该案系高新技术领域新类型犯罪，涉案金额巨大，关联国内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盗
链”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

我院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提供技术协助并出具鉴定
意见；针对法律适用疑难问题，邀请高校专家学者召开专家论证会。最终，我们认为，张某
等人用“盗链”的方式传播他人作品，吞噬了影视公司的广告收入，侵占了影视公司的带
宽，实质侵害了他人对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4 年 1 月，我院以张某、孙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2024 年 6 月，张某、孙某
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2000 万元、400万元。

案件告一段落，该如何做好版权保护“后半篇文章”？
我们牵头开展“法护影视版权 筑梦文化强市”专项行动，与版权、公安

等部门签署版权保护行刑衔接机制文件，并推动 11 家知名影视企业共同
签署反“盗链”宣言，积极构建文化产业领域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追剧神器”的秘密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邓正蛟 陈琦

“ 麻 雀 是 国 家 保 护 的 有 重 要 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下称‘三有’动物），我们不能大规模
捕杀，不能捕捉、食用和出售。”近日，
湖北省当阳市检察院就一起野生动
物保护案开展“回头看”，向村民普及
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2020 年至 2023 年间，张某构建了
一 条“ 捕 收 养 售 ”野 生 鸟 类 的“ 流 水
线”。他雇用村民利用电子诱捕装置
和捕鸟网等工具，捕猎麻雀、黑水鸡、
禾花雀等野生鸟类。这些鸟类被捕后
经饲养催肥，宰杀冰冻后，通过客车、
物流等方式运往广东等地层层加价
销售成为餐桌上的“野味”。

2023 年 10 月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侦
查 ，当 阳 市 检 察 院 依 法 介 入 引 导 侦
查，并邀请宜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

对涉案鸟类进行鉴定。经鉴定，麻雀
属于“三有”动物，禾花雀（学名黄胸
鹀）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张某等人
使用的捕鸟工具也被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认定为禁用工具。

2024 年 10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发现张某的
账本中频繁出现“水鸡”字眼的交易
记录，但因一时没有水鸡实物，无法
对其进行种类和价值鉴定。

水鸡究竟是什么？承办检察官咨
询了相关部门特邀检察官助理。经分
析，对方表示“水鸡”可能是“三有”动
物黑水鸡，具体仍需进一步鉴定。承
办检察官随即建议公安机关组织张
某 对 水 鸡 照 片 进 行 辨 认 ，确 认 其 形
态。最终，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认
定，涉案“水鸡”学名为黑水鸡，属于

“三有”动物，由此张某收购、贩卖黑
水鸡的犯罪事实得以认定。

经仔细梳理审查现有证据，承办

检察官发现高某等上下游购销人员收
购、出售的野生鸟类数量较大，已达到
追诉标准，随即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
机关。最终追捕、追诉上下游犯罪人员
15 人（均另案处理），斩断“捕收养售”
犯罪链条，追缴赃款 16万余元。

该案中，公安机关对张某以涉嫌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猎
捕陆生野生动物罪移送审查起诉；对
猎捕到禾花雀和“三有”动物的村民
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
狩 猎 罪 移 送 审 查 起 诉 ；对 仅 猎 捕 到

“三有”动物的村民以非法狩猎罪移
送审查起诉。

经讨论，当阳市检察院认为对于
猎捕珍贵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应
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
诉；对于仅猎捕一般野生动物的犯罪
嫌疑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该
系列案件中猎捕人员均明知猎捕的
野生鸟类用于提供给他人食用，应以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
动物罪提起公诉。2024 年 12 月，经当
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分别以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猎捕、
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判
处张某等 10 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至五年三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3 万
元至 2万元不等。

当阳市检察院通过分析近 5 年辖
区发生的涉野生动物案件发现，近七
成犯罪嫌疑人年龄在 50 周岁以上，且
集中分布在 3 个乡镇。这反映出相关
部门存在普法宣传针对性不强、覆盖
面不足、发现制止违法行为不及时、
部门联动机制不畅通等问题。

据此，当阳市检察院向相关部门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相 关 部 门 随 即 开 展

“清风行动”，建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
法贸易联席会议等机制 3 项，发放宣
传单 1000 余份，深入村社、学校开展
普法宣传 12次，救助野生动物 24只。

把鸟儿送上餐桌的“流水线”
湖北当阳：全链条打击非法猎售野生鸟类犯罪

扫码看视频

国际爱鸟日·共同守护空中精灵

□本报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向静

日前，记者在四川天府新区检察
院采访时，了解到一位摄影爱好者发
现一起盗猎东方白鹳案的故事。

2024 年 1 月，摄影爱好者吴先生
到天府新区某水库拍摄鸟类。他正
透过镜头捕捉一只东方白鹳秀美姿
态时，这只“鸟中仙子”突然起飞，向
远处飞行了近 200米。

作为一种大型禽类，东方白鹳
突然起飞的情况并不常见，这引起
了吴先生的警觉。他沿着飞行的方

向 走 了 约 50
米，看到一辆蓝
色 轿 车 停 在 附
近，车上下来两
名 男 子 朝 着 东
方 白 鹳 方 向 走
去 。 约 十 分 钟
后，两名男子拎
着 明 显 装 有 重
物 的 塑 料 袋 回

来，吴先生通过镜头确认塑料袋口露
出鸟类脚爪。

吴先生和同行者初步判断东方
白鹳被两名男子抓走，立即喊话要求
男子将东方白鹳放下。两名男子闻
声惊慌，迅速上车驾车逃跑。吴先生
等人随即报警。

2024 年 1 月 29 日，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天府新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引
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通过调
取现场监控、询问目击证人、提取物
证等方式，确定了刘某等三人非法猎
捕东方白鹳的事实。

据调查，2024年 1月，刘某同宋某、
谢某携带气枪驾车至天府新区某水库
附近，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鸟类后，刘

某使用气枪射击致其受伤无法飞行，
随后三人合力将该鸟装入白色编织
袋。在逃离途中，三人被群众发现、追
赶，慌乱逃跑中将东方白鹳抛出车窗，
导致其下落不明。经鉴定，涉案动物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案发
后，刘某串通同伙虚构作案经过，并伪
造捕鸟现场试图掩盖罪行。

2024 年 9 月，天府新区检察院将
刘某等三人以涉嫌危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同年 11 月，法院公开开
庭 审 理 ， 经 审 理 认 定 刘 某 、 宋 某 、
谢某的行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分别判处三名被告人有
期徒刑一年至七个月不等，各并处
罚金 1 万元至 5000 元不等。同时，法
院判令三人连带承担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
失 10 万元，并在市级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

“ 天 府 新 区 作 为 公 园 城 市 首 提
地、‘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在生态环
境修复方面仍需加强协作，现就相关
工作提出以下建议……”2025 年 2 月，
天府新区检察院与法院共同向相关
部门发出《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和修复的联合建议》，建议相关部
门结合区域实际进一步优化综合施

策：在生态修复领域构建动态跟踪体
系，加强过程质量把控；深化跨领域
协同联动，通过畅通信息交互渠道形
成治理合力，共同提升生态保护工作
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发布联合建议，旨在守护公园
城市多元美好生态环境，希望通过我
们的共同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
向更高水平，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美
好的大自然。”承办检察官表示。

机警！摄友发现盗猎白鹳案
三名被告人获刑，检法联合建议完善生态修复机制

麻雀在我国生态保护政策中的定位经历了一个显著转变。上世
纪五十年代，麻雀曾被视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不利因素，一度被列入“四
害”。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
麻雀在控制农田害虫、维持生态平衡方面的积极作用。2000 年，麻雀
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2023年调整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确立了其作为国家保护动物的法律地位。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从“四害”到“三有”动物——麻雀

编者按 4 月 1 日是国际爱鸟日。鸟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对维持生态平衡意义重大。然而，猎售鸟类的恶

劣行径，严重威胁着鸟类种群的生存与生态的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打击偷猎、买卖野生鸟类犯罪，为鸟类的

生息繁衍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努力。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 物 种 红 色 名 录》中 属 于 濒 危

（EN）等级。其特征为全身洁白，
飞羽和尾羽呈黑色，双腿修长呈
红色；主要栖息于湖泊、水库、池
塘等边缘的浅水区，以鱼类、蛙
类和水生昆虫为食；分布于中国
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朝鲜半
岛等地，冬季南迁越冬。作为湿
地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其种群
变化反映着湿地环境健康状况。

摘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赵晓明

近日，四川省射洪市
一学校年级主任被爆多次

要求学生砸毁手机、手表，引发广泛关注。事件发生后，射洪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回应称，该教师未能控制好自身
情绪，经与学生家长协商，已作了相应赔付；市教育体育局已责
成学校充分认识此类问题的严重性（据 3月 31日澎湃新闻）。

毫无疑问，教师要求学生砸毁手机、手表的行为是非常
不妥当的。学生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作为拥有合法权益的个
体，同样依法享有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民法典第 267 条
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侵占、哄抢、破坏。该教师要求学生砸毁财物的行为已超越了
正常履职范围，逾越了法律边界。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于这
点，各方的意见是一致的。

明知是不妥甚至违法的行为，为什么发生了？这点更值
得深思。据了解，该事件起因是涉事教师在制定班规时，明确
禁止学生携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但涉事学生无视此规定，
不仅携带，还在上课期间公然玩耍。为了正常开展教学，教师
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持教学秩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
的。从制定班规的初衷来看，该教师制定禁止学生携带手机
等电子产品的规定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知识，便于开
展日常管理，措施本身并没有错。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个别学
生不服从管理，难免会让教师生气，碰上屡教不改的“顽童”，
可能更容易让教师情绪失控。对于教师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苦
恼，我们当然应该给予充分的“共情”。

但是，即便是有再多理由，多么情有可原，教师也不能以
超越法律底线的不当方式“维持秩序”。如果再深挖一层思想
根源，就应该看到，教师在愤怒之余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恰恰反映了这位教师法律意识的淡薄。为人师表，是教师受
到全社会尊重的原因之一。教师的责任从来不仅仅是教好
书，更重要的是育好人，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更要在课堂下做好表率。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对于教师来说，更要自觉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典范，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孩子们做好示范，教师要牢固树
立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教学管理与规则制定都要以法律为准绳，把握
好原则和尺度。即使遇到一时不听劝导或过于顽皮的学生，教师也不要因为情绪
失控等原因，冲破理性的约束，越过法律的底线。同时，要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理念融入日常教学中，及时将遵守法律与规则的意识传递给学生，培养学生的法
治意识。惩戒权是法律授予教师的权利。教师要正确理解教育惩戒的目的，把握
好惩戒的尺度和界限，探索有效的教育惩戒方式，做到教育方式合理、恰当、人性
化，更要时刻关注教育惩戒的后续效果，及时作出调整与修改。学校要对教师实
行教育惩戒进行有效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想让学生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教师要自觉做
到尊法守法，为孩子们打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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