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茵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图书反盗版上，她连续两年以人大代表的

身份呼吁重视知识产权，严厉打击盗版行为。2023年她提交了关于健

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制定《反盗版法》的建议。今年，她再度呼

吁：防止利用数字技术侵害知识产权，加大图书反盗版力度。

在接受采访时，戴茵说自己是一个来自基层的代表，一辈子没做过

大事。做人大代表，也准备从小事做起。

据悉，戴茵去年提出了关于药品说明书适老化的建议，得到了人民

检察院的积极响应，运用检察公益诉讼，推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无障碍

改造进入试点阶段，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看不懂的问题有望近期解决。

这给了她很深的启示——小事大有可为。

今年全国两会，戴茵主要关注两个领域：出版和适老化。戴茵坦言，作为编辑非常担心现在

的图书盗版对内容创新的冲击。在新媒体时代，盗版技术更加先进，盗版渠道更加多元，盗版品

种和规模扩大，维权困难，导致整个行业被盗版困扰。因此，她今年提交了防止利用数字技术侵

害知识产权，加大图书反盗版工作力度的建议，希望全社会能重视反盗版工作。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5年，因此，我准备用这5年时间死磕难题，

争取5年后回头看不会对自己失望。”戴茵如是说。 （陈 麟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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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在出版

业从业37年的李岩来说，是一个新的

起点。履职一年来，李岩“过得很充

实，收获很大”，他参与了多项政协工

作：调研学习、出访、文化下乡、专题协

商会、提案会、走访其他相关民主党派

等。李岩告诉记者，在此过程中，一是

向其他老委员学习敬业精神，他们的

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都值得学习；二

是跳出行业，更多反映民众呼声。李

岩笑着说：“之前更多地考量出版行业

自身的问题，如行业的发展前景、行业

的困境等，现在更多地思考整个社会

的发展问题，涉及的面比以前宽了，通

过从民众中了解问题，提出议案，再回

归到百姓中，实现问题的不断完善和

解决。”也因此，李岩觉得自己更接地

气、更加体会到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

员肩上担负的责任。

带着这份责任，今年的全国两会

中，李岩重点关注两个话题：

一是以法律形式维护图书固定价

格。“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有些行业

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在出

版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图书出版总量

得到有效控制，重版率显著提升。但

有些问题一直没有进展，其中比较紧

迫的就是图书定价和相关的折扣问

题。”在2023年的两会采访时，李岩向

记者说道。今年，他再度呼吁：“建议

以法律形式来维护图书固定价格”。

李岩说，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

国等，基本都采用图书固定价格制。

如法国的《朗恩法》规定，图书出版2年

内，书店降价幅度不能超过定价的

5％；德国的《图书定价法》规定，新书

出版18个月内无折扣。因此，李岩认

为中国出版业应顺应国际趋势，“新书

按固定价格销售，一年内不打折”，该

举措有利于解决当下行业价格战乱

象，避免破坏行业整体发展趋势。李

岩进一步解释说：“一年价格保护期之

后，图书价格可按照市场需求，如图书

的内容印装质量、读者的喜好程度、著

作者的著作权要求等，给予一定折

扣。同时我也不赞同针对大幅度降低

折扣采取提高图书定价的办法，这样

损害的是读者的利益，反过来对行业

发展造成伤害。”

二是多维度培养高端古籍人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

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赓

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富矿宝藏，传

统文化与文化遗产是出版与学术研究

互动的丰厚资源。“作为出版工作者，

将始终以传承与创新为使命，致力于

古籍文化的研究、编辑、出版与传播，

推动古籍数字化、学术研究和文化交

流，培养古籍出版人才，促进古籍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贡献力量。”李岩表示，近几年实

施的《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系统性保

护整理出版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对

现存的大型古籍文献出版起到带动引

领作用，“文献整理工作已全面展开，

未经整理的遗漏的大宗文献不多了”。

当下，出版人才培养已经从多家

出版集团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初级阶

段发展到产学研结合的深入阶段。从

业37年，李岩对出版依旧满怀深情，也

深知古籍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令人欣

慰的是，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

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

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有学位授权

自主审核权的共建高校试点建设出版

学一级学科，提升了出版的重要性和

地位。李岩认为，此举体现了国家对

人才培养的重视。与其他出版类人才

不同，古籍出版人才需要一定的学术

专业积累，培养周期较长，需要6~8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出人才。出版业

有一种说法：最优秀的编辑出现在古

籍出版行业。一名古籍出版编辑转行

到其他类型出版相对容易，反之难度

较大，因为存在专业壁垒。李岩希望

未来高校与出版企业之间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多措并举培养高端古籍出版

人才。

当下以 AIGC 为代表的大模型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特别是 Sora 的

横空问世，引起热议。李岩认为新技

术在某些领域解决了之前几代人通过

千百年来的努力才能取得的成果，但

行业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回避其背后

的访问权限、人工的专家干预审核或

者版权问题。要尊重前人成果，有偿

有效地利用人类一切智慧技能。

未来，李岩的履职和专业兴趣将

继续围绕古籍出版行业做深做透，结

合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

围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传承，做好“两创”，抓住民族的“根”与

“魂”，继续前行。

随着各类自媒体平台兴起，用户可通过

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和分享内容，进一步催生

了与出版相关新业态的发展。其中，短视频

营销和直播带货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大

领域。

然而，伴随着自媒体和新业态的蓬勃发

展，图书盗版问题愈发严重。图书盗版为何

十分猖獗？原因来自三方面：一是利益驱

动，技术助推；二是平台纵容，监管不力；三

是作者版权意识薄弱，出版社被侵权后举报

无门。

当下，图书盗版显现四项新特点：一是盗

版技术更加先进。一些盗版图书从外观、纸

张、印刷质量等方面都难以与正版图书区分，

而盗版图书的电子版，使盗版行为更加隐蔽和

难以打击。同时盗版也出现了按需印刷，待平

台产生销售订单后，盗版商家按需进行印刷。

二是盗版渠道更加多元，线上渠道成为盗版图

书销售的主要渠道之一。一些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成为盗版图书销售的渠道，使得盗版图书

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具

有时限性，结束后难以回溯画面，使得图书盗

版现象日益加重。三是盗版品种和规模扩大

化。图书盗版行为表现出集团化规模化发展

的特点，盗版书制作的地域比较集中，背后有

完整的产业链。四是打击盗版维权困难。知

识产权投诉在审核端耗时久，投诉流程繁琐，

投诉处理周期长，见效慢。盗版链接下架后，

商家在另一平台马上重开一店，重新上架盗

版，打击不尽。

建议从法律、平台、公众三个层面应对上

述问题。在法律层面，强烈呼吁标本兼治，保

护知识产权。从立法、行政管理到行业协会，

都有所作为，为出版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建议法院等仲裁单位

应理解知识产权市场的价值所在，鼓励保护

创新，考虑适当提高盗版侵权判赔金额。在

平台层面，鼓励和支持平台主动打击盗版，对

于正规店铺采取白名单制度，充分发挥旗舰

店的作用，对于旗舰店或品牌方举报的店铺

严加管理，确认盗版后采取关店等严厉管理

措施。在公众层面，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公

众对数字版权的漠视心理造成了当前数字盗

版行为的猖獗，进而制约了有关数字版权法

律保障机制的发展。建议定期宣传教育，共

同努力提高公众的版权意识。

李 岩：弘扬传统文化 抓住民族的“根”与“魂”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双双

李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原董事、总经理。著有《琅嬛书梦》《历代家训选译》《中

国文化发展史·隋唐五代卷》《盛唐气象》等。曾获全国

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2年度出版创新人物奖、中直系

统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

物奖、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2019年度中国十大出版人

物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当选党

的十七大代表。

再度呼吁加大图书反盗版力度
■戴 茵（全国人大代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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