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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一只龇牙咧嘴的潮玩精灵掀起了全球潮玩产业新浪潮。这个名为Labubu的顶流IP，源自中国香港艺术

家龙家升创作的THE MONSTERS精灵天团，自2018年上市即成为泡泡玛特增速最快的IP，2023年销量破亿。2024

年，经由多位国际明星带货，Labubu从亚洲火到欧美，不久前，更有一只初代薄荷绿色Labubu以108万元落槌价刷

新潮玩单品拍卖纪录。

然而，目前这个顶流中国原创IP正经历着冰火两重天的考验：狂热需求催生了全球性稀缺困境，国内外市场

“一娃难求”，却也让侵权现象频现，各方亟须协同破解产业发展困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盗版复制
品的生产与传播成本不断降低，盗版的手段也愈发
隐蔽与多样化。日常生活中，人们获取盗版复制品
供自己使用的方式与场景有很多，例如早些年在路
边摊购买盗版书、电影光盘自己在家观看，又如通
过网络获取盗版书籍资源供自己学习使用。此类个
人使用盗版复制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吗？

“合理使用”有明确界定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作品的合
理使用制度。在合理使用情形下，使用作品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但使用行为不
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
权人的合法权益。

其中，第一项规定了“个人使用”情形，即“为个
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实践中“个人使用”的场景很多，例如笔者在家
自娱自乐哼唱一首歌；从书店购买一本书自己在家
将其翻译成外文，又或从图书馆借来资料后复印其
中两页内容保存学习等等。但是，生活中还有一些
我们明知是盗版复制品却购买、使用的场景。例如，
明知复印店售卖的是教科书影印本，仍因价低而购
买；明知网络用户分享、传播的影视剧、歌曲、电子书
等是盗版资源，仍然下载。这些行为虽然也是为“个
人使用”，但显然超出了“合理”范围。

个人使用盗版复制品会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
并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购买、使用盗版复制
品明显助长盗版行为的泛滥，极易对正版市场产生
替代效应，导致正版复制品销量下降，减少消费者
支付合理对价获取合法内容的数量，直接损害著作
权人的权益。盗版的危害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
不断升级更为突出。以音乐行业为例，1999 年，
P2P音乐共享网站问世，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网络
免费获取、下载、欣赏音乐。此后10年，音乐行
业的收入下降57%。可见盗版盛行不仅会导致权利
人权益受损，严重时甚至会对某一行业的生存构成
致命威胁。

因此，对于明显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并损害著
作权人利益的使用盗版复制品的行为，即便是纯粹
为了“个人使用”，也不应当被视为“合理使用”。
笔者认为，应当将使用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来源合
法（不论是购买、租借，抑或是公开展览的）作为
主张“合理使用”的前提。

使用盗版构成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
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
用计算机软件的，构成著作权侵权并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也即，个人出于商业目的使用盗版软件的行
为构成侵权。

此外，《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进一
步规定，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
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
任；但是，应当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根
据该规定，如果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明知使用的是
侵权复制品，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软件以外的其他作品类型，虽然没有类似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的具体规定，但笔者认
为，权利人有权要求侵权复制品的使用者停止使用
并销毁侵权复制品。尤其在数字环境下，使用者将
软件、影视、音乐、电子书等盗版资源存储于网络
服务商提供的个人信息存储空间，即使是纯粹为了

“个人使用”，只要权利人能够发现、锁定侵权资源
并依法通知使用者或网络服务商，使用者应当停止
使用并销毁侵权资源。网络服务商收到合格通知
后，亦应当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协助定位和删除侵
权资源。否则，使用者或网络服务商应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若使用者仅通过访问盗版网站，对网站以
流媒体形式提供的盗版影视剧、电子书等内容进行
纯粹的观赏、浏览、学习，而无下载、复制等行为，则
权利人难以依据现行《著作权法》追究使用者的责
任。虽然浏览在先盗版资源不侵犯著作权，但笔者
特别提醒，为获取盗版资源将不可避免地接触违
法、违规网站，很可能给自身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等
网络安全风险，我们同样应该抵制那些提供盗版资
源和通过盗版资源宣传网络灰黑产的不法行为。

虽然当前使用盗版复制品的情况比较常见，但
是我们应当明确意识到，生产、销售、传播盗版复
制品是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即便是个
人使用盗版复制品，也不属于合理使用，还可能承
担侵权责任。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人民
群众应当自觉抵制盗版复制品，拒绝使用盗版复制
品，为营造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笔者也同样期待，权利人和承担作品传播任务
的企业可以更多考虑人民群众支持和获取正版资源
的需求，不断创新发行与传播方式，促使正版资源
的价格更亲民，使更多消费者有意愿、有能力支持
正版产品。

（朱晓宇系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晨妤
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4级研究生）

个人使用盗版复制品
属于合理使用吗
□朱晓宇 朱晨妤

电商平台搜索结果令人震惊。《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检索部分电商平台时
发现，从二手交易平台到社交媒体，各类
Labubu 仿制品堂而皇之地公开售卖。在
多个社交平台，消费者晒出的“平替版”
Labubu公仔月销量高达千余个，这些以正
品十分之一价格流通的仿冒品，在涂装精
度、材质选择上与正品存在明显差距。

在诸多社交平台还有不少消费者晒出
自己买到的五花八门的仿冒版 Labubu 产
品，并且都发文加以调侃。从平台销量数
据来看，即使是盗版的Labubu产品似乎也
不缺销路，店家销量最高达每月千余个。

北京合博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史本
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侵权商品对IP版权
的侵害已成为行业毒瘤，这种隐蔽而持续
的侵权行为，正在蚕食企业的核心资产价
值。”史本军进一步解释，Labubu独特形
象受《著作权法》保护，商家未经设计作
品作者授权擅自使用、复制、仿造其独特
形象，就会侵犯作者的著作权。即使商家
有细微改动，如颜色差异等，但整体视觉
效果近似，也仍构成侵权。

记者了解到，在国内，仅在过去一
年，泡泡玛特就新增民事诉讼288件、行
政查处 11 家假货源头工厂和仓储仓库、
配合执法单位打击黑产案件22件。另据
公开报道，去年12月，多地海关陆续查
获涉嫌侵犯Labubu等著作权的文创产品9
批次、14万件。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延来也观
察到，当前，Labubu 在潮玩市场面临的
侵权和盗版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并且呈现
出多种表现形式。首先，侵权行为在生产
端尤为突出，一些未经授权的厂家和小作
坊大量生产仿制 Labubu 的形象；其次，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很多AI模型可
以随意生成 Labubu 形象，成为新的侵权
问题来源。

现象级IP的
双刃剑效应

国产潮玩火爆全球，盗版产品五花八门，AI模型生成的形象成为新的侵权来源——

原创方提速全球版权布局成关键
□本报记者 朱丽娜

侵权盗版现象频发，近期我国
相关管理部门持续加大版权保护力
度，查获多起侵权案件。

今年5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对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作出判
决。经查，涉案直播间以“正版散
货”为名，累计销售盗版玩偶金额
超100万元，其中Labubu系列占比
达70%。该犯罪链条完整，上游由
玩具厂以“论斤收购”方式获取盗
版产品，下游通过直播间伪装成正
品销售。法院最终以销售侵权复制
品罪判处主播廖某有期徒刑2年10
个月；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生
产商宁某、彭某有期徒刑 3 至 4
年。执法部门指出，侵权商品即使
微调外观细节，若整体视觉效果高
度近似，仍构成侵犯著作权。

6月30日，郑州海关发布消息
称，其所属郑州机场海关在对一批

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开展监管时查获
2408 件申报为“聚酰胺女士衣物”
的 侵 权 玩 偶 挂 件 ， 实 际 为 印 有

“POP MART”（ 泡 泡 玛 特 ）、
“Labubu”商标的粗糙仿制品，并
初步判断这些玩具涉嫌侵权，经联
系权利人，确认均为侵权货物。

此前，港珠澳大桥海关在6月12
日24小时内连续截获三批共20599
件侵权盲盒及毛绒玩具，部分商品采
用“去商标化”方式规避监管。宁波
海关 6 月 11 日查获的 16155 件侵权
衍生品中，包含混装未申报的盲盒、
钥匙扣等商品，该海关4月23日曾查
获近20万件同类侵权货物。此前上
海海关发布消息称，上海海关所属洋
山海关在对一批货物开展监管时，发
现申报为“玩具”的货物中部分印有
POP MART 品牌标识。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海关也在对一批快件开展

监管时，发现多票申报为“恐龙玩具
样品”“毛绒玩具”“挂件”的货物实际
为印有POP MART 品牌标识的玩
偶5961个。

在生产销售端，浙江省义乌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6 月 9 日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对当地商贸城玩具档
口进行突击检查。检查中发现多
家商户销售高仿 Labubu 产品，单
价约 60 元，远低于正品价格。执
法人员当场责令商户下架相关产
品，并明确表示“涉案值较大，
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在高压态
势下，部分商户已开始转售合规
娃衣等合法商品。

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工
作人员称，生产和销售Labubu必须
获得正版授权，对于盗版他们一直
是严打态度。如果涉及的案量较
大，还可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全链条围剿盗版进行时

Labubu 爆火背后的情绪经济、
盗版困局与行业启示让人深思。在
史本军看来，Labubu的爆火是中国
潮玩行业崛起的缩影，但其深陷盗
版困局也暴露了行业在快速发展中
的短板，唯有通过法律、技术、社
会共治与产业升级，才能护航中国
IP 走向全球，实现从“爆款”到

“经典”的蜕变。
史本军建议，在执法层面，需

明确外挂抢购、批量仿制等行为的
刑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海关、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联合打击，对情
节严重者追究刑责；电商平台需加
强技术筛查，严格审核商家资质，
对违规者封禁处理；品牌本身也可
尝试采用唯一编码溯源，优化供应
链管理，减少盗版的可能性。同
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辨别能力，选
择官方渠道购买。

在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
院研究员孙佳山看来，解决此类问
题需双管齐下：企业端应完善区
块链溯源与快速鉴伪技术，监管
端则需打击游资炒作并加大侵权惩
处力度。

业界也已经有相关的专业公司
尝试通过技术手段为正版穿上“防
伪衣”。据了解，振华文明 （北
京）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着手依托
在线保全证据公证服务体系和证据
链开发“谛听谷”防伪溯源小程
序，着力解决IP产品在正版认证、
产品流通等方面的问题。据了解，

“谛听谷”由公证机构对正版产品
进行认证，生成防伪二维码，打造

“一物一码”，并基于防伪码存储该
正版产品的交易流通信息，相关数
据均将在加密后存证至公证机构。
系统不仅实现正版产品认证和销售
渠道管理，还可以保障二次交易可

行、可信，充分保障权利方及用户的
权益。同时，相关使用方还可以通过
该小程序对侵权产品情况进行反
馈，平台将对投诉信息进行存证并
形成报告后定期同步权利人。这或
许将是区块链系统与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衔接联动的一次有益尝试。

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
斌认为，中国IP产业在快速发展中
面临盗版猖獗的挑战，其根源在于
IP爆火与正版产能扩张之间存在的
时间差，为盗版行为提供了可乘之
机，同时原创方全球版权布局滞
后，难以迅速应对IP热度爆发，导
致版权保护网络响应迟缓。

为破解这一困局，王斌建议从
管理部门、技术、消费者三端协同
发力：管理部门应设立IP版权快速
响应机制，整合监测、取证、执法
等职能，形成快速打击盗版的力
量；技术层面则需利用区块链存
证、AI图像识别等先进技术提升溯
源能力，并建立盗版黑名单数据

库，实现精准打击；消费者教育方
面，应通过媒体矩阵广泛开展“支
持正版”公益宣传，从提升公众的
版权保护意识。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
院长于波提到，优质IP内容与版权
管理的结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的核心动力。优质内容虽为基
石，但仅凭内容无法自动转化为市
场成功，必须通过专业化版权管理
实现价值释放。

“以 Labubu 为例，其火爆并非
仅源于内容的绝对独特性，而在于
通过盲盒营销、社群运营等管理手
段构建生态，印证了版权作为资产
需通过运营激活的规律。正如迪士
尼通过米奇形象持续迭代形成IP矩
阵，Labubu也依托内容迭代与营销
创新双轮驱动，展现出版权管理在
延长IP生命周期中的关键作用。这
一模式也给企业带来启示：长期成
功需坚持‘内容+管理+保护’并
重，既要像迪士尼般保持创作活
力，又要像 Labubu 般精耕版权运
营，方能将文化资产转化为生产
力，这对中外企业都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于波说。

张延来也从潮玩发展的国际化
视角给出了建议。当前，国际版
权规 则 和 标 准 仍 然 由 欧 美 等 发
达国家主导，这使得中国品牌在
海外市场面临版权保护不足的局
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需
要积极参与国际版权规则的制定和
改革，提升中国 IP 在全球市场的
话语权，确保中国原创 IP 能够获
得法律上的保障。这不仅能够有
效遏制海外市场的盗版问题，还
能为中国 IP 的全球化发展
提供更加稳固的法律
支撑。

构建法律、技术、社会共治体系

初代Labubu创下拍卖纪录。

正版Labubu官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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