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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伟和俞卫锋主编的《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是由中华全周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
法律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系列文集，已经先后在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
年出版四卷。
 本书是第五卷。

本书由专委会成员撰稿，内容涉及与信息网络及高新技术领域法律相关的综合问题、电子数据证据、
软件、数据库、集成电路、网络游戏法务、电子商务法、高新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市场、知识产权与反
垄断法、电信法务、信息安全与网络犯罪等方面，对这些领域的理论和实务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
讨。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可供关注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领域法律新问题的律师、法官、研究
人员以及法律专业、IT专业的学生阅读，也适合IT行业的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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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及防范
互联网企业创业板上市研究
浅论打击电信诈骗之行业监管机制
资本市场下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治理探讨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上市公司存在的专利与商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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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技术领域”含义，以现有技术抗辩不侵权——以“衣架推拉装置”专利侵权纠纷案为例
音乐网站深度链接行为侵权问题研究
信息网络与广播组织权
论德国专利法的信息提供请求权
试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商品化权刍议
电信法务
论电信法的现状、概念和研究进路
3G产业链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建议
移动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法律架构风险分析
信息安全与网络犯罪
完善信息网络安全产品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浅析赌博犯罪之网络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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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由于网络侵权案件在江西法院的审理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对于网络法庭的
这种审理程序上的安排，从律师实务的角度出发，还是需要提前有所准备，不论这种安排是否妥当合
理，都有必要对此有应对之策。
 （四）电子证据的展示依然以传统证据形式为主 本案虽然是电子网络领域的侵权案件，但展示到法
庭的证据形式，都是以传统的证据形式出现。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主要证据： 第一，是公证机关对论坛帖子截屏的公证书，证明侵权帖子的内容
是什么；第二，是论坛管理人一某网站的证明，证明发帖人的身份；第三，电信管理部门出示的关于
发送帖子的IP地址登记人身份的证明；第四，网监部门出示的关于讼争帖子系由这个IP地址所发送时
间的证明；第五，被告提出的其不在IP地址现场以及没有做出侵权行为的证人证言；第六，论坛版主
一论坛负责人关于论坛流量的证人证言。
 由于本案最后是以调解结案，因此对于本案证据的使用、认定，法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
但从本案出现的证据形式上看，今后可能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以下证据问题值得考虑： 第一，传统的
证据形式仍然习惯被法庭、当事人和律师所接受。
第二，利用公权力调取证据今后可能是受害方获取证据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三，利用公证书来证明某种侵权事实将会被广泛采用。
第四，作为被诉的侵权方如何利用技术手段而不是通过证人证言等传统形式来否认指控，将会是一个
难点。
从本案来看，被告就是通过证人证言的传统证据形式来证明其不在侵权行为发生地和发生时的事实，
力图证明其没有做出侵权行为，但是，被告没有从电子技术的角度来提出有力的电子证据来否认侵权
事实。
第六，电子证据将来如何以较为经济、直观和便利的方式在法庭上展现，可能是律师工作将来面临的
主要问题。
 （五）关于“流量”的证明效力问题 在本案中，原告为了证明侵权事实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通过论
坛版主出庭向法庭证明了当时访问论坛的流量是多少。
但是，该版主并未明确具体的流量指标数值，比如，独立访问者数量、重复访问者数量、页面浏览数
、每个访问者的页面浏览数、页面显示次数、文件下载次数等。
 笔者认为，流量的多少确能从一个方面反映侵权案件所造成的后果，但在具体运用时，应如何通过相
应的证据形式来证明流量的具体数值以及具体的意义，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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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前沿(第6卷)》自2003年首卷出版至今已有10年，期间，信息网络与高新技
术始终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
持续高速发展的网络与技术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人们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不断催
生出人们对技术进步新的期望。
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通过网络取得信息、发表观点、购物消费乃至寻觅伴侣，可以说，信息网络和
高新技术将人类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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