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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聚焦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开通网约车免密支付，却
被司机以过桥费、过路费等名目偷偷
加价，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

“哑巴亏”。近期，针对这一漏洞，上海
市消保委约谈了滴滴出行滴滴出行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表示，对免密支付有附加费
的，已上线阻断免密支付功能，需乘客
手动支付后方可完成交易。

预估车费为38元，查看订单时
发现账单费用变成了128.07元，同
时发现司机竟收取了高速费30元、
停车费30元、路桥费30元。而经核
实，90元附加费是司机违规添加。近
期，这样一则案例引发了上海市消保
委的关注，该案件反映滴滴出行的免
密支付可能存在漏洞，或导致消费者
的财产损失。

消保委指出，许多消费者虽然开

通了网约车免密支付功能，但并不知
道滴滴出行还给了司机一定的加价
权限，司机可以以过桥费、过路费、停
车费甚至隧道内信号丢失造成的里
程补偿等名目加收费用，可能造成消
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多收钱。
为此，上海市消保委就上述情况依法
向滴滴出行进行了查询，并于2018
年5月31日约谈了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向上海市消保委承诺，
将在全国范围内更新免密支付的相
关设置。今后，如果涉及司机加收费
用的情况，均不走免密支付通道，每
笔费用都由消费者手动确认支付。
同时，滴滴出行承诺，将通过技术和
相应的惩罚措施，对司机不当加价的
行为予以更加有力的管控。

市消保委要求，滴滴出行要对此
前上海地区是否存在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加以梳理，如有多收消费
者费用的情形，滴滴出行应予以退还。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近期，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重拳出击，严惩盗版软件恶意侵权
者。5月31日，该院就一起侵害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并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律师费共计900
万元。据悉，这也是该院建院以来的
最大判赔额。

被查处后被告仍扩大侵权规模
原告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系产

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的提供商，对涉案
软件CATIA V5 R20依法享有著作权。
被告上海某电动车技术公司成立于
2015年2月，是一家城市微行纯电动车
研发与制造的创新型现代化企业。

2016年，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许
可，擅自在其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经营
场所内的相关计算机上，非法复制、安
装并使用了原告依法享有著作权的
CATIA计算机软件。2017年2月，原告
就被告侵权行为向上海市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文化执法总队）
投诉，同年2月22日文化执法总队对
被告经营场所的计算机进行现场检
查，发现8台计算机中安装了涉案CA-
TIA软件。此后原告与被告进行协商，
签订了和解协议，并由原告授权的销
售代理商与被告签订软件销售合同，
但被告并未按约履行。

原告为此向上海知产法院申请
诉前证据保全，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
对被告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进行清
点。经清点，被告经营场所内共有计
算机73台，保全结果为抽查的15台
计算机中 100％安装了涉案软件。
之后，原告将被告诉至上海知产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
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45万余元
并承担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5
万元。

被告在庭前会议时辩称，其安装
的软件中8套具有合法来源；文化执
法总队现场执法后，原被告达成了和
解协议，也签订了软件销售合同，被
告未能按约履行的原因不是不愿意
付款，而是内部管理不善所致；被告
经营场所内的73台计算机并非都实
际安装了涉案软件。

主观恶意明显判赔原告900万元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

对涉案软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受
中国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未经原
告许可，在其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上
安装了涉案软件，侵害了原告对涉案
软件享有的复制权，依法应当承担停
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
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安装侵权
软件的数量、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否存
在主观恶意、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的数额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海知产法院根据证据保全时确
定的相关推算规则，认定73台计算机
均安装了涉案软件。被告虽辩称其部
分软件具有合法来源、其经营场所内
的73台计算机并非都实际安装了涉案
软件，但都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此前被文化执法总队查获使
用侵权软件后，一方面与原告签订和
解协议，并与原告授权销售代理商签
订软件销售合同，但却未按约支付合
同款项。另一方面，由于其与原告达
成和解，文化执法总队对其依法减轻
处罚后，其在未获得软件合法使用许
可的情况下，不但未停止侵权行为，还
进一步扩大了侵权规模。由此可见，
被告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上海知产法院判决被
告上海某电动车技术公司应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达索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CATIA V5 R20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并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及律师费共计900万元。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截至2017年底，全市现
有吸毒人员4.2万余人，其中35岁以
下青少年占36.5%，吸毒人员中七成
以上为吸食合成毒品。这些都是记
者昨日从上海禁毒工作发布会上获
悉的数据。据市禁毒办介绍，本市连
续五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占比呈下降
趋势，现有吸毒人员和新发现吸毒人
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比例分别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19%和11%。

合成毒品滥用呈现低龄化
据市禁毒办介绍，由于当前国际

毒情形势更加复杂，本市禁毒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截至2017年底，
本市现有吸毒人员达到4.2万余名，
去年新发现吸毒人员7000余人。现
有吸毒人员中，合成毒品滥用占比超
过七成，这一比例在新发现吸毒人员
中更高，达到89.5%。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合成毒品滥用群体的低龄化特
点明显，分析发现，吸毒人员年龄层
次越低，滥用合成毒品的比例越高。

此外，毒品违法犯罪活动隐蔽性
增强。2017年全市缴获毒品主要以
冰毒为主，占缴毒总数的63.2%。从
毒品贩运来看，贩毒方式显现出向物
流、快递转变的趋势，贩运线路也由
传统的直接贩运逐渐向跨省市多地
周转、接力分销转变。根据近年来查
获的毒品走私案件来看，毒品来源地
范围呈现扩大趋势，除传统毒源地金
三角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和金新月地
区外，2017年陆续查获北美地区走
私进口大麻案。另外，南美贩毒团伙
利用物流海运通道，过境中转上海，
向中国香港及东南亚地区贩运可卡
因的情况正在不断加剧。

2009-2016年全球新精神活性
物质种类从166种上升至739种，新
精神活性物质市场高度活跃。就国
内而言，非法制贩、运输和走私新精
神活性物质也逐渐增多。其中，卡西
酮类占比最高，达到65.6%；其次是合
成大麻素制品，占比达到18.3%；以
芬太尼为代表的合成阿片类物质位
居第三，占比为7.4%。

去年缴获各类毒品484.5公斤

在打击毒品贩运领域，本市去年
也成效显著。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7年，全市共破获毒品案件333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475人，缴获各
类毒品 484.5 公斤，查处吸毒人员
20199 人次，新发现吸毒人员 7029
名。去年，全市通过组织开展专项行
动，集中力量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
其中公斤级以上案件50余起。

对于重点领域的执法，执法部门
持续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精神药品和
麻醉药品管控，严格办证制度，严把
许可准入关，从源头加强风险防控。
去年在全市范围内对涉及39种未列
管化学品和4种机械设备的企事业
单位，开展全方位的摸底排查登记工
作。以溴代苯丙酮、麻黄素类物质等
为重点，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专项督
查。同时积极开展对从业人员的教
育培训，去年共举办易制毒化学品和
特殊药品管理培训班11期，培训相
关从业人员1000余人。

此外，市禁毒办积极落实对戒毒
康复人员的帮扶救助，开展对戒毒康
复人员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
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对戒毒康复
人员的就业扶持和帮扶救助工作，目
前全市共建有区级就业基地41个，
街镇就业点248个。30949名社会面
吸毒人员实现就业，就业率64.5%。

校园成禁毒宣传主阵地
校园禁毒知识宣传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据统计，市禁毒办和市教委
等部门积极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三年规划，全面深入推进“6·27”工
程，组织全市1302所学校，35.2万余
名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

同时，针对青年白领开展禁毒宣
传进楼宇活动，与楼宇重点单位签
订禁毒目标管理责任书，引导青年
白领加入禁毒志愿者队伍。依托青
年团校、青少年维权服务岗等阵地，
组织社区青少年群体结合生活技能
训练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并将预防
涉毒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
要内容。把握重要节点，组织开展
广场活动、现场咨询、公益趣味跑、
单车骑行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禁毒宣传活动。

去年全市破获毒品案件3338起
将加强校园禁毒宣传阵地建设 应对“触毒”低龄化趋势

本市连续五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占比呈下降趋势。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知产法院重拳严惩软件盗版
900万元刷新建院来最大判赔额

免密支付现漏洞！
网约车司机可单方面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