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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科技起诉成都网络大V侵权案开庭，双方代理人线上展开激辩

转发产品测评视频 是不是正常的消费行为？

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院长张艳秋：

互联网法庭会确保案件
审理的顺畅度和公平性

5月25日，成都互联网法庭第一案
庭审结束后，该案审判长、成都铁路运
输第一法院院长张艳秋告诉记者，目
前成都互联网法庭是中西部地区第一
个集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的专业法庭。

张艳秋说，针对网友害怕开庭卡
顿，不知道如何进行线上的证据交
换及线上庭审等问题，成都互联网
法庭从起诉、立案、分案到调解等各
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确保
整个案件审理的顺畅度和公平性，
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会因线上
线下的差异而打折扣。”

该案合议庭成员、一级法官陈雪
蛟告诉记者，互联网庭审不仅指在线
开庭这一方面，它还依托5G、人工智能
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自助立案、在
线庭审等功能于一体，达到“方便、快
捷、高效”，“这同时也对法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庭审驾驭能力上，
需要我们法官更加专业。”

打官司不用到法院
“黑科技”获专家认可

5月25日，成都互联网法庭首案公
开开庭审理。记者在庭审现场发现，
成都互联网法庭借助互联网科技，真
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当事人少跑
腿”。

在互联网审判中，原被告双方的
证据可直接上传到系统中，法官在庭
审过程中操作鼠标即可查阅，还利用
语音庭审系统自动生成庭审笔录。

同时，在支持互联网开庭的基础
上，5G互联网法庭还增加了“智能交互
终端语音控制灯光、展示屏、投影”等
法庭设备。相比现有网速，5G互联网
法庭以10倍以上迅捷网速进行庭审活
动，让线上庭审过程更加顺畅高效。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刘玲告诉记
者，当天在庭审现场感觉到在线开庭
与传统开庭是有很大区别的，“最直观
的就是看到当事人不用到法院来，只
要有网络就可以实现跨越千里的庭
审，大大减轻了当事人往来法院的时
间和交通成本，科技使诉讼更加便
捷。”

封面新闻全程直播了庭审情况，
吸引全网超百万人次云上了解进展和
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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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丁唅

5月25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开庭审
理了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起诉成都
知名网络大V张某龙名誉侵权纠纷案，
案件采用在线庭审的方式，原、被告双
方代理人远程参加庭审。

案件起因，要从一场“小米电视火
了”的网络热梗说起。彼时，张某龙是
数码行业的知名博主，他转发了“火烧
小米电视”的产品测评视频，并配发了
相应的文字。小米科技公司认为张某
龙的行为侵犯了其名誉权，于是将张某
龙及转发该视频的众多网络大V悉数起
诉至法院。

该案当天并未宣判，但关于消费者
与商家、网络大V与互联网公司的侵权
争议仍将持续。

事件始末
转发“火烧电视”视频

网络大V遭起诉名誉侵权

张某龙的身影经常活跃在网上。
作为一个拥有几十万粉丝的知名数码
博主，他的一言一语，都会引来不少“发
烧友”的跟评。

2020年6月9日，张某龙在个人微
博转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一段电视燃
烧的视频——在一次拆机测评直播中，
网站工作人员一把火“烧”了小米电视，
试图证明小米电视的后壳不阻燃。一
时间，“小米电视火了”成为一个网络热
梗，也引起巨大争议。

深耕互联网多年的张某龙，在转发
的同时还说了一句“天极网太会玩了
……小米电视轻松点着。”微博引来不
少网友调侃。

和张某龙一样，这段视频也被其他

博主转发。生产电视的小米科技觉得
自己“很受伤”，遭到了商业诋毁，于是
委托律师申请了诉前禁令，希望天极网
立即删除这段视频。

根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裁定被申请
人重庆天机魅客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删
除网站中的视频和微博上发布的两篇
博文。

风波还未平息。小米公司将转发
这段视频的数码博主们，都告上了法
庭。

惹祸上身
多次发布测评效果分析

小米科技提出100万元索赔

这是小米科技第一次起诉个人
吗？不是。

据天眼查显示，在涉及该公司的
9000余件案件中，大部分都为民事案
件，其中，64.7%的涉案案由为侵害商
标权纠纷；民事一审92.2%的涉案类型
中，该公司都为原告。

记者注意到，张某龙此前在个人认
证微博上，也曾多次发布小米科技相关
产品的实际测评效果分析。在其中一
期测评视频中，张某龙采用直播的方
式，对该公司发布的一款新手机进行开

箱测评。
直播过程中，他把手机摇晃起来，

发现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就像在
“打快板”一样，他怀疑是不是产品设计
或者品控出现了问题？视频迅速在网
络传开。

无疑，这一视频的快速传播，也引
来了小米公司的关注。

这次庭审前，小米科技提出诉讼请
求，希望法院判决张某龙赔偿损失100
万元，并连续30日置顶微博道歉。

争议焦点
是诋毁还是客观转发？

互联网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庭审过程中，小米科技认为，张某龙
作为一个数码博主，肯定知道测评都会
有一个结果，也基本可以确定他完整地
观看了整个视频，“但是他只是截取部分
视频并转发，有明显主观恶意倾向。”

张某龙的代理人说，抛开网络大V
的身份，张某龙也是小米产品的粉丝，
作为消费者，他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对
多家产品发表意见，不存在诋毁和诽
谤。

“他是消费者，也是一个知名数码
博主，但（转发）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行
为。”小米科技认为，张某龙配的文字，
增加了与视频不一致的内容，并采取暗
讽的方式损害了小米公司名誉。因此，
小米公司对张某龙一直以来对小米产
品的测评、分析等行为，以及他的身份
提出了质疑。

经过约两个小时的庭审，成都互联
网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法庭认
为，原被告双方的最后诉讼请求已清
楚，合议庭接下来将对该案的事实证据
及原被告双方的辩论意见进行一个综
合评议，宣判时间将另行确定。

5月25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审理首案。
新华社发

原、被告双方代理人远程参加庭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宋潇 见习记
者 赵紫萱 实习记者 苟春）5月25日上
午9点30分，成都互联网法庭在线上公
开审理了第一案——小米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科技”）诉某网
络大V名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据了解，本案起因是某网络大V在
网络发布了涉及小米产品的相关视频、

文章，小米科技认为该行为对公司造成
了负面影响，侵犯了小米科技的名誉
权，遂起诉至成都互联网法庭，并要求
该网络大V在其平台账号上道歉并赔
偿其维权损失。

经过近两个小时庭审，案件将择期
宣判。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个集
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的专业法庭正式审

理的首案。
本案审判长张艳秋介绍，与传统法

庭最大的不同是，互联网法庭将5G、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线
上审判深度融合。记者在现场看到，当
天的庭审中运用了“黑科技”，比如，法
官用鼠标现场展示原、被告证据；庭审
录音录像代替传统书记员庭审记录，利

用语音识别系统自动形成庭审笔录，以
及“当事人情绪预警”系统等。

成都互联网法庭，是经最高人民法
院批复，在四川设立的互联网案件审判
机构，于2021年4月9日挂牌运行并入驻
天府中央法务区，管辖成都市、德阳市、
眉山市、资阳市辖区内应由基层人民法
院受理的第一审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中西部首个集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的法庭

成都互联网法庭开审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