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3日，5所高校被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知网）起诉侵权案将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
庭审理，案由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被告包括贺州学院、长春财经学院、陇东学院、湖南理
工学院、重庆文理学院5所高校，案由均为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此前，知网曾因同样案由起诉多所高校，诉称高校存
在违反合同约定，将大量账号直接或间接提供给第三方
使用的行为，要求解除合同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其中多
数案件以知网撤诉结案，也有少数是高校败诉后支付知
网赔偿金。

近日，记者了解到，知网新增多则开庭公告。案件原告
为知网，被告包括贺州学院、长春财经学院、陇东学院、湖南
理工学院、重庆文理学院5所高校，案由均为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将于3月23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开庭审理。其中，长春财经学院、陇东学院、重庆文理学
院3所高校在2021年12月就曾以同样案由被知网起诉，
均因原告知网撤诉结案。

3月20日，被起诉高校之一的图书馆负责人介绍，此案
涉及的是论文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即查重系统的数据
异常问题。知网对账号使用情况进行监控检查时，发现数
据异常，认为学校间接或直接造成校外第三方人员使用，存
在滥用贩卖行为，因此起诉学校。

据该负责人分析，数据异常存在多种可能。“一种情况

是，可能是学生放假期间，在家进行了查重服务，后台数据
肯定就不是学校的IP地址。也有些老师住在校外，也在校
外进行论文查重，因此也不一定是校外人员使用。”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为蝇头小利将账号给校外人员
使用。”该负责人介绍，一般学校一次性购买的查重次数多，
会有一些剩余的免费查重指标。据了解，知网合同规定只
能在校内IP范围内检测本单位的大学生论文。

20日，记者就此事采访知网市场企划部负责人，截至
发稿时未获回复。

天眼查显示，知网此前曾以同样案由起诉多所高校，包
括广西教育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兰州城市学院、重

庆三峡学院、河北科技大学等在内共14所，集中在2021年
12月审理，多数案件以知网撤诉结案，也有少数是高校败
诉后解约并赔偿。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3月7日公布的一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为例。2021年，知网以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合
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称，2020年4月8日，知网与湖南工
程学院签订涉案合同，后知网如约发送相关账号，开通相应
权限，湖南工程学院也如约支付了合同款。

知网称，随后，其在对湖南工程学院的账号使用情况进
行监控检查时，发现大量数据异常。数据显示，湖南工程学
院存在违反合同约定将大量账号直接或间接提供给第三方
使用的行为，给同方知网公司的社会声誉造成恶劣影响。
因此，知网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合同，
并判令湖南工程学院支付违约金6万元。

2022年8月，经法院查明，涉案合同显示，合同名称为
《“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使用许可合同》；涉案合
同约定，乙方许可甲方使用乙方开发的“中国知网”大学生
论文检测系统，甲方只限于在甲方单位内部IP范围内检测
本单位的大学生论文。

此外，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
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
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双方
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合同，湖南工程学院支付知网
违约金，驳回湖南工程学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据红星新闻

裁判文书网

知网起诉重庆文理学院等5所高校侵权
此前曾以同样案由起诉多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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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
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中国民用航空局3月20日发布《关于“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通报说，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波音737-800型客机（注册号B-1791），执行MU5735
昆明长水机场至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定期客运航班。13
时16分飞机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64分钟后偏离巡航高
度8900米快速下降，坠毁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
埌南镇莫埌村附近。机上123名旅客、9名机组成员全部
遇难。

中国民用航空局依据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
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395）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的有关规定，会同
有关部门对事故开展了深入、细致、严谨的技术调查工
作。一年来，技术调查组对飞机残骸进行详细检查，确定
坠地前飞机关键操纵部件可能的工作状态，对100余件
重要残骸进行实验，分析损坏原因；对机组成员的资质能
力、航班运行、飞机适航维修、航空公司组织管理等情况
开展调查；对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机场地面保障，旅客、行
李、货邮的安检和装载，危险品载运等情况开展调查；结
合相关数据对飞机最后阶段飞行状态进行分析，使用飞
行模拟机和真机开展模拟验证。

截至目前，技术调查组开展了现场勘查、资料检查、
人员访谈、实验分析等大量工作，但由于本起事故非常复
杂、极为罕见，调查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后续，技术调
查组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开展原因分析及实验验证
等工作，并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为何在此时发布此次调查进展情况通报？
专家解读

中国民用航空局于3月20日发布《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
况的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副院长邵荃和中航技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部训练与飞安办主任高俊。

邵荃：运输航空事故往往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
高。在事发周年向公众披露有关调查进展信息是国际民
航业界的通行要求和做法。

国际国内相关法律规定都对航空器事故调查报告
公布时限提出了明确要求。《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进行事故或事
故征候调查的国家必须尽快并在可能时于12个月之内
将最终报告公开发布。如果不能在12个月之内公开发
布报告，进行调查的国家必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公开
发布一份临时声明。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

技术调查规定》要求，事故和严重事故征候的最终调查
报告应当在事发 12 个月内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依法
不予公开的除外。未能在事发12个月内公布最终调查
报告的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
应当在事件周年日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需要强
调的是，无论“临时声明”还是“调查进展情况”，都不是

“最终调查结果”。
从历史上看，法航AF447、埃塞航B737MAX等事故

在该阶段都发布过中期报告或中期声明，对调查进展情
况进行介绍，回应遇难者家属及社会关切。

问：民航局为何在此时发布此次调查进展情况通报？

邵荃：一般来说，大型运输航空事故调查的周期
往往都超过一年，这主要是由于调查所面临的技术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很多技术疑点、难点都需要反复论
证，一些关键结论还需要得到工程实验的验证支撑，
这都要耗费大量时间。统计表明，过去 30 年全球民

航所发生的千余起商业航空事故中，在一年内发布最
终报告的仅占 25%。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对于航空器
事故调查报告的公布时限做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
结合的制度安排，我国民航规章在这方面与国际规则
保持了一致性。

问：为何“最终调查结果”的公布需要更长的时间？

邵荃：调查进展情况通报，也称“中期声明”，由于每
次事故的具体情况和调查进度都不一样，国际民航组织
对其内容和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国家
公布的是一份中期报告，有的则是一份中期声明。本次
中国民用航空局所发布的情况通报，从形式上来看与国
际上曾经发布过的案例具有共同特征，即给出了目前已
经掌握的情况、通报调查的大致进度等，内容上基本涵盖

了事故调查工作中的重点要素，诸如对飞机残骸的搜寻、
辨识、检查、实验验证，对机组成员资质能力、航班运行、
飞机适航维修、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机场地面保障等方面
的调查。这些都是整体调查的关键步骤，也是支撑后续
研究分析的重要基础。当然，一般情况下进展情况通报
所能披露的范围和程度，则主要由调查工作的实际复杂
性和调查进度所决定。

问：关于调查进展情况通报的内容和形式，是否有相关规定或惯例？

高俊：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常
需要从人员资质及操作、航空器适航状态、天气环境、地
面保障、空管指挥、公司组织管理等多方面开展全面深入
的调查。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此次事故与以往存在很大差
异。飞机高速坠地后几乎完全解体，残骸琐碎且分布较
散，这都极大增加了现场搜寻勘查和残骸取证工作的难
度。按照事故调查程序，调查组需要对所有寻获的残骸
进行辨识，对重要残骸进行详细检查和实验分析，以便确
定失效机理和最后阶段的工作状态，为后续调查分析提

供证据，这些都是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还有通报中所
提及的对飞机适航维修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来讲，这个
调查工作量也很大，需要调查飞机全生命周期的适航维
修情况，如航线和定检、各类修理改装、适航指令及服务
通告执行等工作记录，涉及的资料可能达成千上万份，需
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这些都反映出本次调查工作的
技术复杂性。当然，除了残骸分析验证和飞机适航维修
调查，事故调查涉及的其他方方面面同样纷繁复杂，都需
要调查组严谨细致、客观深入地开展工作，确保最终调查
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问：此次调查进展情况通报提到“本起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如何理解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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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4日，搜救人员在位于广西梧州藤县
的事故核心现场进行搜索。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