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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被罰解除網絡音樂獨家版權
根據行政處罰書，騰訊被處罰的實體是註

冊在開曼群島的騰訊控股有限公司，被
罰的原因是其2016年7月收購中國音樂集團
股權，構成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具有排
除、限制競爭的效果。2021年 1月，市場監
管總局根據舉報，對此進行立案調查。騰訊
在收到行政處罰告知書後沒有提出陳述、申
辯或要求聽證。歷時半年，此案現已調查、
審理終結。
市場監管總局認定，騰訊取得對中國音樂集

團的單獨控制權，屬於反壟斷法第二十條規定
的經營者集中，依據相關申報標準，騰訊此次
交易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
但2017年12月6日，騰訊完成股權變更登記前
未向市監總局申報，違反反壟斷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構成違法實施的經營者集中。此外，本
案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
行政處罰書顯示，本案相關市場為中國境內

網絡音樂播放平台市場，截至2016年7月集中
發生時，騰訊和中國音樂集團的市場份額分別
為45.77%、39.65%，集中雙方均列市場前兩
位，合計市場份額超過80%，合計銷售金額約
佔相關市場總收入規模的70%，曲庫和獨家資
源的市場佔有率均超過80%，市場監管總局認
為「形成了高度集中市場」，集中會減少相關
市場主要競爭對手，提高市場進入壁壘。

一個月後將不再有「獨家版權」
依據反壟斷法，市場監管總局作出行政處罰

決定，責令騰訊及關聯公司採取三十日內解除
獨家音樂版權、停止高額預付金等版權費用支
付方式、無正當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權方給予
其優於競爭對手的條件等恢復市場競爭狀態的
措施。
這意味着，一個月後，騰訊將不再對部分核

心音樂資源擁有所謂的「獨家版權」。騰訊回

應處罰決定表示，將認真遵守決定，嚴格落實
監管要求，依法合規經營，切實履行社會責
任，維護市場的良性競爭。「騰訊將壓實責
任，與騰訊音樂等關聯公司在規定時限內制定
整改措施方案，按照處罰決定要求全面不折不
扣地完成，確保整改到位。」
騰訊音樂的競爭對手網易雲音樂亦發布公告

表示，將積極履行平台責任，依法合規經營，
堅決不與上游版權方簽訂網絡音樂獨家版權協
議，抵制哄抬版權價格行為。

專家：利有效競爭及創新服務
專家認為，此次反壟斷處罰，將改變在線音

樂市場的競爭法則，在線音樂市場的其他參與
者將獲得一定的競爭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孟雁北表示，責令騰訊解
除獨家版權等措施將重塑相關市場競爭秩序，
降低市場進入壁壘，使競爭者均有公平觸達上
游版權資源的機會，有利於將競爭的焦點從利
用資本優勢搶奪版權資源回歸到創新服務水
平、提高用戶體驗的理性軌道上來；有利於推
動與國際接軌的合理方式計算版權費用，減
輕下游運營成本；有利於培育新的市場
進入者，並為現存企業創造更公平
的競爭環境，保障消費者選擇
權，最終惠及廣大消費
者，促進網絡音樂產
業規範創新健康
發展。

艾媒諮詢CEO兼首席分析師張毅認為，反壟
斷執法正把騰訊音樂趕出舒適圈，恢復在線音
樂市場的有效競爭。對整個行業來講，也有利
於激勵網絡音樂平台不斷創新，提供多樣化、
個性化服務。

市場近300億元 騰訊去年佔逾八成
艾媒諮詢早前發布數據稱，2020年中國音樂

版權市場規模預計達到281.7億元（人民幣，
下同），但這一將近300億元規模的大蛋糕，
逾80%被騰訊音樂吃下。騰訊音樂的收入亦遠
超對手。2020年，騰訊音樂總收入達到
291.5億元，淨利潤達到41.6億元；
其競爭對手網易雲音樂全年淨虧
損30億元，蝦米音樂因在音
樂版權大戰中下架大量
歌曲，已於2021年
2月5日正式關
停。

依反壟斷法 中國首次對「經營者集中」採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國互聯網平台反壟斷又落

重錘，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4日

發布公告，依法對騰訊作出責令解

除網絡音樂獨家版權等處罰。這成

為自反壟斷法實施以來，監管部門

對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採取必

要措施恢復市場競爭狀態的第一宗

案件。專家指出，此次反壟斷處罰

將改變在線音樂市場的競爭法則和

競爭格局，有利於增加競爭和創

新，做大行業市場。

「只要還有人沒救出，救援就不會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珠海
市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發生
後，廣東省政府立即成立事故調查組進
行調查，珠海市公安機關同步開展立案
調查。經初步調查，珠海市公安機關24
日對施工單位中鐵二局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梁某，監理單位珠海興地建
設項目管理有限公司總監胡某等6名人
員採取刑事拘留措施。
7月15日凌晨3時30分左右，珠海市興

業快線（南段）項目石景山隧道施工段
1.16公里位置發生透水事故，導致14名

施工人員被困。

14被困人員全部遇難
經過連日來不間斷搜救，救援人員於7

月22日在事故現場發現並確認最後1名遇
難者。至此，14名被困人員已全部找到並
確認遇難。
廣東省政府16日成立珠海市石景山隧道

「7．15」透水事故調查組，明確事故調
查職責、任務和有關要求，將對事故進行
全面調查。據悉，目前，事故調查工作正
在進一步推進中。

珠海「7·15」隧道透水事故
6涉案人員被刑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
長春淨月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了解到，
該區一物流倉庫24日下午發生火災。截

至記者發稿時，初步核實死亡14人，重
傷12人，一般骨傷、外傷14人，搜救工
作仍在進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長春一倉庫火災 已致14亡12重傷

●●吉林長春一物流倉庫發生火災吉林長春一物流倉庫發生火災已造成已造成1414人死亡人死亡1212人重傷人重傷。。圖為圖為2424日的事故現場日的事故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民晚報》報道，連日
來，新鄉市北中部出現大暴雨、特大暴雨。受
強降雨影響，新鄉市內衛河、共產主義渠等多
條城市行洪排澇河道出現漫堤險情，大量村舍
田地被淹，超過128萬人受災。23日上午，剛
剛完成中牟縣搶險任務的上海浦東三棲應急救
援隊隊長徐俊，接到一條令人揪心的信息，一
位在上海工作的李女士向救援隊求助，她家住
新鄉輝縣市峪河鎮東淹溝村的父母已被洪水圍
困多日，一同被困的還有數千人之多。在接到
求助後，徐俊立即帶隊趕往現場救援。
23日下午1點，峪河鎮村口加油站滿是翹首

以盼的村民。他們大多是被淹村莊村民的家
屬，家人已在洪水裏被困四天。村民張先生
說，19日深夜河水突然猛漲，這一片區域7個
村莊一齊被淹，大約有上萬人之多，大多都是
老人和孩子。等年輕人趕回來救人時，水最深
處已經可以淹到成年人的脖子，無法自行撤離
了，被困者只能在二樓避水。多日來，村裏唯
一的救援工具就是一輛挖掘機，有人冒險涉水
進入村莊，用挖斗一車車將村民救出，但效率
實在太低，三天也沒救出多少人。因為停水停
電，村民家中儲備的水和食物都消耗殆盡，手
機電量都已經見底，即將徹底與外界失聯。

人員分散地形複雜 救援難度大
救援區域是一座抵禦洪水的臨時堤壩，一

輛輛滿載沙包的卡車往返於堤壩之上，一邊
堵漏，一邊救人，三支來自全國各地的救援
隊已經趕到，上海浦東三棲應急救援隊就是
其中之一。
在壩上，救援人員用幾個沙包壘出了一個小

小的「碼頭」，徐俊告訴記者，這是上海救援
隊入豫後的「最艱難一戰」，不同於之前被淹
小區，幾個村子面積非常大，被困人員分散，
只有在當地嚮導的帶領下才能進村救人。最麻
煩的是，此處的地形非常複雜，水下障礙物很
多，稍不留神衝鋒舟就會卡住甚至損壞，而且

被救人員多是老弱病殘，他們的安全是救援人
員最關注的事。「如何找到他們，把他們平安
送上岸，聽起來簡單，做起來非常困難。」
在人群中，一位青年神情焦急，幾次想上船

擔任嚮導進村，但都因為船上人員過多而未能
如願。該青年名叫王澤軍，他告訴記者，他和
哥哥一共有5個孩子，還有家裏的老人，全被困
在村裏，幾天消息全無，他看到有人被救就上
前詢問家人的下落。「我聽到洪水來襲的消息
就往家跑，還是晚了一步，道路被封村莊被
淹，已經進不去了，這幾天我都在這裏等，終
於等來了救援隊。」

深夜挨戶排查 營救仍在繼續
終於，王澤軍得到了上船的許可，在他的指

引下，衝鋒舟向他家的方向急駛而去。在船隻
靠近他家後，王澤軍大聲向二樓呼喊，家人們
探出身紛紛向他招手。「他們都在，平安無
事！」眼淚一下子奪眶而出，他抱起一歲兒子

上船後，說自己終於又活過來了。
上岸後，村民們扶老攜幼準備坐車離開堤

壩，臉上的喜悅與激動溢於言表。78歲的穆大
爺在被救後告訴記者：「是上海隊把我救出來
的，我要為他們點讚！」雖然家裏被淹，但他
覺得人好好的比什麼都重要。而另一位村民小
孫則一直攙扶着一位老奶奶，原本以為是他親
人，但小孫表示，這位96歲的阿婆是他的鄰
居，他的親朋好友大多脫險，唯獨沒看到大
娘，他在這裏守了幾個小時，就是為了接她和
親人團聚。
救援從23日中午一直持續到24日零時，在一

片黑暗之中，上海救援隊依然打着手電在村裏
穿梭搜救，挨家挨戶排查是否有被困村民。徐
俊告訴記者，這場救援持續了整整12小時，一
共救出了600多人，在休整幾小時後，第二天
救援還將繼續。「只要還有一名老鄉沒被救
出，救援就不會停止。」截至記者發稿，這場
緊急大營救仍在持續。

▼ 腿腳不便的老人
被疏散出來，徐俊
將他背上車。

網上圖片

▶ 衝鋒舟往來村莊
和堤壩之間，將被
困的居民一船船地
運離險境。

網上圖片

災情牽動兩岸情 台商台企捐助逾40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 南京報道）河南

省鄭州、新鄉等地遭遇罕見水災，造成重大人員
傷亡和財產損失。中原大地的災情牽動着兩岸同
胞的心，廣大台商台企紛紛自發捐款捐物，愛心
源源不斷奔向河南，充分展現出「兩岸一家親」

的深情厚意。據不完全統計，截至7月24日，全
國台企聯會務幹部、廣大台商和台資企業捐款捐
物共計約4,200餘萬元（人民幣，下同）。
據全國台企聯介紹，災情發生後，全國台企

聯緊急籌措200萬元賑災款。同時，各地台協也

積極加入愛心行動，上海台協捐款200萬元，昆
明台協會長勤彭蓁捐贈價值200萬元的礦泉水，
嘉興台協捐款30萬元。
另據早前報道，工業富聯已捐款1億元，台商

林瑞陽夫婦捐款500萬元。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王 玨 北 京 報
道）中國城市規劃設

計 研 究 院 24 日 發 布
《2021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
報告》顯示，北京依舊是中國
極端通勤人口比重最高城市，
有近三成的人口忍受極端通
勤，比另一個超大城市——深
圳多了兩倍以上極端通勤人
口，佔比位列全國第一，且北
京仍是單程通勤時耗最長城
市，達47分鐘。
根據報告，「41公里、45分

鐘」是人們可以接受的通勤最
大均值，體現城市交通支撐需
要支撐空間的尺度和城市效
率，而超過60分鐘則劃定為極
端通勤。
在35個年度可對比城市中，

有25城超過百萬人
的極端通勤狀況得到

改善，同比降低1%，上
海減量最大，減少超 150 萬
人。但北京、長春、大連、瀋
陽、重慶等5個城市極端通勤
人口仍在增加。

深圳通勤改善優
平均單程36分鐘

此外，深圳極端通勤人口比
例為12%，平均單程通勤時間
36分鐘，深圳也是去年通勤改
善最優的城市之一。報告稱，
深圳是5公里以內幸福通勤（即
通勤距離小於5公里的出行，適
合步行與騎行）提升最快的城
市，保持了超大城市中最低的
職住分離度；在軌道交通上，
深圳是去年年度新增軌道交通
運營里程最多的城市之一，有
效提高了軌道覆蓋通勤比重，
躍升到全國第三位，為34%，
與第一位的廣州差距僅有3%，
使深圳能夠在40公里的空間尺
度上高效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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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責令騰訊及關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責令騰訊及關
聯公司三十日內解除獨家音樂版權聯公司三十日內解除獨家音樂版權。。圖圖
為騰訊音樂早前在北京國際音樂生活展為騰訊音樂早前在北京國際音樂生活展
上的展位上的展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救援隊馳援新鄉 12小時救出600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