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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知识产权道德是知 识产权文 化社会意识 形态部分 的重 要组 成 , 知 识 产权 文 化建设离 不  知 识产权道德 研 


究 , 应该 掌握 知识产权道德的 内涵 、 基本 规范和 建设 知识 产 权道德 的 基本 对 策 。 从 知 识产权 道德 与 知 识产 权 伦 理 


以及知识产权道德与 科学道德 的关 系 中探讨知识产 权道德内 涵及其基本规范 , 可知 知识产权道德 来源 于 知识产 权 


伦理 , 是 知识产权伦理的 展开 。 知 识产权道德 区 别 于 科学道 德
, 不 能用科学道德 取代知识 产权道 德 。 知 识产权 道 


德基本规范 包括
“

尊重知 识 、 尊重表达 、 崇 尚 创 新 、 诚信 守法
”

。 当 代 中 国 建设知识产 权道德 需要 反思 中 国 传统 文 


化 , 加强 知识产权道德教育 、 培训 与监管 、 重视名 师 垂范 以及知识产权道德法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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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 建设 


中 图 分类号 :
D  9 2 3 .  4	文 献 标志 码 :

A	文章 编 号 : 1
6 7 1  - 0 3 9 8

(
2 0 1 4

)
0

1  
- 0 0 5 3  - 0 6 


党 的 十八大报告 在论述加快完善 社会 主 义 市场	为 : 知识产 权领域的
一种 特殊 社会 意识形 态 ,

是人们 


经 济体制 和加快转 变 经 济发 展 方式 时 , 明确 提 出 要	创造 、 使用 和保护创造 性智 力 劳 动成果 以 及对侵犯 


实 施创新驱 动发展 战 略 。 把
“

实施创 新 驱动 发 展 战	创造性 智 力 劳动 成果进行追 责过程 中 所 形成的代表 


略
"

放在 加快转 变经 济发 展方 式 的 突 出 位 置 , 把
“

创	着社 会 的 正面价 值取 向 , 起 判 断 行 为人 行 为 正 当 与 


新
”

摆在 了 国 家 经 济发 展 的 核 心 位 置 上 。

“

创 新 驱	否作 用 的 行为 规范与准 则 。 


动
”

作为 国 家 发展 战略
,
需 要 知识 产权 文化 的 支撑

, 知识 产权道德有别 于知识产权 伦理 。 伦理是一 


因 为知识产 权 文 化的 内 核 就 是
“

创 新
”

。 知 识产 权	定社会 的人们所认识和 理解 的人 与 人之间 、 人与 自 


文化分为观念形态 、 制度形 态 和组织形 态三部分 ,
知	然之间 、 人与 自 身之间 的应 然性关系 , 道 德是人们对 


识产权道德是知识产 权文 化观念形态 部分 的重要 组	这种 应然 性关系 的 反思 、 认同 和 实践
, 并 在此基础上 


成部分 , 建设 知识产 权 文 化 离不 开 知 识 产权道 德 建	形成 的行 为 规 范 和 准 则 。 伦理 是道 德 的 来 源和 依 


设 。 现有 文献 资料在 知识产 权道 德研究方 面还是 一 据 , 即
“

伦生 理 , 由 理成道
, 由 道 化德

”

;
道 德则 是 伦 


片 空 白
,
提到 知识产 权道 德 的地 方 总 是 和知 识产 权	理 的展 开 和 实现

⑴
。 伦理转 化为道 德 ,

道 德维 护伦 


伦 理相 混 同 。 本文 将界定 知 识产权道 德 的 概念 , 分	理 。 道德和伦理的关系 延伸 到知识产权领域同 样如 


析 知识产权道 德与知 识产权 文 化的关 系 以及 知识产	此 , 首 先 , 知识产权道 德来源 于知 识产权伦理 , 是知 


权 道德 的基本 规范 , 最后探讨建 设知 识产 权道 德的	识产权伦理的 展开 ,
知识产权伦理和 知 识产权道德 


基 本对策 ,
以 求 为 知 识产 权 文 化 的 全 面建 设拾遗	是源 和流的关 系 ,

二者不 能 混 同 , 否 则 就会本 末倒 


补缺 。	置 。 其次
, 知识产权道德实 现知识产权伦理 。 在知 


-

、 知 识产权道德 的概念 界定	识产权文化范_  
'
不 仅□产M 德实 


权伦理 , 知识产 权制 度也实现知 识产权伦理 。

一

定 


知 识产权 道德概念来源 于
一

般意义上 的道德概	的法律 制 度总是建立在一

定 的伦理基础 之上 。 由此 


念 , 是 一

般道 德概念 规定 性在知 识产权领域 内 的特	可知 , 判 断知识产 权法律制 度 合理性 的根 本依据是 


殊 延# 。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道 德概念定 义 为 :

“
一 种社	知识产权伦理 , 而不是多样性的知识产权道德 。 


会 意识形态
,
是人们 共 同 生 活及 其行为 的准则 与规 知 识产权 道德也有 别于科学道 德 。 科学道德是 


范 , 往往 代表 着社会 的 正 面价值取 向 , 起判 断行为 正	科技 人员 在从事 知识体系 研究 、 探索及实 践的科技 


当 与 否 的作 用
” h l

。 据 此 , 知 识产 权 道 德 可 以 定 义	活动 中 所 形成的 人与人之间 、 人与 自 然之间 、 人与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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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间 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 总 和 。 知识产权道德调	起了 补充作用 , 某些 知 识产权 领域 仅 靠 知 识产权道 


整 的范 围要 广于科技道德 。 知识产权道德调 整 的范	德调整还 不够 的地方
,
还 必须 上 升 为知 识产权法 律 


围 除科学道 德所调 整的 科技 领域 外 , 还涉 及 科学 道	制 度 , 使用 国 家强制 力 。

一些 知识产 权道德 , 随社会 


德所不调整 的 文 学艺术 以 及工商业标识领域 , 因 此 ,	的 发展 ,
被 认为对社 会是非 常 重要 的 并 有 被 经常 违 


不能 用科学 道德取代 知 识产 权道德
,
知识产 权道 德	反 的危险 , 立 法 者 可 能 将 之 上 升 为 知 识 产 权 法律 。 


有其 独立存在的 空间 和价 值 。	反 过来 , 某 些过 去 曾 被 用 知识产权 法 律 加 以 禁 止 的 


一

知 i
口 产粒道德与知 i

口 产敉 立仆 
- 、 n i  ' 、n ㈣
有 可能退 出 知识产权 法 律 领域 , 转 由 知 识产权 道 德 


知识产权文 化概念 由
一 般文化概念发 展而 来 , 调 整 。 


是一般文化概念在知识产 权领域的特殊延 伸 。 对于	既然 知识产权道德 和知识 产权法 律制 度是 知识 


文化概念 的理解有 广义 、 中 义 和狭 义 3 种 。 广义 的	产权 文化中 调 整 知识产权 秩 序 不 可 分割 的 2 个部 


文化是指人类 社会历史实 践过程中 所创造 的物质财	分 , 那么就不能离 开 知识产 权 法律 制 度谈知 识 产权 


富和精 神财富的 总和 。 中 义的文化概念排除 了广 义	文化 建设
,
也不能 离 开知 识产权道 德谈 知识产 权文 


文化概念构成中 的物 质财富部分 ,
是指 人类在长 期	化建设

,
必 须要像重 视知识产权法 律 制度建 设 一 样 


的 历史 实践过 程 中 所创 造的 精神 财富 的 总 和 , 具 体	重视 知识产 权道德 建设 , 否则 , 就不会有成熟 明达 的 


包 括社会 的意识形 态以 及与社会意识形态 相适应 的	知识产权文 化 。 


制 度 和组织机构 。 狭义的 文化概念仅指 中 义文化概	=  ̂

念 中 社会的意识形态

, 或社会 的观念形态 , 不包括 中 


义 文化概念中 的与 社会意识形 态相 适应 的 制 度 和组	道 德 规范具有 多样性 ,
要 求 人们 普遍遵 循的 只 


织 机构部分 。 知识产权 文 化取 中 义 的 文 化观
⑴

,
即	能是基本道 德规范 , 知识产权道德规范 也不例外 , 知 


知识产权文化是指人 类在创造 和利 用创造性智力 劳	识产权基本道德规范 有
“

尊重 知识 、 尊 重 表 达 、 崇 尚 


动成果 的 历史 实 践过 程 中所形 成 的 精 神 财 富 的 总	创 新 、 诚信守 法
”

。 


和 , 包括 知识产权社会 意识 形 态 以 及 与知 识产 权社	 (

-

) 尊 重知识 


会意识形 态相适应的 制度与组织机 构 。	知识是 人类社 会实践 、 生产实 践 、 科 学实践 的经 


知识产权道 德是 知识产权领域 中 的一种特殊 社	验总结 ,
是连 接过 去

、
通 向 未 来 的桥 梁

,
是照 亮 前进 


会意识形 态 。 既然知识产权文 化包括知识产权社会	道 路上的 明 灯 。

“

知 识就 是 力 量
”

。 知 识 是 推 动人 


意识形态
, 那 么 , 知识产权道德应 归 属于知 识产权文	类 发展 的 根本 动 力 。 为 着人 类 更好 的发 展 ,

就 应该 


化 。 知识产权道 德与 知识产权 其他 社会意 识形 态以	激励 人们不 断创造 新知识 。 知识产权制 度 为激励人 


及知识产 权制度 和知识产权组织机 构共 同 构成 知识	们 创造 新知识应运 而 生 ,

“

物权的 对 象为 物 , 债 权的 


产权文化 。	对 象是 行 为 ,
知 识产权 的对 象 则 是 以

`

形 式
、
结 构 、 


作 为知 识产权文 化 的构成部分 ,
知识产 权道 德	符号 系统

'

等 为存在 方式 的 知识
” M n °

。 知 识产权制 


是 调整知 识产权秩序不 可 或缺 的软 手 段 , 知识产 权	度调 整的对象就是 知 识 , 赋予创 新 知 识的人 对其创 


道德同样构成知识产权 文化
,
并且作 为调 整知 识产	新性知识给 予知识 产权 。 尊重知 识在 知识产权领域 


权秩序硬手段存在的 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提供道德支	应该把公共知识和权利 人的 创 造 性知识 区别 开 来 。 


撑 , 并在一定 条件下 与 知识产 权法律制 度 作用 相 互	公共知识属 全人类 共 同 财 富 , 应 归 全 人类 所 共有 和 


补充
,
内 容相互转化 。 首先

, 知识产权法律 应包含最	共享 , 任何人不得垄 断公共知识 ,
不得将既存 的公共 


低限度 的知识产权道 德 。 没有 道德 支 撑 的法 律 , 是	知识伪 装成个人 的创造性 知识 。 知识的本质就是信 

“

恶 法
”

,
是无法获得人们 的 尊重 和 自 觉遵守 的 。 其	息

, 不 得垄断公共知 识和不 得将既 存 的公共 知识伪 


次 ,

“

徒善不足 以 为政 ,
徒法不足 以 自 行

”

。 对知识产	装成个人创 造性 知识
,
就是任何人不 得有 封锁 公共 


权法律制 度 的有效实 施离 不开执法者的知 识产权职	信息 或篡改 公共信息 的行为 , 应该保证一切合法信息 


业道德的 提高 以 及守 法者 的 知识产 权道德观念 的 加	的 自 由 流通和保障公众有接触合法信息 的 自 由 。 


强 。 再者
, 某些不宜由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调整 的

,
或	 (

二
)尊 重表达 


本应 由 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调 整但 因立法 的滞后 而 尚	没有表达就没 有知识产 权 。

“

所谓
`

创造
'

就是 

“

无法可依
”

的 知识产权行为 , 知识产 权道 德调整 就	为思想 、 情感等精神上的独特感受和 构思寻找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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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当 的形式 、 结 构 , 形 成一定 的状态 、 秩序
,
并使之 客	青 出 于蓝而胜 于 蓝 , 反 对不 可 挑战 的绝对权威 , 反对 


观化 的过程 。 这些
`

形 式 、 结 构
'

就 是 创造性 的 智 力	唯 我独 尊 ! 


成果
,
也就 是我 们所说 的 知识

”  |

4
]

"

。 知识产权 的对	 ( 四 )诚倍 守 法 


象体现 为创 新性智 力 劳动 成果 , 创新性 智力 劳 动成	
“

诚 信
”

是初 始 性 的道 德规 范 , 其 最 原始 、 最 基 


果 是人心理活动所引 发的结 果
,
是思 想 的表 达 , 著作	本 的 内 涵是说真话 、 传 递 真 实信息 、 不 掩 盖真相 、 不 


以作 品 的形 式表达 , 专 利 以 技术 方案 的 形式 表达 , 商	歪 曲 事 实 、 遵守诺言 、 言 必信 、 信必 果 ⑷
。

“

诚信
”

在 


标以 商业标志 的形 式 表达 。 没 有 表 达就 没 有 知识 , 知识产权 领域尤 为重 要 , 首 先 是 因 为 知 识产权 的产 


就没有知识产权 ! 因 此 , 尊重 表 达
, 就 是

“

我 不 赞成 生 有其 内 在 的 社会 契约 ,

一 方 面权利 人创造性智 力 


你的观点 , 但我 绝 对捍 卫你 表 达 观 点 的 权 利
”

。 应 劳 动成果 的取得不能 凭 空 产生 , 必须建立 在前人 的 


该成为 知识产权领 域- 条基本的道德规范 。

	基础之上 , 麵当然权 利人也 应该为 后 人创造新 的 


尊重表 达就
,

应 该思 想兼容
,
包容 新思想 、 鼓励

, 智 力劳 动成果 提供条件 ;
另

- 方面 , 权利人的知 识产 


S 想 。 表达 是形 式 ' 思 想是 内 容 ; 没有 思想 ' 表达 I fc
权获得 本身就是平衡社 会利益 和权利 人个人利 益 的 


成了 无源2 水 ' 无本 之 木 。 于 不断
结果 , 是社会 以让渡 给权利 人 知识产权的 对价来 换 


的 交流 和―之 中
' 智 慧之 光 在 不_ 思M 撞 巾

職利 人创新性智 力 劳动成果 公开 的结果 。 因 此要 

光芒 四 射 ,

且层 出 不穷 ! S U t , 应该包料剛学
f 求 知识产权权 利 人 在实 现 个人糧时 , 应 该充 分考 


虑 其创 新性 智 力 成 果 的 社会 效应 , 严 守 社会契 约 。 


论 、 9兼 容 的 行为 积
,
肯 定

^  

` `

二 ,
闭 目 塞 听 、

其 次 , 与 其他劳动 产 品 不 同 , 知识产权 的 对象一创 

o

	新 性智 力 劳 动成果 , 表 现为 - 定 的知 识信息 , 由 于知 


. ⑴也 如 亡
识信息 是无形 的 、 可 复 制 的 , 任何 人都可 以 共享 , 权 


崇 尚 创新 即 推 崇和 向 往 创 新 人 、 创 造一

切 有	u I  
-

t n  B  - K &  A A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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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人不 仓易 对其实施控 制 , 而 侵权人却 极易 接触 和 

利 条件 优待创新 人 , 使

一切 可能创新 的人参 与创新 ,

坦扣  ̂


^ r Z V ^ -

B P 如
、

口 立	侵犯 , 特 别是 在 fe 息 化 时 代 , fe 息 网 络全球联通
, 权 


使 社会 一切潜 在的创 新能力 得 以 充分发挥 。 知识 产	… 、一 ? 


独因 找
“
办 丨 《 c

”
T
ff r s : n : 丨

丨 如	利 人很 难做到全球查禁 侵权者 ,
因 此要 求知 识产 品 


权体 系 的 核心都围 绕 创新 而 展 开 , 通过 赋予 创新	“ 一 、
? 士 


人对其创 新 性智 力 劳 动 成果 相 应 的 人 格权 及 财 产
寸法 


权
,
以激励 其进 - 步髓 动難人麵 ,

从職
舰外 ' 还应料与滅产权法相关的翻法 '

如反 


现社会 整体创 新 , 推 动社 会 发 展 。 知识产权 范 畴 巾
不正 当 竞争 法 、 合 同 法 等等 。 知识产权及其相 关法 


的
“

新
”

在 不同 的领域各不 相 同 ,
在 著作 权 领域强 调

侧度 是知识 产权领域最

,
线 的道德 。 依法 办事是 


` `

翻性
"

,
在 专卿域翻

“

首搬
”

, 在工 商缝 


志领域强调
“

非 相 同性
”

或
“

非 相似 性
”

。 因 此 ,

` `

崇	
“

诚 信守 法
”

'
从知 识产 权权利 人创造 智 力 劳动 


尚 创新
”

就 应 该尊 重 首 创 精 神 与 独 创 精 神 ,
敢于 f 示

成果 的角 度看
'
在文 学 艺术 作 品创 造 中 应该尊 重他 


新 立异 、 敢 于变 革 、 敢为人先 、 独立潮 头 , 反对隨彳 入的 智 力劳动成果 '
尊重他人人格尊严

' 反 对抄 袭 ' 


旧 、 墨 守 成 规 、 抱残 守缺 。 首 创 和 独 创 必 有 失 败 ,

反 对敷 I 窃
, 反 对巧夺暗取他人智 力 劳动成果

,
在科技 


“

崇 尚 创新
”

就应该宽 容失败
,
反对求全责备 。	成果创 新中应 以 事实 为依据 , 尊重实 验结 果

,
不篇改 


“

崇 尚 创新
”

就应该尊重创 新 人才 , 既尊 重 创新 实 验数据 ,
不虚构 科学 结论

,
在工商业标 记的创 建 和 


的前人 ,
又要尊 重创新的 今人 , 还要 关爱 和扶 植创新 工商业信誉的 累积过程 中 反 对一 切 仿 冒

、
假 冒 及其 


的后人 。 因 为今 人的 任何创新性智 力 劳动成 果都不	他弄虚 作假行 为 。 从知识产权权利 人实 施创新 性智 


是凭空 产生 的 , 都 是 在继 承前 人 的 基础 上 产 生 的 。
力 劳动 成果 的 角 度 看 ,

权 利人应该信 守社会对 价底 


尊重前人就要 尊重 前人创 新 性智 力 劳 动成 果
,
既 尊	线 , 应 该考 虑追求个 人利益 和社会 利益 的统

一性 , 奉 


重前 人创新性智力 劳 动成果 中 体现 的财产 权 , 又 荨	献社 会
,
造 福人类 。 不 片 面追求个 人利 益最 大化

,
更 


重前 人创新性智力 劳 动成 果 中 体现 的人 身权 , 反 对 不能 利用 自 己 掌握的 创新 性 智 力 劳 动 成 果 , 特 别 是 


抄袭 、 剽窃 、 盗 用或仿 冒 ! 尊 重今人 就是 应该尽其 所 现代科学技 术蒙骗他 人 、 危害环境 、 危害社会 。 从非 


能改进今人 的成才 环 境 , 使人 就 其 位 、 人尽 其能 , 反	权利 人的 角 度 看
, 使 用智 力 劳动成果应 该 自 律 , 信 守 


对嫉 贤 妒能
, 打压和埋没人 才 。 尊 重后 人

,
就应该创	与权 利 人 的 合 同 约 定 , 做 到

“

讲信 用 , 守 承 诺 , 不 


造一切 有利 条件使后 人超越 今人
,
长江后 浪推前浪 ,	欺诈

”

。 




_

5 6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会 科学版
)

	

2 0 1 4 年 


4 0 %  卜
⑴ 


四 、 建设中 国 知 识产权道德 的 基本对 策	
° 


幽 、 座议 9 1 3 !
| 肌 、 ;

~

1
>乂 1 _ 歸播^ 0 1顶

	从造假事件的披露細地学术 打假网站看 , 国 内 

“

知识产 权
”
一 词对我 国来说是舶 来 品

,
我 国知	存在类似 事件的高 校绝不仅仅只 有这些 ,

关于学术 腐 


识产权制度 建设起步 较晚 , 知 识产 权文化缺 乏积淀 ,	败
、
项 目 造假 、 论文抄袭等的举报和揭露不胜枚举 。 


社会公众知识产权道德修养普遍 不高是我 国 的现有 在实施创 新驱 动发展 战略 的 时代 背景下 , 面对 


国情 。	我 国 国 民 知识产权道 德修养 普遍 不 高 的现 实 国 情 , 


知识 产权不 道 德行为在 我 国 民众 中 广 泛存在 。 我 们 必须采 取有 效应 对措 施
,
加 强 知识 产权文 化建 


这从 近年来
“

山 寨
”

现象在 我 国 大行 其道 以 及 诸多	设
, 提升 国 民 知识产权道德素养 。 


高 校 大量存在的 科研成果抄袭 、 剽 窃现象 中 可 见
一

 第
一

, 反思 中 国 传统文 化 ,
取 其精 华 、 去其糟粕 、 


斑 。 从 2 0 0 8 年开 始 ,

“

山 寨
”

迅速 成 为我 国 的流 行	推陈 出 新 ,
为构建知识产权道德奠定文 化基础 。 


词 , 并 演变成为
一 种社会文化——

“

山 寨文化
”

席 卷 中 国 传统文 化构 成 中 不包含 知识产权道德 , 因 


全国 。

“

山 寨 版刘 翔
”

,

“

山寨 版周 杰伦
”

,

“

山 寨
”

电	为近代 知识产权文化 主要 根植于 以 个 人主 义 、 自 由 


脑 、 打 火 机 ,

“

山 寨 版 春 晚
”

,

“

山 寨版 百 家 讲坛
”

,	主义 与理性主义精 神 为基础 的西方文 明 中 。 我 国传 

“

山寨
”

论 文 等 , 可 以 说无处不山 寨 。

“

山 寨
”

的 实质	统文化的土 壤主 要为农耕文 明 ,
以 宗法 家庭为 单位 , 


就是仿冒 。 如 山寨 拼 装 手机就是 没 有 核心技 术 、 盗	以 伦理纲 常为核心 , 个人主义 、 自 由 主义 与理性主 义 


用知 名 品 牌核 心技 术 、 采 用 拼装方式 生 产 制 造 出 来	精神稀 缺 , 某些思 想 观念甚 至 与 知 识产 权文 化格格 


的手机
;
山 寨仿制 手机就是 仿造 知名 品牌产 品 的 手	不 人

, 如保守 中庸 、 重 义轻利 、 隐忍 循 古 、 法 先王法
、 


机 。

“

山寨
”

产 品 涉 嫌盗 版 、 侵权
,

“

山 寨文 化
”

强调	权力崇拜 、

“

奇技 淫 巧
”

、

“

枪打 出 头 鸟
”

、

“

不 患 寡 而 


投机取巧 、 走捷径 、 钻 空子 , 游走 于法 律 边缘 , 为
“

山	患 不均
”

、

“

窃书不算 偷 、 盗亦 不耻
”

等
1

8
]

。 但 另 一方 


寨货
”

提供宽 容 、 包庇 , 其实质 就是 不诚信 、 不 守 法 、	面 , 我 国传统文化也包 含着 许多与 知识产权 道德 内 


不崇 尚创新 ,
变相 支 持知识 产 权不 道 德行 为 。 如果	在 品 质相 一

致的元素 ,
如推 陈 出新 、 革 故 鼎 新 、 自 强 


人人都
“

山 寨
”

, 创新 便无容身之地 。	不 息 的精 神 ;
尊 师 重 教 、 唯 才 是举 、

“

道 之所 存师之 


近 年来 , 国 内 髙 校 频 繁曝 出 学 术 造假 事 件 , 仅	所存
”

的 观念
;
民 无 信不 立 的 警示 等 。 知 识 产 权道 


2 0 0 9 年 1 年
,
典型 案例就有

:

2 0 0 9 年 3 月
,
云南 中 医	德 作为一 种新 型 的道 德 , 在我 国 不能 凭空 产生 , 必须 


学院院 长李庆 生被指论文抄袭 、

一

稿多投
,
浙江大学	要 有其相 对应的文 化基础 , 必 然要 对接 于 中 华 民族 


副教 授贺海波被 曝 剽 窃 论文
;
2 0 0 9 年 4 月

, 中 国 工	固 有 文化传 统之上 。 因此
,
必 须甄别 中 国 传统文化

, 


程院 院士 、 著 名血 液病专家 陆 道 培 召 开 发 布 会指 认	择 其善 者 而从之 , 择 其不善者 而改之 , 糅合外来优秀 


弟 子
、
北京 大学人 民 医院 血 液病研 究 所所长 黄 晓军	知 识产权 文 化成果 推 陈出 新

, 构建 既有 中 国 特 色 品 


存在 剰 窃 、 造假等严 重学术不端行 为
;

2 0 0 9 年 5 月 ,	质
,
又有世界 共性的 知识产权道德文 化基础 。 


东北财经大学 2 0 0 7 年 某篇硕士学 位论文 , 与南京 财 第二
, 重 视名师 垂范作用 。 


经 大学 2 0 0 6 年 1 篇硕士学位论文 惊人相 似 ,

2 篇 论 道德模范 的 力 量 是无穷 的
, 应 该充分发 挥知识 


文 整体框架完 全一样 , 除 了 把地点
“

江 苏
”

2 字替换	产 权道德 大师的率先垂范作用 。 什么人 是知 识产权 


成
“

山 东
”

, 被 网 友称 为
“

史 上最 牛硕 士论文 抄 袭事	道 德大师 ? 在从事文 学艺 术创作 并取 得辉煌成就的 


件
”

 
;
2 0 0 9 年 6 月

,
辽 宁大学副 校 长陆 杰荣 在 核心 期	文 艺大 师和攀 登科技高 峰的 创 新科技 大家以 及卓有 


刊发 表 的 《何谓
“

理论
”

? 》
一文 被 曝 涉 嫌抄袭 ;

2 0 0 9	成效的知 名企业家 之 中 模范遵守 知 识产权 道德者 , 


年 8 月
, 武 汉 理工 大 学校 长 、 中 国科学 院 2 0 0 9 年 院	即 为知识 产 权 道 德大 师 。 因 为普 罗 大众 中 他们创 


士候选人周 祖德及 其学生谢 鸣抄袭 论文 收 录在
“

第	造 、 实施
、 转化知识产权的频率最 高 , 他们 的知识产 


二届 全国智 能制 造学 术会议
”

第 1 版论文集 中 ;

2 0 0 9	权道德修 养无疑对 全体社会成员 具有 标杆作用
,
桃 


年 9 月 ,
广 州 中 医 药大 学校 长徐志 伟 被 赖文 教授和	李 不言 , 下 自 成蹊 , 他们的垂范 作 用将直接 、 正 面影 


吴丽 丽 副教授联名 举报其 博士 学位论文抄袭 , 其博	响 和有效 引 导全社会 的知识产 权道德 建设 。 


士学位论文竟然在 没 有标 明 引 用的 情况下
, 将早一

 第 三
, 有 规划 、 有 重点地推进知识产权道德教育 


年毕 业的敖海清博士 的学位 论文 原文大段大 段 、 甚	与 培训 。 


至一 连数页粘贴过来 ,
直接把这些论述 、 分析和数据	要使 尊重 知识产权成为全民 的一 种 习 惯和 内 心 


作为 自 己 的博士学位 论文 的 内 容 , 文字 复 制 比 高 达	信念
, 使全体人 民从 内 心 深处 深知 尊重 知识 产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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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高性 和必要性 , 将侵犯 知识产 权视为 不 道德 的偷	律 , 通 过制裁或 奖 励的方 法 得 以 推 行 。 知识产 权法 


盗行 为 ,
并遭受 良 心 的谴责 , 根本 的途径在 于加 强知	律 的推行过程 , 本身就 是一

个惩恶扬善的过程 , 不但 


识产权道 德教育 与培 训 。 应 该制定 国 家知 识产权道	有助于 人们知 识产权法 律意识的形 成 , 还 有助 于人 


德教育规划
,
设计科学 全 面 的知 识产 权道德 教育课	们知识产权道 德 的培养 。 因 为知识产权法律作为知 


程体 系 与教学 内 容 编 排体 系 ,
以 增强 教 育 和培训 的	识产权领域内 的

一种 国 家统一评价 标准 , 提倡 什么 、 


实效 。 应该将学校和 企事业单位列 为 知识产权道 德	反对什么
,
与大 多数公民 最基本的知 识产权 道德信 


教育 与培训 的重 要阵地 。 将知识产权道德 教育纳入	念是一致或接 近的 。 因 此应该推进知识产权道 德法 


公民 道德建设 的体 系 中 , 使 知 识产权 道 德教 育 进课	治建设
,
以 法治手段保障知识产权道 德建设 。 首先 , 


堂 、 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 使知识产权 道德教 育成 为	加 强知 识产权道 德立法
, 使被普 遍接受 的 、 成熟的知 


中 小学道 德教育 和大学 生思 想道德修养 的 重要组成	识产权道德准则 , 通 过立 法 手 段 上升 为 知识 产权法 


部分
, 也成为社会人 员 职业道 德 教 育 的重 点 。 在学	律 制度

, 使知识产 权 道德要 求 融 于知 识产权 法律 规 


校 、 机关 和企事业 单位 大力传 播知识产权道 德文化
,
	范 。

“

凡是法律禁 止 的
,
必 定 是道德 所不 允许 的

,
通 


不断提高 全体学 生 、 机 关和 企 事业 单 位 员 工 的 知识	过 法律条文规定 的 具 体 的 权 利义 务 关系 , 明 确告知 


产权道德素养
, 使 学校 、 机关 和企事业 单位成 为全社	人们该做什么

,
不该做什 么

”

, 借助知 识产权 法律 来 


会知识产权道德 建设 的 堡 垒 和 明 灯
,
以 点带 面 地推	巩固 知 识产权 道德 规 范 的约 束 力 。 其次 , 加 强知 识 


动这个社会 的知识产权 道德建设 。	产权普法教育 , 通 过知识产权普 法教 育 , 引 导人 们从 


第 四
, 建设全 国 统 一知识产权道 德征信 系 统

,
完	知识产权 法律规 范肯定 与否定 的价值取 向 中 明 辨是 


善知识产权 道德监 管 。	非 、 甄别 善 恶 、 区 分 美 丑
, 提高 知 识产 权 道 德觉 悟 。 


要像金 融行 业所 建立 的银 行征 信 系 统 一样
,
建	再 次

,
加 大知识 产权 执 法 力 度 。 对严重 违 反 知识产 


立全 国统一

的知识产 权 道 德 征信系统
,
力求 使所有	权道 德 的行 为依 法严 惩

,
弘扬 正 气 , 消 除 污浊

,
为 知 


知识产权领域 的违 纪违 法行 为 以及模 范道德 行为都	识 产权道德建设提供 良 好的社 会环境 。 


记录在案 ,
并全 国联 网 可查 , 作 为 知识产权领域 当事	 ̂


人之间 行 为 的参考
,
特别是作 为学术 职称评定 、 科研	

一  t b 


项 目 申 报 、 版权 、 专利 权 以 及 商标 权交易 的 依据 , 使	 (
1

) 知识产权道 德是 知 识产 权 文 化社会意识形 


任何人都明 白
:
他们 的 任何

一 次 知识 产 权道 德 失范	态部分的 重要组 成
,
是调 整知识产权秩序 的软手 段 。 


行 为都将有 可 能对 其 以后 的任 何知识产权行 为甚至	 ( 2 ) 知识产 权 道 德 来 源 于 知识 产权伦理
, 是知 


其他行为产 生 负 面影 响 , 从而 督促 当 事 人模 范践行	识产 权伦理 的 展 开 。 知 识产 权道 德 区别 于 科学道 


知 识产权道 德 。	德 ,
不能 用科学道 德取代知识产权道德 。 


第五
, 推进知识产权道德法治化

,
以 法治 手段保	 ( 3 ) 知识产权道德基本规 范包括

“

尊 重知 识 、 尊 


障知识产权道德建设 。	重表达 、 崇尚 创新 、 诚信守法
”

。 


知 识产权 法 律 是传 播知 识产 权道 德的 有效手	 ( 4 ) 当 代 中 国 建设知 识产权道德需要 反思 中 国 


段 , 知识产权道德法治 化能 将维 系 知 识产权秩序所	传统文 化 , 加强 知识产 权道德 教 育 、 培训 与监管 , 重 


必不可少 的
“

最低 限 度 的道德
”

上 升为 知 识产权法	视名 师垂范 以及知识产 权道德法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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