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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伦理与信息共享原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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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共享是因特网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要求�而知识产权保护则要保护产权人的合法利益�两者之间有着
深刻的矛盾和冲突�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过度的共享则抑制知识开发者的积极性�
合理确定两者之间的汇聚点是有效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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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Internet
已经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特网已经离不
开我们的生活�更离不开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因特
网要求人们将各种资源信息进行共享�但是如果处
理不当�将造成知识侵权和共享的滥用�严重损害知
识产权人的利益；而对知识产权人的过度保护则阻
碍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网络信息领域知识飞
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因此制定
合理的保护周期�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一、网络伦理问题的产生
　　1．网络伦理的定义

网络伦理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伴随着网络的
发展和应用的普及逐渐产生的。生活中的伦理是基
于建立协调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诚信关系�网
络伦理则是要在网络世界建立协调的角色与角色之

间互相尊重的诚信体系。网络伦理的概念源自于计
算机伦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应用伦理学
家W．Maner 对计算机理学的定义为：计算机伦理
学是运用传统哲学原理研究计算机应用中产生的伦

理问题的学科。按照 W．Maner 对计算机伦理学的
定义�网络伦理学是指运用哲学原理研究网络应用
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的学科�但是�这种定义既不清晰
也不准确�不能准确反映网络伦理的实质�因此更为
通俗的定义为：网络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应
该遵守的行为道德准则和规范［1］；或者是指在计算
机信息网络专门领域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特殊利

益关系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2］。
　　2．网络伦理产生的原因

网络伦理的产生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

络应用的普及而出现的�网络伦理产生的根源包括
技术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社会根源中�网络道德与
社会伦理的冲突是网络伦理产生的内在动力。导致
网络道德与社会伦理冲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3］：第一�网络本身的技术、功能特点�是催
生这种道德冲突的物理土壤；第二�现行的知识价值
观和人才评价体系�是产生这种冲突的思想根源；第
三�网络立法的滞后�是产生这种冲突的客观环境；
第四�网络道德对个性化的高度认可与传统社会伦
理评价机制之间存在的矛盾�是这种冲突产生的人
文环境。网络伦理产生的技术根源包括［4］：第一�
网络技术及网络建设的先天不足�包括网络的安全
性不高�各种漏洞、后门的普遍存在等；第二�网络技
术快捷、便利和虚拟的特点易于导致出现网络伦理
问题；第三�由于 Internet 建立之初就定义的开放性
诱发了人们内心的反叛心理的出现�使得人们的交
往面、交往层次和内容迅速扩大�出现了膨胀真空。
　　3．网络伦理的主要内容

网络伦理包括了由浅到深的三个层次的内

容［5］：第一层为网络礼仪�是指在网络上通过电子
媒体而体现的、规定的社会行为和方式�它是网络交
往中人们所能找到的能使网络社会正常运行的系列

规则和行为方式；第二层为网络规范�是指在网络社
会中�人们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行为标准�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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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的升华�是网络道德评价的标准；第三层即最高
层为网络原则�是网络礼仪和网络规范的集中概括�
是网络伦理关系的集中体现�网络原则包括全民利
益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自律原则。网络伦理带有
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
　　4．网络伦理的特征

网络伦理具有与传统伦理不同的特征�首先网
络伦理是具有他律性制约下的自律性特征；其次�网
络伦理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即不同民
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网络伦理的认知层次和认
知范围有所不同；再者�网络伦理具有延伸范围广、
判定尺度难、隐蔽性强、不易被监督和管理的特征。
　　二、网络伦理中的信息共享
　　1．网络伦理的根本原则

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网络�网络伦理应当遵循
以下的原则：无害原则�即要求网民对自己的权利和
自由要有限制地享受；自主原则�要求网络主体在不
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前提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行

为方式和活动原则�也要求主体对其他主体的权利
和自由给以同样的尊重；公正原则�即网络为每一个
行为主体的平等参与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诚信原则�即要求网络主体做到坦诚待人、行事不
欺、言行一致；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网络主体的任
何行为都必须有利于网络的健康发展�树立“网络生
态观”。
　　2．资源共享的内涵

因特网出现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其上

可以找到大量有用的信息资源�因此�信息资源的共
享和信息的快速传输也就成为因特网发展的根本动

力�因特网为人们查找信息、传递信息提供了快捷方
便的手段。资源共享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总体上说�
在因特网中包括：按照资源的物理属性分为硬件资
源、软件资源；按照资源的逻辑属性包括信息资源
（各种文字信息、数据信息、图形图像信息、声音信
息、视频信息、加密安全信息、认证信息、客户信息、
知识信息等等）、社会资源（信誉资源、声誉资源、关
系资源、知识智力资源等等）、设备资源。因特网力
求能够使得这些资源充分共享�以降低社会获取这
些资源的成本�提高资源的价值。
　　3．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特殊性

网络信息资源共享与传统的资源共享相比有其

特殊性�表现在：所有信息均以二进制的数字形式存
储�存储效率高；由于网络的存在�各种信息资源的

传递速度快；由于网络的覆盖范围大�所以信息资源
共享的范围大�出现了跨地区、跨国家的资源共享；
由于信息复制的简单和获取容易�所以信息共享时
信息无传递损失�经过多级的传递信息仍与原始信
息一致�信息的传播范围呈几何数增长；由于信息中
容易携带传输信息以外的信息�因此病毒和其他信
息也会随着信息的传递而传播。这些�都是网络信
息资源共享与传统的信息资源共享的区别所在。
　　三、因特网中的资源共享与资源保护
　　1．因特网中的资源共享

在因特网中�包括信息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共
享是因特网发展的实质�也是推动网络能够快速发
展的内在动力。失去或者缺乏资源共享�因特网就
犹如一个个孤岛、一段段没有连接的高速公路�难以
生存。所以�网络或者说因特网的发展历史�就是资
源进一步共享、信息进一步快速传输的历史�现代网
络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如何快速、安全、高效地共享
各种资源。例如�目前正在研究中的网格技术�就是
从网络资源共享的层次达到应用共享的层次�因特
网正在从 WWW （World Wide Web）发展到 GGG
（Great Global Grid）�也就是被称为因特网的第三次
革命。这些都说明共享是因特网发展的实质所在。
　　2．信息资源的保护

信息资源作为人类创造的知识资源�当然应该
受到保护�其他的资源也应该得到保护。在网络伦
理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公正原则�也就是创造
信息资源的人应该公正地得到应该得到的各种回

报�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信息资源共享时考虑如何向
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支付一定的报酬�或者在信息资
源保护了多长的时间后这些资源才可以向公众免费

开放并得以共享�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如何保
护这些信息资源�这些就是信息资源的保护。如果
没有保护�信息资源的创造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将
会严重打击信息资源开发者的积极性�阻碍他们的
开发热情�从而减少因特网上可以供公众共享的资
源；但是�过度的保护却违背了因特网发展的内在原
则�减少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制定信息资源保
护的原则和界限则显得非常重要。
　　四、信息资源共享与保护的关系
　　1．交叉理论与 X曲线

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保护是一对矛盾［6］�如何正
确处理和恰当调和这对矛盾�是网络伦理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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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根据笔者的研究�提出信息资源共享与信息
资源保护的 X曲线（见图1）�该曲线可以很好地说
明共享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图1　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X曲线

在图1中�资源共享＝资源级别×时间1×价
值�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级别×时间2×价值。
其中：时间1�2＝f（知识更新周期×领域系数）�领
域系数为与不同领域知识开发研究成本有关的系

数�如信息技术领域系数则大于传统学科物理数学
学科的领域系数�而知识更新周期却大大短于传统
学科�所得的时间乘积也较小�表明快速发展领域学
科的保护时间应尽可能短�而传统领域学科应受到
较长时间的保护。

图1中有两条曲线�分别是共享曲线和保护曲
线�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就是临界点�也就是知识产权
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的最佳结合点�过度的保护将
造成信息的垄断�而过度的共享将造成资源的泛滥。
共享不够或者保护过度都将造成社会成本的升高。
在曲线的右端�保护与共享之间的距离就是信息或
者知识产权侵权犯罪�掌握曲线的临界点是确保信
息资源能够被合理利用和共享的重要条件。利用一
个简单的实例可以理解该曲线�如传统的文学作品
与新出现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共享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就是存在非常巨大的区别的。
　　2．社会和法律的保障

美国思科公司的创始人、现任 CEO钱伯斯先生
在1998年6月18日朗讯诉讼思科在数据网络方面

的8项专利侵权的应诉时说：朗讯的举动是一种“阻
挠业界领袖脚步的纯粹的市场策略”、“是绝望公司
的绝望举动”、“是一种在过去的年代才会使用的竞
争手段”�“现在的互联网年代就如狗年（狗的寿命为
人的1／7）�所以那些专利就像70年前的专利一
样”。可见�在因特网中沿用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法规将严重阻碍因特网的发展步伐�必须制定
一套适应因特网快速发展的法律法规�来合理恰当
地保护网络中各种资源的产权�适应和推动因特网
的发展。可以看出�动态调整专利、著作权（包括软
件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周期�将能够更加合理分配和
使用社会资源�确定在网络中的WWHCSR原则�即
在网络中谁（Who）、何时（When）、怎样共享（How）、
以什么代价（Costs）、多大安全性（Security）基础上共
享何种资源（Resource）�以降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
源的成本�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科学技术的
发展与进步。
　　五、结束语

寻找网络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

交汇点�是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基本依据�并动
态地调整�可以大大加快社会资源和知识的更新周
期�降低社会发展中资源使用的成本。合理充分地
利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符合网络伦理的可持续发
展原则�最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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