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0(123'415

6

%+,713(73)(.837-(%*%

/6

!

,%71)*,713(734

"

9%*:!!

!

;%:!

<

=

':!"!"

大数据时代的分配正义挑战与规制原则

张
!

煌>

!黄
!

关!

!

>: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

$

!: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

"

摘
!

要"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财富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大数据产业领域的分配矛盾问题凸显%大数据时代

对传统分配正义理念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分配机会正义&分配程序正义和分配责任正义三个方面%其中#大数据

对分配机会正义的挑战#一方面体现为挑战人们参与大数据经济的基本机会公正#另一方面体现为挑战人们谋

求更好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发展机会公正$大数据对分配程序正义的挑战#具体体现为挑战分配程序和标准制定

的权威性&统一性和透明性$大数据对分配责任正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隐私数据保护&数据产品风险事故以及

维护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三个方面的责任分配%为了应对挑战#大数据时代实现分配正义应当遵循机会均等&

分配标准与程序合理以及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等原则%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伦理$机会正义$程序正义$责任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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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围绕人类社会如何公正地分配自然资源&物质财富&政治权利&发展机会&尊严荣誉等问

题$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学者普遍关注的伦理课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分配正义思想'分配正义思想

内涵随时代发展&历史演进而不断丰富'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数

据作为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并列的新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开始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模式

与资源分配方式$围绕数据产业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资源分配&财富分配以及责任分配问题$体现了大数

据时代分配正义观念所面临的新挑战$亟待进行伦理规制'

一%大数据时代对分配机会正义的挑战

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指出()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

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

+

>

,作为确保社会制度内在公正性的基础性原则$分配正义原则在制度设

计与运行中的首要体现$即是对社会成员平等分配生存和发展机会'依据分配机会公正的原则$人们对

于获取数据资源&享有数据权利&享受数据开发收益等方面拥有均等机会'然而$由于数据伦理规范和分

配制度设计的滞后$社会在实现分配机会正义方面面临新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分配机会正义面临的挑战#体现为对基本机会公正的挑战

基本机会是人们参与社会分配活动必须满足的机会$基本机会公正要求人们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

中的基本权利地位是平等的$不分种族&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宗教信仰以及教育背景等因素差异$处于

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大数据时代人们参与数据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正如涂子

沛所指出的()互联网企业是在我们认识到数据的价值之前$就完成了对数据的掠夺和积累'他们积累的

方式是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他们对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也没有经过我们的授权'这就是我今天所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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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原罪'*

+

!

,涂子沛提到的)互联网原罪*$揭示了人们在享有数据资源分配基本权利上面临的挑战'

首先$个人不享有数据资源的所有权'大数据时代$每个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一言一行$经由鼠标&键

盘的每一次敲击变成数据$如同矿石一般沉淀在网络空间$形成大数据资源'目前$收集个人隐私数据不

经由个人授权$而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少数数据平台所垄断'

其次$个人不享有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各类数据平台无偿使用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网购&

社交等大量基础原始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和整合$整个数据开发利用过程未经授权'

再次$个人不能分享大数据产业创造的财富'数据平台凭借数据垄断优势$独自占有数据经济带来

的巨额财富$人们难以平等享有参与财富分配的权利$)互联网原罪*是人们在基本机会层面遭遇不公正

待遇的集中体现'

!二"大数据时代分配机会公正面临的挑战#也体现为对发展机会公正的挑战

发展机会公正有助于人们谋取职业的进一步发展&追逐更为幸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大数据时

代$数据垄断成为影响社会底层向上发展的一道隐形障碍$可能造成大数据社会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的)马太效应*$具体体现为(

首先$少数组织和个人凭借数据垄断优势$可以轻易地获取更多的职业机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

更高的垄断利润'近十年以来$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不断进行股份收购和公司并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实现数据打通$持续扩大数据垄断优势'

其次$绝大部分小企业和普通社会成员没有掌握必要的数据资源$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在职业机

会和发展空间上面临困境'各种)数据歧视*$诸如基于信用数据的贷款制度&基于犯罪数据的预测性警

务技术&基于任职数据的招聘筛选系统$进一步挤压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空间'譬如$安德鲁-塞尔布斯

特指出$警察部门根据数据挖掘技术来预测&预防和调查犯罪$可能会将有色人种与较高的威胁级别或更

大犯罪嫌疑的特定犯罪联系起来'

+

@

,

二%大数据时代对分配程序正义的挑战

分配正义不仅体现为机会分配正义$还必须保证分配过程的程序正义$即社会资源的分配标准和分

配流程必须公正合理'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和数据财富分配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程序正义挑战'

!一"挑战分配程序制定的合法权威

依据程序正义的原则$分配标准作为全社会资源分配所依据的根本准则$必须反映社会全体成员的

利益$需要经由权威部门通过集体行为并以法律形式确定'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全体人民

通过立法来确定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标准和分配程序$从而保证制度主体的集体性与广泛性$在

总体上反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然而$大数据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业态$权威机构对于数据

资源和数据财富的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的立法工作尚处于初步展开阶段'我国
!">C

年民法总则第
>"D

条增加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利用&加工&传输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提供&公开或者出售个人信息'*欧盟也于
!">A

年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法案$从立法层

面明确保护个人数据信息权利$但是对具体的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还需要更为系统完整的法律条款进

行规范&落实$从而导致少数互联网络巨头利用法律的空白及其在大数据经济产业中的强大影响力$代行

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权力$成为数据资源和数据财富分配标准的实际制定者'当前$我国制定数据资源分

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的合法权威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

一种挑战是数据归属权的法律界定缺失'在我国$大数据产业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权威部门对数

据资源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的立法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导致少数数据平台巨头利用法律空白$成为数

据资源和数据财富归属标准的实际制定者'

另一种挑战是围绕大数据采集&使用&分享&转移等方面的权责界定缺失'数据用户&互联网企业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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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合法&合规地在大数据中)掘金*$实现大数据良性共享$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需

要更为系统完备的法律条款进行规范&落实'

!二"挑战分配标准和程序的统一性

依据程序正义原则$社会资源分配标准必须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换言之$合理的分

配标准与分配程序必须对全社会一视同仁$绝不允许任何组织&个体拥有超越统一标准和程序的特权'

然而$在当前的大数据领域$由于缺乏权威界定$导致不同利益攸关方对分配标准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难以形成统一共识'

一种观点认为$数据资源分配应由平台方主导$分配程序设计应当以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这体现了大数据平台方作为数据资源分配强势方的利益$他们奉行数据价值源于开发利用的数据财富理

念$推行)数据在谁手里$数据就属于谁*的分配标准'他们认为$数据平台在采集&分析和处理数据的过

程中投入大量成本$数据相关权利归属平台方$可实现收益最大化$激励数据产业加速发展'

另一种观点认为$数据资源分配应由产生数据的个人主导$分配程序设计应当以保护个人数据信息

为主旨'譬如$吉安克劳迪奥-马尔吉里认为$只有提高个人数据的货币价值意识$市场才能更有效地保

护个人数据隐私'

+

#

,这体现了网民阶层作为数据资源原始创造者维护自身数据权益的强烈意愿'数据不

仅具有鲜明经济属性$同时也是网民隐私的重要载体$广大网民迫切希望打击侵犯隐私数据的不法行为$

维护个人对数据资源特别是隐私数据资源的支配权'

!三"挑战分配标准和程序的透明性

菲利普-哈克等人认为$透明度在分配规则制定者的议程中占据突出地位'

+

H

,依据程序正义原则$数

据资源的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必须是公开透明的$能够接受不同社会阶层的质疑和批评$从而不断修正

完善'公开数据资源的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不仅可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促进数据作为独

立的生产资料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因而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然而$在现行的数据资源分配

格局下$以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强势一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未能严格遵循分配过程的公开透明原

则$而是通过暗箱操作将现行的数据分配程序沦为自身的牟利工具$具体体现为(

一是数据评估模型不透明'莫伊拉-帕特森认为$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数据评估模型$通过

挖掘大量个人数据来发现相关性$这些相关性用于为影响个人资源配置的具体决策提供信息和依据'

+

C

,

当前$以算法为基础的各类数据评估模型被视作严格保护的公司机密$如同)黑箱*一般不对外界公开'

正如美国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所指出的$天生不透明的数学模型正从微观上掌控着整体经济$这些

评估模型有很多相同的特点(不透明&不接受质疑&解释不通'

+

?

,人们无从了解数据模型的具体运行规则$

也就很难对其评估结果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和反馈'

二是数据平台的定价标准不透明'大型互联网公司为维护既得利益$在数据财富的分配过程中没有

严格遵守程序公开性$而是以暗箱操作的方式来设计数据产品的定价标准$导致现行数据分配程序沦为

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理查德-斯特普关注到同一供应商销售相同产品而标定不同价格的)价格歧

视*现象'

+

A

,近年来网络上热议的)大数据杀熟*事件$其本质就是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数据信息的不对

称性$非法获取和分析消费信息$依据消费者购买力的差异性$以不正当手段篡改产品价格信息$干扰大

数据产业财富分配的正常秩序'

三是整个大数据产业链的收益模式尚不透明'一方面$少数互联网企业具有规模庞大的数据资产$

其财富本身建立在收集网民点击&浏览&消费&社交数据信息的基础上$但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只公开数据

加工利用后获取的收益$刻意忽略用户原始数据的价值$没有构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利益回馈机

制'另一方面$网络监控缺失给予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催生以)暗网*为代表的非法数据产业链$依托)暗

网*数据平台的网络黑市交易$进一步挑战了大数据产业分配程序的公开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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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时代对分配责任正义的挑战

追逐利益&规避责任是人类的天性'在当下数据资源和数据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作为强势一方的互

联网巨头倾向于更多地关注如何摄取利益$而较少关注责任分配问题$从而导致各类数据安全事件发生

后的责任分配困境'

!一"挑战隐私数据保护的责任分配

丽贝卡-威尔逊等人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大数据技术的依赖与大数据技术对个人隐私数据

的收集是相伴而来的'

+

D

,大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招致不法之徒垂涎$引发一系列非法收集和使用个人

信息事件$造成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屡禁不止$其背后体现了相关利益主体在保护隐私信息方面的责任分

配困境'

首先$隐私数据主体和数据平台之间的责任分配困境'按照传统观念$个人隐私数据应当由个人保

护'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伴随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信息化平台发展完善$信息化数

据采集规模急剧增长$个人身份特征&健康状况&收入水平&活动轨迹等隐私数据散落在不同的数据平台

中$凯瑟琳-蒙哥马利等人关注到$即便是微型可穿戴健身设备$也可以作为搜集个人健康信息的数据平

台'

+

>"

,单凭网民个人力量$难以真正实现全平台&全渠道的隐私数据防护$如何在数据主体和数据载体之

间合理分配隐私数据保护的责任$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隐私信息非法售卖团体的责任追究困境'围绕隐私数据的责任分配$既要厘清数据保护的责

任$又要追究非法数据售卖的责任'当前$个人隐私数据信息售卖的)黑色产业链*规模庞大&分工明晰$

且呈现跨地域&跨行业特征$导致对售卖链条中源头&中间商以及使用者之间明确责任分配的难度倍增'

再次$隐私信息收集引发)数据歧视*的责任追究困境'珍妮弗-温特指出$人们各种日常隐私数据

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就可用于分析个人行为特征$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行为判断

可能会伤害个人或团体$使其在寻求就业&住房&移民&医疗&教育&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保险服务时遭遇)数

据歧视*'

+

>>

,然而$由于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决策过程的不透明$遭遇歧视的个人难以进行申诉和追究'

!二"挑战数据产品风险事故的责任分配

互联网企业是数据资产占有者$也是数据产品经营者&制造者&提供者$企业必须对数据产品风险负

有社会责任'当前$企业对于承担数据产品风险的责任分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数据产品内容虚假的责任分配'由于数据的资本化$在资本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天

性驱使下$资本对于数据的渗透导致数据产品的风险激增$互联网企业数据推送&数据引用和数据搜索等

方面迎合资本需求$漠视数据产品潜在风险$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和追责困境'在
!">C

年的)魏则西事件*

中$)莆田系*医疗机构的责任固然不可推卸$百度公司操控数据搜索排序$传播虚假医疗广告的事实也昭

然若揭$由于对)付费搜索结果*认定为广告的.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尚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百

度公司在数据推送和数据搜索中的责任未被追究'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数据产品推送对象扩散的责任分配'网络的开放性和网民主体的多元化$

使得同一种数据产品面对不同对象产生差异化风险$带来一系列责任分配困境'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未成

年人沉溺网络游戏事件$暴露出大数据环境下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缺位'传统意义上$家长是未成年人

保护的责任主体$但是$对网络环境&网络数据信息了解相对欠缺的家长$难以充分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的责任'互联网公司在提供数据产品的过程中$应该具有风险责任意识$严格杜绝赌博&暴力&色情内

容泛滥的网络游戏产品流向未成年人群体$与家长&老师一道$履行对特殊对象数据风险防控的责任'

!三"挑战维护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的责任分配

科学技术发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战略空间就拓展到哪里$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外的

第五维战略空间$大数据平台运营商不仅是网络空间重要的行动者$更是网络数据资源的实际掌握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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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者$具有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的责任'在当前网络空间成为国家安全新边疆的形势

下$互联网公司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责任分配上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首先$企业重大数据泄露事件的责任追究机制亟待明确'少数掌握国家安全重要数据的企业$数据

主权和数据安全防护意识淡漠$成为敌对势力网络渗透&攻击的突破口'以中兴公司数据泄露事件为例$

因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时期$不仅使中兴公司自身蒙受巨大损失$也使国家对外经济战略博弈

陷入被动$如何追究中兴公司网络数据泄露对国家对外贸易&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海外利益的责任$目前

尚未有明确说法'

其次$互联网公司恶意篡改&操控数据的责任追究机制亟待完善'互联网络的数据资源是国家数据

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合法&合规发布数据信息受国家法律保护'少数互联网巨头从个体利益出发$

利用其大数据平台和大数据技术优势$恶意篡改&操控互联网数据信息$侵犯国家数据主权'在
!">C

年

广受关注的赵薇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演员戴立忍涉台独一事中$各大数据平台以人为干预方式$篡改

以网民搜索行为作为数据基础的热搜榜$刻意删除)赵薇电影事件*的相关热词$屏蔽网民言论信息$操控

网络舆论走向$其实质是对国家数据主权的肆意侵犯$亟需进行法律规制'

再次$对外资渗透&控制国内数据平台的风险防范与追责模式亟待确立'当前中国主要互联网企业

都是以股份公司形式存在$多数具有外资背景$且在境外上市'因此$必须正视国外资本对我国数据平台

渗透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充分评估外资操控对国家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尽早出台相

应风险防控与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

四%大数据时代实现分配正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社会集体主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来反映人类对分配正义的普遍诉求'作为大数据技

术的受益者和大数据社会秩序的设计者$人类如何设计数据资源和数据财富的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大数据时代分配正义的实现'为了让数据资源的整个分配过程充分体现公正平等$必须用普遍有

效的分配原则来引导分配正义观念深入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内心'

!一"机会均等原则

首先是政治权利层面的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原则以承认社会成员在大数据经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

为前提'历史上$人们追求分配公正的意愿与其追求政治平等的意愿紧密相连'因此$大数据时代人们

要谋求经济权利上的机会均等$首先要求大数据产业链各环节中所有参与者具有平等政治地位$每个社

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其次是经济权利层面的机会均等'数据资源和数据产业财富的平等分配$

关系到支配大数据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秩序$每个社会成员在大数据经济竞争中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保证公民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应当实施开放数据政策$促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中充分自

由地流动$催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数据经济盛景'再次是发展权利层面的机会均等'就发展机会

而言$大数据时代机会平等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人都能够平等具有把握数据经济的机会和摄取数据经济

财富的能力$从而能够不断利用数据能力素养改善自身待遇&地位'这要求政府和全社会合力弘扬数据

文化和推进数据教育$正如涂子沛所指出的()数据文化是尊重事实&强调精确&推崇理性和逻辑的文

化'*

+

>!

,相关部门需要合理调配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将数据知识纳入公民常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

对性地补齐能力素质短板$确保机会平等不会流于形式'

!二"分配标准与程序合理原则

当前大数据经济对分配程序正义的冲击$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大数据经济行为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

大数据作为重要战略资源$趋利避害的方式在于实现分配标准和程序的法制化'一方面是分配标准公正

合理'针对当前数据资源分配中存在)数据在谁手里$数据就属于谁*)数据由谁开发$数据收益就属于

谁*等不利于原始数据所有者合法权益的分配标准$应当以法律形式明确)数据产权*$厘清大数据生成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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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生成主体的数据权利归属$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切实保障不同数据权利主体的合法权利'另一

方面是分配程序的公正合理'按照统一和公正透明标准$对数据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程序设

计$维护数据主体在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加工&利用&安全管理以及商业化运用中的正当权益$实现数据

资源分配的实际操作规程合理合法'

!三"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

在当下大数据经济生态下$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享有数据资产带来的丰厚利益$不愿承担以数据资产

造福社会的责任$从而造成分配过程的数据垄断&财富两极分化和责任缺位等问题'应在数据资源分配

中恪守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具体体现为(首先$明确利益和责任都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内容'具

体而言$社会数据资源的分配不仅涵盖数据资产采集&存储&使用&传播&交易&分享等利益性数据资源分

配$还包括数据主权&数据隐私权&数据知识产权以及数据风险提示等责任性数据资源分配'其次$杜绝

数据特权阶层的出现'享有利益就必须履行责任$绝不允许任何组织与个人只享受数据权利不承担数据

责任义务'再次$互联网巨头享有的数据利益越大$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同等享有收集&使用用户数

据的权利与承担隐私数据保护的责任$同等享有出售数据产品利益与承担数据产品风险事故的责任$同

等享有网络空间自由与承担维护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的责任等'

参考文献"

'

>

(罗尔斯
:

正义论'

I

(

: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AA

)

?:

'

!

(涂子沛
:

数据平权与互联网原罪'

JK

*

LM

(

:

'

!">AB>"B@>

(

:-55

=

)**

NNN:4%-&:7%O

*

)

*

!@!CACAD>

+

#CH!>@:

'

@

(

,JMK,8<:P14

=

)')531O

=

)751(Q1

/

.)5)

=

%*171(

/

'

$

(

:R3%'

/

1)*)N'3213N

#

!">?

!

>

")

>"DB>DH:

'

#

(

I<MRSJTSR

#

E0,8JT,K:U'171(

/=

'12)7

6

B5-3'1

/

-55%V(%N5-32)*&3%+

6

%&'

=

3'4%()*.)5)

'

$

(

:E%O

=

&53'*)NW437&'15

6

'3B

213N

#

!">A

!

!

")

!ADB@"@:

'

H

(

UXSMSUX

#

KSMY<;<U:T31(1(

/

1(5-3Q1

/=

'%O143%+Q1

/

.)5)

)

5')(4

=

)'3(7

6

#

1(3

Z

&)*15

6

#

)(.(3N'3

/

&*)5%'

6

+'%(513'4

'

$

(

:

;%'5-N3453'(

[

%&'()*%+537-(%*%

/6

)(.1(53**375&)*

=

'%

=

3'5

6

#

!">?

!

>

")

>B#!:

'

C

(

U<8JT,L;I

#

IEPL;<RXI:P)5)

=

'%53751%(1()(3')%+Q1

/

.)5)

)

5-37-)**3(

/

34

=

%43.Q

6

Q1

/=

3'4%()*.)5)

'

$

(

:I%()4-

&(123'415

6

*)N'3213N

#

!">?

!

>

")

>B@>:

'

?

(奥尼尔
:

算法霸权)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I

(

: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A

)

G9:

'

A

(

,8JUUJT:L(*1(3

=

'173.147'1O1()51%()(.

=

3'4%()*.)5)

)

)

/

3(3')*.)5)

=

'%53751%('3

/

&*)51%(

=

3'4

=

375123

'

$

(

:E%O

=

&53'*)NW

437&'15

6

'3213N

#

!">?

!

C

")

?CAB?AH:

'

D

(

\SM,L;T

#

KJMMS9J<0]

#

RT<YM:K&451(

/

5-3Q*)7VQ%̂

)

Q1

/

.)5)

#

3O

=

*%

6

O3(5)(.

=

'12)7

6

'

$

(

:P3+3(437%&(43*

[

%&'()*

#

!">?

!

@

")

>B@#:

'

>"

(

I;L8RLIJTY]

#

EXJ,8JT$

#

]LUU]:J(4&'1(

/

+)1'(344

#

=

'323(51(

/

.147'1O1()51%(

#

)(.

=

'%O%51(

/

3

Z

&15

6

1()(3O3'B

/

1(

/

S(53'(35B%+B5-1(

/

43(21'%(O3(5

'

$

(

:$%&'()*%+1(+%'O)51%(

=

%*17

6

#

!">A

#

A

)

@#B??:

'

>>

(

\S;8JT$:P1

/

15)*1(3

Z

&)*15134)(..147'1O1()51%(1(5-3Q1

/

.)5)3')

'

$

(

:$%&'()*%+1(+%'O)51%(

=

%*17

6

#

!">A

#

A

)

>B#:

'

>!

(涂子沛
:

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和未来'

I

(

:

北京)中信出版社#

!">#

)

>:

#下转第
!"

页$

-

?!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

#

(刘银良
:

角色促销)商品化权的另一种诠释'

$

(

:

法学#

!""C

!

A

"

:

'

H

(廖继博
:

中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法益及其正当性'

$

(

:

法律适用#

!">A

!

>

"

:

'

C

(林雅娜#宋静
:

美国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鉴'

$

(

: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

H

"

:

'

?

(张鹏
:

日本商品化权的历史演变与理论探析'

$

(

:

知识产权#

!">C

!

H

"

:

'

A

(杨立新#林旭霞
:

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

$

(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

!

>

"

:

'

D

(袁博
:

我国形象权纠纷案件类型化研究'

$

(

: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

!

H

")

#>:

'

>"

(吴汉东
:

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

$

(

:

法学#

!""#

!

>"

")

AC:

'

>>

(萩原,有里
:

日本法律对商业形象权的保护'

$

(

:

知识产权#

!""@

!

H

")

C!:

'

>!

(孙美兰#孔丁英
:

-奥特曼.纠纷案引发的思考///论对商品化权的保护'

$

(

:

法学#

>DDD

!

?

"

:

#$%&'(&)%*%+&,'-)

.

,&/0*12*&'$'/&/%+3,0$0(&'$4%1'5)*

.

4'$(,0*1)/)*

.

)*6)570*18'5'9)/)%*:%$;/

8<L_1)(

$

E<L )̀(

/

!

!"#$$%$

&

'()*+,-+./)

$

0#*1-21*3/)+*.

4

$

&

5$%*.*"-%!"*/1"/-167-8

$

9/*

:

*1

;

>"""AA

$

0#*1-

"

<=/&$0(&

(

8-37-)')753'O%.3*1(

/

O3'7-)(.141(

/

1(+1*O)(.89N%'V4

$

)4

=

371+17+%'O%+7-)')753'O3'7-)(.141(

/

$

1(7*&.34)

43'134%+Q3-)21%'4%+5-3437%(.)'

6

7%OO3'71)*1a)51%(%+7-)')753'O%.3*1(

/

$

)(.*3).45%

=

%53(51)*37%(%O171(53'3454

$

5-3'3B

+%'3

$

5-3*3

/

)*'1

/

-54)(.1(53'3454

/

3(3')53.5-3'3Q

6

)'37)**3.

)

5-3'1

/

-54)(.1(53'3454%+O3'7-)(.141(

/

*

:S(

[

&.171)*

=

')75173

$

E-1(3437%&'54.3

=

3(.%(.1++3'3(5*3

/

)*Q)434+%'154

=

'%53751%(

$

)(.5-3'3)'33̂53(4123.14

=

&5341(5-3)7).3O1771'7*3:<5

=

'343(5

$

1514(%54&15)Q*3+%'E-1()5%7%(45'&75)(1(.3

=

3(.3(54

6

453O+%'

)

O3'7-)(.141(

/

'1

/

-5

*

:S514)773

=

5)Q*35%

=

'%21.3

(37344)'

6=

'%53751%(+%'5-3'1

/

-54)(.1(53'3454%+5-37-)')753'O%.3*1(

/

O3'7-)(.141(

/

)77%'.1(

/

5%7-8$

&

5/$

<

%/

0

+=/

<

(>?

%*"$

&

0#*1-@

;

-*1+.21

&

-*)0$A

<

/.*.*$1

$

0$

<4

)*

;

#.7-8

$

5/)+$1-%!.-.(+7-8)(.%5-3'*)N4N15-1(5-3+')O3N%'V%+5-3

3̂1451(

/

*3

/

)*4

6

453O:S(53'O4%+5-3

=

'%53751%(%+5-3'1

/

-54)(.1(53'3454%+7-)')753'O%.3*1(

/

O3'7-)(.141(

/

$

1514)*4%(37B

344)'

6

5%

=

'%21.37%

=6

'1

/

-5

=

'%53751%(+%'

Z

&)41B)(1O)51%(O%.3*1(

/

)(.7'%44B

=

'%53751%(+%'7-)')753'O%.3*1(

/

:

>'

?

@%$1/

(

7-)')753'O%.3*1(

/

%

7-)')753'O3'7-)(.141(

/

%

O3'7-)(.141(

/

'1

/

-5

%

5-3'1

/

-54)(.1(53'3454%+O3'7-)(.141(

/

#责任编辑"董兴佩$

#上接第
AB

页$

8,'3,055'*

.

'/0*1-'

.

C50&)%*#$)*()

D

5'/%+E)/&$)=C&)9'FC/&)(')*&,'G$0%+H)

.

E0&0

FX<;RX&)(

/

>

$

X0<;RR&)(

!

!

>B0$%%/

;

/$

&

7*>/)-%@).+-16!"*/1"/+

$

C-.*$1-%21*3/)+*.

4

$

&

D/

&

/1+/E/"#1$%$

;4

$

0#-1

;

+#-#>""?@

$

0#*1-

%

!B!"#$$%$

&

5(>%*"@6A*1*+.)-.*$1

$

F(1-1C$)A-%21*3/)+*.

4

$

0#-1

;

+#-#>"">!

$

0#*1-

"

<=/&$0(&

(

S(5-33')%+Q1

/

.)5)

$

5-37%(73

=

55-)5.)5)O3)(N3)*5-14Q37%O1(

/

1(7'3)41(

/

*

6=

%

=

&*)')O%(

/=

3%

=

*3:P145'1Q&51237%(5')B

.1751%(1(5-3Q1

/

.)5)1(.&45'

6

14-1

/

-*1

/

-53.:8-31O

=

)75%+5-3Q1

/

.)5)3')%(5-37%(73

=

5%+5').151%()*.145'1Q&5123

[

&4517314'3+*3753.

1(.145'1Q&5123%

==

%'5&(15

6[

&45173

$

.145'1Q&5123

=

'%73.&'3

[

&45173)(..145'1Q&5123'34

=

%(41Q1*15

6[

&45173:<O%(

/

5-3O

$

5-37-)**3(

/

34%+

Q1

/

.)5)%(.145'1Q&5123%

==

%'5&(15

6[

&45173)'3'3+*3753.1(5N%)4

=

3754

(

%(5-3%(3-)(.

$

5-3Q)417%

==

%'5&(15

6

+)1'(344%+

=

3%

=

*35%

=

)'B

5171

=

)531(5-3Q1

/

.)5)37%(%O

6

$

)(.%(5-3%5-3'-)(.

$

5-3.323*%

=

O3(5%

==

%'5&(15

6

+)1'(344%+

=

3%

=

*35%

=

&'4&3Q3553'%77&

=

)51%()(.

-1

/

-3'4%71)*45)5&4:8-31O

=

)75%+Q1

/

.)5)%(.145'1Q&5123

=

'%73.&'3

[

&45173143OQ%.13.1(7-)**3(

/

1(

/

5-3)&5-%'15

6

$

&(15

6

)(.5')(4B

=

)'3(7

6

%+.145'1Q&5123

=

'%73.&'34)(.45)(.)'.43551(

/

:8-37-)**3(

/

34%+Q1

/

.)5)%(.145'1Q&5123'34

=

%(41Q1*15

6[

&45173)'3O)1(*

6

'3+*37B

53.1(

=

'12)7

6

.)5)

=

'%53751%(

$

.)5)

=

'%.&75'14V)771.3(54)(.O)1(53()(73%+.)5)4%23'31

/

(5

6

)(..)5)437&'15

6

:8-3'3+%'3

$

5%'3)*1a3

.145'1Q&5123

[

&451731(5-33')%+Q1

/

.)5)

$

15147'&71)*5%+%**%N5-3

=

'1(71

=

*34%+3

Z

&)*%

==

%'5&(15

6

$

'3)4%()Q*3.145'1Q&51%(45)(.)'.4)(.

=

'%73.&'34

$

)(.3

Z

&)*.145'1Q&51%(%+1(53'3454)(.'34

=

%(41Q1*15134:

>'

?

@%$1/

(

Q1

/

.)5)

%

.)5)35-174

%

%

==

%'5&(15

6[

&45173

%

=

'%73.&'3

[

&45173

%

'34

=

%(41Q1*15

6[

&45173

#责任编辑"路卫华$

-

#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