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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教育对“抄袭”问题的界定与对策 
刘光远 

（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  要】我国艺术设计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伴随着社会生产能力和人们日常物质需求持续增长的趋势，

优秀的艺术创作、设计作品及相关产品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品质和物质选择，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近年来各类艺术创作、设计作品及相关产品的侵权问题屡屡发生。这一问题也逐渐从产业蔓延至校园，产生

的恶劣影响日益凸显。如若不采取应对措施，将极大的误导学生，使得学生对专业产生片面的认知，乃至对价值观产生

负面影响。本文将基于这一现状展开讨论并试图寻出合适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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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抄袭”问题 

“抄袭”的问题，自艺术创作流通以来就普遍存在。这既是一

个造成广泛负面效应的行为，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就艺术设

计创作的范畴而言，新的创作普遍建立在之前的作品和已有的理论

体系基础之上。绝大多数的作品诞生，不仅有作者本人的创新，同

时还参照了前人的创作成果。这既是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将过

往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然而，一直以来，无论从艺术家和

设计师的角度而言，还是从评论家和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对于

“抄袭”的界定一直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单从作品外在的相似

度来说，“抄袭”和借鉴在很多情况下只在毫厘之间。这也是为什

么现行的法律体系虽然对“抄袭”有所规范，但对“抄袭”的理解

和解释依然不明确，对“抄袭”的法理认定仍然比较模糊。 
所以，在判别一件艺术创作或设计作品是否抄袭时，通常很难

就视觉对比直观判断。这也是认为被抄袭方和抄袭方大多情况争执

不下最终无果的原因所在。但对“抄袭”这一具体行为的达成而言，

是需要个人主观行动实现的。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对艺术创作和

设计所表达的理念和中心思想的判别，相对更能分辨抄袭与否。即

被质疑创作者“抄袭”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如若是主动行为，

则“抄袭”的嫌疑会更大。 
1.1  有意识抄袭 
概括来说，创作者之所以抄袭是因为不同程度上无法得到令自

身满意的设计方案。基于这一认识，抄袭者有对应不同程度的抄袭。 
1.1.1  局部复制 
比较有限的抄袭是对已有作品的局部复制。这也是最为广泛的

一种抄袭现象。这一类抄袭现象的主要特点是较为表象、成本代价

较低、界定比较模糊。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可以更容易理解这一表

现的原因。由于市场对于各类创作和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与此同

时受众和消费者对于艺术设计产品的要求也随之上升。这一点不光

体现在对于品质和可选择余地上，也体现对于艺术品及产品的外

观，也就是视觉感官。而各类产品为了更能吸引消费者眼球，也为

了更加明显地区分其他同质产品，就需要通过外在的不同来体现自

身特性，从而直观地使消费者认为通过购买获取了额外价值。 
从设计具体层面来说，即为直接截取已有作品或产品的部分，

以自身作品或设计为载体呈现出来。例如，建筑和产品设计中，选

取较有形式感和构成感的造型特征，应用到自身设计外观造型；又

如平面设计和服装设计中，将有鲜明风格的图案纹饰和颜色搭配，

作为元素或表皮，腾挪到自身创作表面。 
一般来说，这类艺术作品和设计方案能够达到较强视觉冲击的

目的，也具备一定时效性。但从长远角度和完整性来说，往往难以

经得起推敲。而在海量的创作中，也难以确保不会产生雷同的可能。 
1.1.2  整体抄袭 
整体抄袭相比局部复制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法律代价会

大许多，因为抄袭方更容易被被抄袭方调查取证来维护自身相关权

益。所以，这一类情形的抄袭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且相较于可能

付出的代价而言可以获取更加可观的利益。 
而在众多整体抄袭的案例里，有一类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打

信息差。这一类抄袭者往往选取外国的创作作品为抄袭对象，尤其

是以不知名作者的作品为对象。由于沟通渠道、语言、地域等客观

障碍，使得被发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即便是原作者发现了自身知识

产权和著作权受到的侵犯，也需要克服地理、法律、语言等重重障

碍来维护自身相关权益。所面临维权的种种障碍可能使被侵权者放

弃维权或者无果而终。 
1.1.3  系统性挪用 
整体抄袭往往是系统性挪用的开端。在抄袭者发现抄袭后并未

被发现或受到实质惩罚时，进一步的抄袭可以使自身在短时间内获

取更大的利益，且可以持续地长久地带来收益。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2020 年 4 月茶颜观色以侵犯商标权

为由将茶颜悦色起诉至法院，结果被法院驳回。同年 8 月 17 日，

茶颜悦色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了茶颜观色。最终法院判决茶颜

观色停止在全国范围内与茶颜悦色相同的或近似装潢的广告宣传、

加盟许可招商宣传、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相关的经济

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图 1  茶颜悦色和茶颜观色品牌标识对比图 

茶颜观色在辩护过程中的说辞反应了这一类抄袭者的普遍心

态。虽然没有明确承认抄袭，但间接表达了自己作品与原作的关联

性，以此来模糊概念，继而影射自己作品具有类似理念、风格和元

素，因而所呈现的最终效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希望通过这种方法

来混淆视听，将自己的抄袭行为合理化。 
1.2  无意识“抄袭” 
虽然抄袭是一种不良行为，应当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予以杜绝。

但在实际情况中，因为一定原因，也存在一些无意识的“抄袭”行

为。即便是“无意识”行为，也依然不能否认其抄袭之实。不过对

于这一类抄袭行为，是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举措加以避免的。 
1.2.1  以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借鉴 
这一类抄袭行为和有意识抄袭中提到的局部复制有相似之处。

抄袭者本意是通过已有作品的借鉴来获取灵感，但因为原作的完成

度和整合度过高、原作部分元素极具艺术价值和象征意义、自身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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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有限等原因，使得对于原作的“借鉴”并没有超越抄袭的范

畴。这一类现象在艺术设计院校的学生群体（初学者）和实践经验

有限的艺术家、设计师群体中较为普遍。 
1.2.2  不知情下的雷同 
这一类“抄袭”者往往显得较为无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

同地域的艺术设计作品交流广泛，不同地区的艺术设计教育、艺术

设计理论和实践，包括近年来人们的审美偏好、价值取向和流行趋

势有趋同性。所以，即便这种情况出现概率较低，但也无法避免极

度相似的作品出现，甚至于不同设计领域的作品和设计动机完全不

同的作品，仍然有雷同的案例发生。 

2  “抄袭”的动机与心理 

“抄袭”的根本动机是逐利。逐利不一定是仅为了金钱利益，

也包括了设计开销、时间成本、人的精力等。虽然目的性不一样，

但普遍抱有“走捷径”“图省事”的心态。 
2.1  艺术设计院校的“抄袭”问题 
随着科技和各个产业的不断深化融合发展，带来各个领域交叉

和各种新的艺术设计创作的可能性和新趋势。而产业最前沿和市场

也会影响到院校的学科发展和教育模式，这也是受到实际市场需求

改变而改变的。因为新的变化在创作中也同样产生了种种新的情

况，但无论怎么变化，“抄袭”的本质在于人的主观意愿。所以，“抄

袭”问题对于艺术设计院校而言，可以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来

谈。 
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科研和教学，在考核和时间紧迫的双重

夹击之下，一部分人动摇了信念，打破了底线。为了能够取得有效

的进展和新的成果，不惜冒着丢掉岗位和名誉、信誉受损的风险，

抄袭甚至窃取他人的成果和作品。一些横向项目也同样面临类似问

题，甲方对于创作或设计期限的限制、项目所带来的金钱收益等，

都是造成抄袭的原因。更恶劣的是，长此以往，这种心态和观念被

教师带进课堂，对学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产生了误导作用。 
造成学生抄袭的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心智还未完全成

熟；二是对于艺术设计的理解有限；三是容易受到大环境影响。这

个年龄段的学生，有一定自我意识但还不成熟，往往又比较固执而

又敏感。所以比较容易被人左右或者过于执迷自己的某种想法。对

于具体的艺术创作和设计而言也是一样的，对于自己喜欢的和认为

好的，不会去过多的考虑其他因素，对于他人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表

现为不太重视或无所谓的态度。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学生刚刚开始到一些专项课题的训练，

对于作品或设计定位的把控不足，在无法下定决心或者没有思路的

时候，抄袭变成了为了完成作业所走的一条捷径。加上部分老师对

于学生投入的精力比较有限，也包括自己一些不良的习惯和观念也

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对于原创性的疑虑直至抛弃。 
2.2  “抄袭”的动机与心理 
“抄袭”的动机本质上是为了逐利，但抄袭者的心理却根据具

体的情境有不同的变化。有意识抄袭者一般因为一些条件和能力限

制，迫于完成创作，从而选择了抄袭。通常来说，这一类人往往抱

有侥幸心理，而后成为一种习惯。为了获得利益，抄袭的程度也越

来越高。无意识抄袭者虽然本意不是为了抄袭，但还是抱有一定的

依赖心理和投机心理。而设计雷同者则是缺乏对同类创作、设计作

品的了解和认知。 

3  “抄袭”的解决策略 

根据实际情况和抄袭者的动机和心理，可以尝试从三个方面改

善艺术设计院校的“抄袭”问题：第一，严格、严肃管理，对“抄

袭”事件采取零容忍态度。明确抄袭这一违法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严

重后果，采取高压态势严防抄袭事件发生。第二，细化教学内容的

设置。尤其是在大二左右，学生刚接触专业设计课程和具体的专题

性设计课程，需要明确设计方法、设计理论和常识性做法。在创作

和设计之前确立自己作品的定位，以避免抄袭的想法出现。第三，

可以适当的引入本专业相关的一些法律课程和案例讲座报告，如

《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等。 
针对解决策略的第一条来说，现阶段高校对于“抄袭”的问题

已经展开一些应对措施和相关的管理办法，但主要围绕的是诸如科

研成果、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和考试等的相关规定和处罚措施，对

于日常师生的创作和课程作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从客观角度

来说，日常的管理是有难度的，涉及具体办法和“度”的把握问题。

尤其是对于学生群体而言，在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允许学生犯

错误并给予改正的机会。所以，教师在其中需要对自身有着更高的

职业道德要求，才能以身作则并正确的引导学生。 
第二条策略是围绕日常的教学展开的，对于学生而言，避免犯

错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身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纪

律和规定。所以，对于教师而言，长期的、有规划的、循序渐进的

对学生进行有意识地培养正确的设计方法和观念是能够有效减少

学生“抄袭”现象的解决策略。学生普遍的“抄袭”现象出现在设

计从想法到具体形态方案的过程中，究其原因是前期的调研工作没

有做充分，没有能够有足够的有效信息来支撑具体的设计工作。而

现今网络发达，学生可以轻易地找到大量的优秀案例，但在没有明

确自身创作的设计定位和设计需求时就很容易被带偏，一定程度上

“抄袭”就会是必然现象。因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把调研做扎实，

设立明确的设计定位并正确地围绕设计定位来找案例借鉴和参照，

从而避免对现有设计方案的拼凑、挪用和抄袭。 
第三条策略是希望通过引入相关的法律课程和案例讲座报告

让学生建立更高层面的认知。也希望学生了解到创新的不易，能够

在杜绝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加强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意

识。 

4  结语 

抄袭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它对于推动艺术设计产业发展和打击

原创热情有着非常负面的效应。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产业和市

场的一些不良作风正在侵蚀着艺术设计院校，如若不加以管理，在

这种情况下院校所培养出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也必将反噬产业和

市场。如此恶性循环，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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