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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力量。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伦理

挑战，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文化同质化趋势与文化真实性的维护、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的分歧

等问题。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多样性、维护文化真实性和

平衡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策略，以期指导电商平台在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实现商业发展与文

化责任的和谐共存。通过这些措施，电商平台不仅能够推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型，还能确保其在全球

化的市场中得到恰当的保护和尊重，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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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ra,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become a key force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this proc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ethical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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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the lac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trend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the divergence between value choices and value judg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issues in depth,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mote cultural diversity, maintain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balanc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order to guide e-commerce platforms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while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se measures, e-commerce platform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ensure that it is properly protected and respected in a globalized market-
place, and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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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始终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1]。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2]。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

的明确指引。 
实践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存、

研究和展示开辟了新的途径。电商平台，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广泛的用户覆盖，已成为文化遗

产数字化保护的重要平台。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深入，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也

面临着一系列伦理挑战。因此，从文化遗产的传统保护到数字化保护的过渡，需要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新技术，探索新方法，建立新机制。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创新，

也是对文化遗产价值传播途径的拓展。 

2.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概述 

2.1. 文化遗产的定义与价值 

“文化遗产”是随着时代发展留下的历史宝贵财富，通常随着国家、民族或者群体的社会发展进程

而不断涌现更迭，这种财富伴随着极强的传承性，构成这个国家、民族或者群体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具

有独特性、不可替性和不可逆性[3]。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为研究历史提供

了实物证据，帮助我们理解过去，认识现在，谱写未来。 
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体现在许多遗产在艺术表现上达到的高水平，无论是建筑的美学设计、雕塑的

精致工艺，还是绘画的色彩运用，都是人类创造力和审美追求的体现。同时，文化遗产是天然的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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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以启发人们的学习兴趣，增进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共同推动文化

繁荣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社会价值上，文化遗

产对于增强社区认同感、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社会和谐与团结。传承中

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是当今

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文化多样性价值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每一种文化遗产都是特

定文化的独特表达，保护文化遗产有助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防止文化同质化。精神价值上，文化遗

产对于个人和群体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它们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信仰。 

2.2. 数字化保护的概念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含义：“利用当代测绘遥感和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以数字化方式将文化遗

产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真实、完整地存储到计算机网络，实现真三维数字存档，供保护、修复、复原以

及考古研究和文化交流使用。”[4]数字化保护是一种现代技术手段，它将文化遗产从物理形式转化为数

字形式，以便于保存、访问和研究。这种保护方式不仅有助于延长文化遗产的寿命，还能提高其可访问

性，让更多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享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数字化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

重要方向。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我们可以期待数字化保护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文化遗产

的传承和推广做出贡献。 

2.3. 电商平台在数字化保护中的角色 

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既是技术的推动者，也是文化责任的承担者。它们通过创新的商

业模式和技术服务，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需要在伦理和法律的框架内，不

断探索和完善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和责任。在数字化保护的过程中，电商平台不仅提高了文化遗

产的可见度和可访问性，还促进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分享与交流。它们为文化遗产的展示提供了新的窗

口，使得文化遗产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可以跨越地理界限，实现更广泛的参与和互动。电商平台通过提供

在线市场，为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了商业机会，这有助于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工作筹集

资金，同时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3. 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伦理挑战 

3.1. 传播伦理：知识产权维护与责任风险问题 

在数字化过程中，文化遗产的复制和传播变得异常容易，这可能导致原创作品未经授权就被使用或

滥用，从而侵犯了原创者的合法权益。数字技术和线上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但同时

也带来了知识产权缺位的问题，造成侵权现象时有发生，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产业主体的经济效益受到不

法侵害，严重影响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传统知识如草药配方或手工艺技术，往往是由特定社

区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积累而来，如果这些知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商业化使用，就可能侵犯到这些社

区的知识主权。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传承多代的作品，或可能由多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民间艺术作品，

其版权归属可能不明确，增加了电商平台在审核和管理上的难度。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电商平台上假冒

伪劣的文化遗产产品泛滥，这不仅侵犯了原创者的知识产权，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和文化遗产的声誉。

在平台上，文化遗产产品的版权信息可能不够透明，消费者难以判断产品是否获得了合法授权[5]。 
文化遗产权利人溯源困难是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其创作主体泛化、创作时间持续以及传统的口述传

承方式，使得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实践中面临溯源难题，发生纠纷时举证艰难。例如，“泥人张”

侵权案就是文化遗产产权保护领域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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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归属问题，明确了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归谁所有，以及谁要承担责任与风险。版权归属的模糊导

致电商平台在销售文化遗产产品时可能面临侵权责任的风险。当作品的原创者或合法持有者与平台之间

的权利界限不清晰时，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都可能触发法律诉讼，使平台承担赔偿损失和法律费用的财

务负担[6]。此外，这种不确定性还可能导致合同违约责任，因为与商家或传承人的协议可能因版权归属

问题而受到质疑，从而损害平台的商业信誉和法律地位。文化遗产商业化的过程中，权利归属不明确所

导致的不恰当开发和利用可能会破坏文化遗产的原始意义和精神内核，造成文化价值的丧失。不断加强

的知识产权法律要求电商平台确保其销售的产品符合法律标准，而版权归属的不确定性使得平台难以证

明其合规性，法律合规风险也随之增加。 

3.2. 文化伦理：文化同质化与真实性缺失 

电商平台因其广泛的覆盖和便捷的交易特性，成为了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但与此同时，由于

市场力量的驱动和消费者偏好的集中，电商平台可能会不自觉地推广那些已经广为人知、容易获得大众

接受的文化产品，而忽视了那些小众的、地方性的、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产品。这种现象导致文化表现

形式趋于单一化，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弱势文化受到来自“文化单极化”的大力挤压，进而

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弱势文化的生存条件[7]。长此以往，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品可能会逐渐

被边缘化，甚至消失。 
文化表达的标准化也是同质化风险的一个体现。在追求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过程中，一些电商平台可

能会推动文化产品向标准化、通用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忽视了文化产品背后的深层含义和地域特色。这

不仅限制了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也可能导致消费者对文化的认知和体验变得肤浅和单一[8]。 
文化同质化的风险还体现在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上。随着电商平台成为信息获取和消费的主要渠道，

年轻一代可能会更多地接触到同质化的文化内容，而缺乏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不仅影响了他们

的文化视野，也可能削弱他们对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文化真实性指的是在展示和传承过程中，文化遗产应保持其原始的形式、内涵和精神，不偏离其历

史和文化背景[9]。然而，在数字化和商业化的浪潮中，保持文化真实性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文化遗

产在数字化展示时可能会遭遇形式上的改动，以适应现代审美或技术限制。例如，传统绘画作品在转化

为数字图像时可能会经过色彩调整或分辨率增强，这些改动虽出于好意，却可能无意中改变了作品的原

始风貌。此外，为了吸引更多用户，一些平台可能会采用夸张或误导的描述，这不仅扭曲了文化遗产的

原意，也损害了其教育和传承的价值。其次，文化遗产的商业化推广有时会导致其内涵的简化或曲解。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一些电商平台可能会过分强调文化遗产的娱乐性或商品属性，忽视了其深层的文

化和历史意义。例如，传统工艺品在电商平台上可能仅以其外观或实用性为卖点，而忽略了其承载的工

艺技术、文化故事和象征意义。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也带来了

文化同质化的风险。电商平台在推广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时，可能会无意中推崇一种主流或普遍接受的

文化表现形式，从而边缘化那些小众或地方性文化的独特性。这种同质化现象不仅削弱了文化多样性，

也可能导致某些珍贵文化遗产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特色和活力[10]。 

3.3. 行业伦理：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 

随着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型，电商平台往往需要在尊重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保护其完整性的同时，

考虑如何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偏好。这种双重压力导致了价值冲突，即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

过程中可能会无意中损害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 
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浪潮中，电商平台面临着复杂的价值选择问题。这些选择通常涉及到如何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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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商业成功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纯粹性之间做出平衡。一方面，电商平台需要吸引消费者，增加流量和销

售额，这可能意味着对文化遗产进行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包装，以迎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偏好。然而，这

种做法可能会牺牲文化遗产的某些原始价值和意义，导致其在商业化过程中被简化或曲解。另一方面，

坚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深度可能限制了其在市场上的吸引力，从而影响电商平台的经济收益[11]。 
在价值判断方面，电商平台需要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内容进行伦理评估，这包括对文化遗产的合法

性、适宜性和道德影响的考量。电商平台必须判断哪些内容是适合公开展示和销售的，哪些内容可能会

引起争议或冒犯特定群体。这种判断不仅需要基于法律法规，还需要基于对文化遗产深层含义和社会影

响的理解。电商平台在价值判断上还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的挑战[12]。随着全球市场的一体化，电商平台上

的文化遗产产品可能面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平台需要对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

和接受度进行判断，以确保其内容对所有用户都是尊重和包容的。这可能涉及到对文化遗产内容的本地

化调整，以及对可能引起误解或冲突的内容进行敏感性审查。 

4. 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应对策略 

4.1. 知识产权保护与合规性提升 

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合规性提升方面的努力，对于保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文化遗产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强法律遵从、提高透明度、建立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机制，电商平台能

够在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实现商业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为了增强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产品合法性的信任，电商平台需要提供清晰的版权声明和授权证明。这

种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消费者在购买时做出明智的选择，同时也能够促进正版产品的销售，为原创者带

来应有的经济回报。通过这种方式，平台不仅能够保护原创者的权益，还能够避免因销售侵权产品而引

发的法律风险。此外，建立侵权预防和应对机制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至关重要。这包括实施技术监控，以

自动识别和下架侵权商品，以及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接到侵权投诉，能够迅速采取行动[13]。这些措

施有助于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并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有效减轻对原创者和平台自身的影响。在处理文

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时，电商平台还需考虑到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许多文化遗产作品可能涉及复杂的

版权归属问题。因此，平台需要与法律专家、文化遗产专家以及相关社区紧密合作，确保在尊重文化遗

产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4.2. 文化多样性与真实性维护 

推广文化多样性意味着电商平台应当关注不同背景的文化产品，尤其是那些代表地方特色和少数群

体的工艺品和艺术作品。通过专题活动、特色栏目和精准推荐，平台可以为这些产品提供更多的曝光机

会，从而帮助它们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欣赏。这样的措施不仅有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够为消费

者提供更丰富、更深入的文化体验。 
在维护文化真实性方面，电商平台应确保文化产品在数字化展示时保持其原始的形式和内涵。这要求

平台在处理文化产品时，避免对其进行可能改变其文化意义的编辑或修改。例如，传统工艺品的图片和描

述应当准确反映其制作工艺、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仅仅强调其作为商品的属性。通过这种方式，

电商平台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文化产品来源，同时也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做出贡献。 
教育和培养消费者对文化遗产多样性和真实性的理解和尊重也是电商平台的重要职责。通过提供详

细的文化背景介绍、历史故事和制作技艺说明，平台可以帮助消费者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的

文化价值。此外，平台还可以通过互动活动和教育项目，鼓励消费者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从而提高公众对文化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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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价值平衡与伦理决策 

维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电商平台在价值平衡中的关键考量。在数字化展示和营销活动中，

平台应当避免对文化遗产进行可能损害其文化意义的商业化包装。这要求平台在推广文化遗产产品时，

不仅要注重其市场吸引力，还要确保其文化故事和传统价值得到准确和充分的传达。通过这种方式，电

商平台可以在不牺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实现商业目标和文化责任的和谐共存[14]。 
在伦理决策方面，电商平台需要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内容进行细致的伦理评估。这包括评估文化遗

产的合法性、适宜性和道德影响，确保所有内容都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标准。例如，平台在处理涉及特

定社区或族群的文化遗产时，应当尊重其文化主权和知识产权，避免未经授权的使用或不当的商业化[15]。
此外，平台还应当对可能引起文化误解或冲突的内容进行敏感性审查，以确保其内容对所有用户都是尊

重和包容的。 

5. 结语 

综上所述，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伦理挑战。通过

加强法律遵从、提高透明度、建立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机制，电商平台可以在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

实现商业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尽管本文提供了对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伦理挑战与应对策略的全面分析，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由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的研究可能未能涵盖所有相关的伦理问

题。另一方面，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对于电商平台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入分析和案例研究相对

有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法律环境的变化，电商平台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伦理挑战和应对策略也

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以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指导，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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