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给电影行业带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

命袁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赋予了电影新的活力遥数字化

电影的产生袁更进一步推动了电影业的高速发展袁一
部又一部大热影片加入到亿元票房俱乐部就是最好

的说明遥 然而袁这一切并非全然都是美好的袁电影行

业看似辉煌的背后却蕴藏着极大的风险要要要盗版电

影遥 随着电影市场的迅速扩大袁盗版也随之蔓延袁借
由网络的传播肆意发挥着其极大的破坏力袁 这一现

象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袁 而且已经涉及到

侵权违法的高度遥
2015 年袁中国主办了野电影和版权在文化与经

济上的重要性冶高端圆桌会议遥在国际层面上就电影

和版权在文化与经济上的重要性展开了讨论袁 探索

了电影版权保护的新途径和版权合作的新模式遥 加

强对电影版权的保护袁 将更有利于维护电影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袁 推动电影版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

善袁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遥

一尧相关文献回顾

对个体消费者使用盗版产品研究可分为多个不

同维度袁计划行为理论渊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袁
TPB冤与道德理论是常用的两大基础理论遥 计划行为

理论提出在特殊的情况下袁 为了更好理解消费者的

行为需要考虑消费者对事物的预测和理解[1]遥 Hunt
和 Vitell[2]的伦理决策模型假设当遇到道德内容问题

时袁伦理判断由义务论和目的论的评价所决定曰反过

来袁道德判断通过道德意图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遥
从目的论视角看袁个体行为受感知收益的影响遥

Limayem[3]发现社会因素和关于使用盗版软件后果

的认知对于使用盗版软件行为的意图具有显著影

响遥 Triandis[4]的研究表明不同个体对使用盗版软件

所带来的后果具有不同的感知袁 只有当结果被感知

是有利于自己时个体才会更加倾向于去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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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遥 Banerjee[5]等人发现袁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能

被给予奖励的感知程度将会影响他的表现是道德还

是不道德袁这也是感知收益的一个体现遥此外袁感知风

险和感知收益是相对应存在的遥Tan[6]认为消费者购买

盗版的数字产品行为的意图也受几个确定因素的影

响院能感知到的道德强度尧道德判断和感知风险遥 这

个结论将感知风险确定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之

一遥Sims[7]等人解释了一个倾向于冒险的人更容易去

盗版数字产品袁 男性特征中具有相对女性更乐于冒

险的潜质袁 因此男性更容易做出盗版数字产品的决

定遥 Chiou[8]发现被起诉的风险也对使用盗版数字产

品的态度有影响遥
文化价值观同样在盗版问题上对个体决策产生

重要影响遥 Traphagan 和 Griffith[9]通过研究表明软件

的盗版不仅与国民的收入有关袁 还与文化价值观有

关遥 Swinyard, Rinne 和 Keng Kau[10]发现文化会影响

人们对于盗版的态度袁 某些文化价值观可以促进或

抑制某一文化群体内的盗版现象遥因此袁不同的文化

价值观对盗版产品的传播与使用具有不同的结果遥
此外袁Limayem[11]等人提出袁习惯对个体使用盗版软

件的态度有重要影响遥 过去使用数字盗版产品的频

率越高影响也就越大遥 D爷Astous,Montpetit[12]认为过

去有频繁盗版在线音乐的人袁 会有再次进行这种行

为的强烈意图遥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消费品价格

的影响袁 而价格这一因素也常常被用于相关研究遥
Jack[13]认为价格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显著因素袁
价格低廉的盗版软件往往能吸引消费者遥David[14]也认

为应该充分考虑价格的影响因素袁价格在某种程度上

会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遥 张红霞[15]等人研究了群体

压力这一变量对我国盗版行为的影响袁 当面临越大

的群众压力时袁人们越不会使用盗版软件遥

二尧研究模型与假设

结合中国特殊的网络环境袁 以计划行为理论与

道德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构建结构方程袁 并且将变量

划分为个体尧网络以及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遥
人的行为都是由意图引起袁而意图是由于人们本

身内在的需要而产生袁能满足人的需求活动本身就是

一种奖励遥 Ajzen[2]发现意图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变量袁
可以用它来预测行为遥消费者对使用盗版的意图一直

被当作是产生实际盗版行为的预兆袁因此假设院
H1:观看盗版电影意图对行为有显著影响

态度是指个体对某种事物所持有的一种肯定或

者否定尧接近或者背离尧拥护或者反对的心理和行为

倾向遥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一个人的实际行为受动机

影响袁而动机又受态度的直接影响遥 因此假设院
H2:观看盗版电影的态度对意图有显著影响

Fishbei 和 Ajzen[16]指出袁被感知的结果是有益且

被赋予较高的评价时袁人们更倾向于去做这件事情袁
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推动作用袁 就是感知收益对意图

的影响遥
而 Chiou[8]认为感知风险是影响消费者关于是

否购买盗版数字产品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当

某个行为导致的结果被预感是有弊无益并需要为之

承担责任尧付出代价时袁人们更倾向于不去做这件事

件袁这就是感知风险对意图的影响遥
为了检验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对意图产生影响

的同时是否改变消费者对盗版电影的态度袁 由此假

设院
H3:观看盗版电影的感知收益对个体面临盗版

电影的态度有显著影响

H4:观看盗版电影的感知风险对个体面临盗版

电影的态度有显著影响

网络上流传的各种盗版电影大多是通过在电影

院非法进行二次拍摄所得到的袁 其画质与音效参差

不齐袁效果无法同正版电影相比遥不同的个体消费者

对观影体验的要求不同袁 对待盗版电影的态度也应

有所差异遥 因此假设院
H5:盗版电影质量对个体面临盗版电影的态度

有显著影响

我国现有很多登记信息不全的小型站点袁 为了

获得流量拉动广告收入袁 经常上传一些盗版电影来

吸引用户观看袁 并且运用各种搜索引擎优化发布大

量的外部链接来增加站点被访问的可能性遥 当互联

网充斥着这种类似站点袁 盗版电影变得非常容易获

取袁则会相应地增加盗版电影被观看的意图遥可以推

导出当用户在浏览互联网页面时袁 遇到盗版电影相

关信息会促进用户的观看意图遥 因此假设院
H6: 网络盗版电影的可获取程度对意图有显著

影响

互联网的多途径传播给打击盗版带来了困难袁
而作为互联网应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应用袁 无形中在

盗版电影的传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遥 互联网

的多重渗透以及社交网络的重重交替给盗版电影的

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袁因此假设院
H7:社交网络的传播对盗版电影的可获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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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

H8:网络渗透对盗版电影的可获取程度有显著

影响

网络盗版电影的获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遥 国家

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大版权保护力度袁 一定程度

上表明其对数字盗版产品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袁 对盗

版电影由初期的放任到逐渐模棱两可袁 再到现在严

肃对待袁 其中最大的体现就是在对盗版的惩罚力度

上遥当国家对某种行为的制止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时袁
那么则会产生相应的威慑力遥 因此假设院

H9:惩罚力度对盗版电影的可获取程度有显著

影响

综上所述袁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三尧 研究方法

渊一冤变量测量

综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变量测量袁 并结合国内

的实际情况袁设计出用来测量上述研究模型 10 个变

量的量表遥 每个变量包括 2-4 个测量指标袁每个指

标采用 5 点李克特法(Likert)来测度其值袁将野很不同

意冶到野很同意冶分别赋值为 1要5 分遥

渊二冤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在野问卷星冶发送电子问卷的方式收集

数据遥数据收集完毕之后通过检验问卷填写时间尧是
否 IP 地址重复尧是否出现问卷填写逻辑矛盾以及是

否出现明显规律性数据等多个方面筛选不合格问

卷袁最终收集有效分卷 214 份遥

渊三冤 信度分析

将所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信度分析袁 通过检验

克朗巴哈渊Cronbach Alpha冤系数的大小来验证所测

结果的可信度与稳定性袁 也即同一问卷受测者在多

次重复检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遥 各变量克朗巴哈系

数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信度分析

所得数据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 0.7袁表示问卷信

度良好袁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遥

渊四冤效度分析

首先进行相关性检验袁本文采用 KMO渊Kaiser-
Meyer-Olkin冤检验与巴特利特球体检验袁用于探查

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袁 它比较的是各个指标间的简单

相关和偏相关的大小遥 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效度分析

结果表明 KMO 值为 0.895袁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的结果显著遥 这些数据表明适合进行后续的因子分

析遥经过检验发现袁各项指标在各自归属的因子上负

载都比较高袁 而在其他非归属的因子上负载都比较

低袁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遥

四尧统计结果分析

使用 LISREL8.7 对模型进行验证袁 测量结构方

程中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变量与各测量指标

之间的关系袁 最终通过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来

对假设进行验证遥 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遥

研究变量 克朗巴哈渊Cronbach's Alpha冤系数

感知收益 0.805
对质量要求 0.928

态度 0.861
感知风险 0.755
惩罚力度 0.769
获取程度 0.920
网络渗透 0.841

社交网络传播 0.755
意图 0.869
行为 0.920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895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532.070
df 253
Si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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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径系数

假设 H1 意图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得到检验袁
跟之前的学者得到的结果相一致袁 表明观看盗版电

影的意图会极大地促使个体进行相应的行为遥 假设

H2 态度对意图具有显著影响得到验证袁表明个体消

费者对待盗版电影的态度会对其观看盗版电影的意

图有明显影响遥诚然袁一个拥有极高版权意识的消费

者对待盗版电影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甚至是排斥

的袁 那么其选择在网络观看盗版电影的意图也并不

明显遥 假设 H3 感知收益对态度有显著影响得到验

证袁 正是因为消费者能够通过观看盗版电影获得某

种程度上的感知收益袁 其对盗版电影的态度才会显

得更加积极遥 假设 H4 感知风险对态度有显著影响

并没有得到验证袁 这一结论与之前学者的相关研究

结果并不相符袁 通过互联网观看盗版电影并没有带

来任何潜在的感知风险袁 国内通常觉得这是一件习

以为常的事情袁不会有任何顾虑遥即使某些站点充斥

着各种各样的广告尧弹窗等等袁也只不过给影片观看

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打扰袁 并不需要承担任何潜在风

险袁因此袁虽然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袁但是其结果更

加贴近实际情况遥 假设 H5 对盗版电影质量的要求

对态度有显著影响并没有得到验证遥 是否是由于样

本来源绝大部分为大学生群体要要要一群没有稳定收

入来源的团体袁因此价值意识比较高袁更加注重所谓

的性价比袁对盗版电影的画质尧音效要求并不明显袁
而更多地关注电影内容情节袁 因此假设并没有得到

验证遥 假设 H6 对盗版电影可获取程度对意图有显

著影响得到验证遥 当网络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

盗版电影袁 对部分版权意识不明显的消费者产生冲

击袁左右其决策袁最终选择盗版电影而非正版电影遥
假设 H7 社交网络的传播对可获取程度有显著影响

与假设 H8 网络渗透对可获取程度有显著影响均得

到验证袁 说明盗版电影在网络上的传播方式多种多

样袁一旦某部电影有盗版流出便会以燎原之势迅速扩

散遥 假设 H9 惩罚力度对盗版电影的可获取程度有显

著影响并没有得到验证袁说明版权保护相应的法律法

规及其对应的法律威慑力尚未形成袁仍有许多非法站

点明知违法却仍然铤而走险并以此谋取利润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启示管理层应当思考如何有效地减少

网络盗版遥影响网络盗版传播的诸多因素袁主要分为

三个层面院个人层面尧网络层面尧社会层面遥其中社会

层面的两个变量野感知风险冶与野惩罚力度冶并没有对

相应的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遥 当前我国的版权保护

法相应的威慑力并没有完全形成袁 一方面对已经存

在的盗版电影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惩罚曰 另一方面

对暂未形成的盗版行为袁 但存在相应意图即将观看

盗版电影的个体不能进行有效的制止遥因此袁从法律

角度来启发管理层未来应当是有效推进相应法律法

规的实施袁构建对应的问责体系袁树立版权保护法的

神圣地位遥
其次袁从盗版电影传播的网络环境而言袁一旦盗

版电影在互联网出现袁其传播速度飞快且形式多样袁
有些盗版电影甚至从线上蔓延到线下袁 仅仅依靠技

术手段无休止地查封网站显得低效与被动袁 因此这

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遥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

当加大对互联网站点的管控力度袁在站点申请尧日常

监控等方面做好工作遥公安部尧文化部协同合作对非

法建立并运营的盗版电影网站进行查封袁 同时依据

法律法规追究侵权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遥
最后从个体角度而言袁 消费者是整个盗版电影

传播的最后一环遥 最有效减少盗版的方法只有从用

户出发袁树立消费者的版权意识袁降低潜在的盗版需

求遥当然这项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袁相应的工作需要

各方面的协同并进遥 国内清除盗版电影的行动已显

现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袁 相信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之

下袁可以尽快地从互联网上清除盗版电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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