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1997 年第 4 期

假冒伪劣现象的特点、

屡禁不止的原因与对策

王　峰

　　假冒伪劣作为一种世界现象, 在许多国家都存在, 但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我国
通过各种立法, 并通过各种政策行为, 甚至掀起运动来制止和打击假冒伪劣, 但是仍然是屡
打屡禁而不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当前假冒伪劣现象的特点

当前假冒伪劣现象经过不断打击, 虽然有所收敛, 但仍然还十分严重, 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 广泛性。假冒伪劣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 从物质产品到知识产品, 从

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均无一幸免。
在物质产品方面, 由于物质产品和消费群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 其消费数量巨大,

因此假冒伪劣现象也尤为突出, 并且涉及类别广泛。根据初步统计, 从 1992 年 8 月到 1995 年
9 月, 全国在打假中共查处总标值达 104 亿元的假冒伪劣产品, 涉及 200 多个类别。另据消费
者协会统计,1996 年 2 季度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信 135052 件, 其中质量问题占 71%。①实际上
如果考虑进未被查处到的或消费者未投诉的, 其数目还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在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方面, 也很广泛。主要是假冒商标、商号、驰名商标、名牌, 假
冒版权, 假冒荣誉、证书、文凭等。

商标是商品的标志, 它可以将同类商品区别开来, 注册商标受法律保护, 它可能给所有
者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 而当一个商标成为驰名商标时, 其本身就含有很高的价值, 它可以
给所有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驰名商标和名牌有联系, 名牌是驰名商标的通俗表达, 它们
都是知识产权, 它们不但凝聚着企业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智力创造, 而且也包括企
业的信誉和形象, 它们能给所有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不但使我的即为我的, 而且能将他
的变为我的。正因为它有这种巨大的魅力和经济诱惑力, 在利益驱动下, 假冒伪劣涉猎就尤
为普遍。我们的一些知名商标、品牌, 都为假冒所困扰, 有人甚至说, 越是名牌, 假冒伪劣
越多。

版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依法享有的权利, 行使这种权利可以给
所有者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正因如此, 假冒也很盛行, 主要是盗版图书、盗版音像制品等
等。

荣誉是社会对一行为主体的承认、认可程度, 证书、文凭则是表明行为主体达到某一水
准的客观标志之一, 这些虽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利益, 但却可以潜在地带来经济利益。正因如
此, 假冒者也甚多, 一些企业或个人出钱买假荣誉, 而另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制假。

第二, 公开性。假冒伪劣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但是在现实中行为者在作为时, 不但不
受禁止, 而且不遮不掩, 处于一种公开状况, 其行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知, 公众也知。出现
了从法律角度来看不可思议的现象: 如有假文凭、假证书市场; 有的大学出现了公开张榜、标
价请人代考的现象; 京杭大运河沿岸地段, 有的地方向煤中碜矸石, 粉碎矸石的机声彻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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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石家庄至阳泉的公路上, 每隔 2～ 3 里的距离就有一个造假煤的窝点等。
第三, 疯狂性。作为行为的主体, 在从事某种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时, 主观上大多是明知

其行为为非法, 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 道德和法律在他们的
思维中都荡然无存, 他人的利益和生命也荡然无存。如据报道, 各地屡屡发生诸如劣质卡式
炉燃气罐爆炸、假劣酒致人中毒死亡事件, 假农药使农民颗粒无收事件等, 对于这些直接涉
及到消费者的生命与财产的恶性事件, 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处治, 但仍然是禁而
不止。据 11 省市统计, 仅 1996 年 2 季度, 在受理使用商品造成人身伤残和财产损失的 144 件
案件中, 就伤 163 人、残 10 人、死亡 16 人, 财产损失 1895 万元, 其中啤酒瓶爆炸 21 件, 伤
15 人、残 4 人, 燃气热水器窒息 13 件, 伤 10 人、死 15 人, 食物中毒 3 件, 伤 95 人。②透过
这些数字, 可见其严重程度。

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

当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分析假冒伪劣现象及其特点后, 就可以看出, 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的
现象, 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和条件。

第一, 假冒伪劣投入成本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一个按一定规则运行的市场主体, 要
在竞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就要不断地开拓、创新,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为了发展也需
要加大成本, 如新产品开发、人财物管理、产品的售后服务、继续教育等。除此之外, 往往
还需要牺牲一些机遇, 这也是一种投入, 是机会成本的投入。而假冒伪劣者往往不作或少作
这种投入, 他们受投入产出律支配, 在道德失范、法律力度不够的情况下, 必然作出损人利
己的选择。

第二, 假冒伪劣风险成本低。风险成本是指行为者进行某种作为时所要承担的风险。风
险成本包括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对所有进行同种作为的人都
是相同的, 但社会风险成本由于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却呈现出复杂性。

社会风险成本包含两个方面, 道德风险成本和法律处罚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是进行某种
经济行为时所要承担的社会公众舆论、认同的风险, 它虽不是直接的经济风险, 但可转化为
经济风险。如一种经济行为, 如果遭到公众舆论公开、普遍的遣责, 那么这种经济行为就很
难继续下去。法律处罚成本, 主要是通过直接经济处罚、取消行为资格、限制主体自由等实
现。关于道德风险目前还不足以对一定的经济行为有较大的、直接的影响, 因此, 行为者所
要承担的风险就极低。关于法律处罚, 我国在一些具体的法规中有规定, 如直接经济处罚是:
没收违法所得, 或处 1～ 3 倍或 1～ 5 倍或 1 万元以下罚款; 取消资格是: 严重者吊销营业执
照; 限制自由是: 严重者负刑事责任。可见, 这种处罚力度是不够的, 加之在执法中由于许
多原因, 其执行的力度也不够, 使行为者能很快实现风险转移, 如可以再申办执照, 可以以
罚款代替刑事责任等。可见社会风险成本之低, 不能使行为者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永远不
能再东山再起。

第三, 伪劣产品收益率高。一般当行为者从事某种具有风险性的经济行为时, 要进行效
益评估, 只有在产出大于投入时, 才会使其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目前, 假冒伪劣
行为由于投入成本低, 风险率低, 因此收益就相当高, 这是假冒伪劣行为内在的经济驱动力。

第四, 限制假冒伪劣的法规和市场不规范。完善的市场, 应该是有规范的市场, 是按规
则运行的市场。而我们目前的市场仅仅处于发育阶段, 市场机制还处于培育之中。这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规范市场的规范不成熟, 因此有空可钻, 当客观上造成了危害事实后, 在
一些情况下, 也很难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对其进行应有力度的处罚, 法律常常显得无奈。如
某市一个体户制造了大量劣质酱油出售, 本应受到一定力度的处罚, 但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最高人民法院对违法所得额的解释不同, 因此制假者只能逍遥法外。③另一方面是市场本身
不规范, 没有统一的市场, 市场的竞争还处于无序状态。市场不规范加大了投机机会, 这是
假冒伪劣行为存在的市场土壤。

第五, 地方保护主义对假冒伪劣的保护。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相
背的, 通常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以下二种方式实施:

一种方式是对某种事实上非法的行为给予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 使其在法律外衣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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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开进行。行为者从事非法的活动之所以能得到合法护身符的保护,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
些管理部门视国家的法规、政策于不顾, 在丰厚的利益面前, 只要有钱就可以为各种行为大
开绿灯。如某地一个村一次就查出 17 个分装假农药的窝点, 总标值达 105 万元, 然而他们都
有合法的证照, 由于有了合法的护身符, 这一行业在当地发展很快, 使当地的产值由 600 万
元增到 1500 万元, 税收由 10 万元增到 40 万元, 一跃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各部门还可以每
年从每户农户手中收到 4000 元的费用。可见, 某些管理部门的护身符实际上是对假冒伪劣行
为的支持, 是一种法律上的保护。

另一种方式是从狭隘的地方本位出发, 以政代法, 用权压法, 为了政绩, 可以利用职权
制定土政策, 用不正当手段干预法律部门, 非法保护本地当事人的非法权益。具体手段是: 一
是利用某种优势直接保护当地当事人的利益。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管辖原则之一是原告在被告
地诉讼, 没有特殊情况, 原告必须在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起诉保护自己的权益, 这样被
告地有关部门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非法保护被告的利益。这种事在许多地方屡屡发生。如
唐山两农民在北京郊区某县花了 39000 元买了 50 只小尾寒羊, 后来大部分死亡, 经鉴定这种
小尾寒羊是假的, 因为不适应气候而死亡。两位农民愤然起诉, 但当地行政长官却进行干预,
并说, 在咱的地盘起诉休想赢了这场官司。④二是把假冒伪劣行为作为经济纠纷处理, 这样就
可以以钱代法, 以罚代刑, 使非法行为者逃脱本应受到的处罚。三是利用法律作为合法手段
保护本地当事人的非法利益。如为了减少本地资本的损失, 搞假冻结, 假查封, 为了控制资
产权, 不应该进行诉讼保全的而进行诉讼保全等等。

由此可见, 由于不少地方在经济要发展、质量要放松的思想指导下, 把假冒伪劣作为一
种经营之道, 把制假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只追求短期利益, 不考虑长远利益, 对
假冒伪劣行为姑息、纵容, 使之迅速蔓延。

第六, 多元的所有制结构, 在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 难于有效地进行控制, 这使假冒伪
劣行为具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导,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这种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状况基本适应。但是由于各种经济成份并存, 特别是大量私营经
济、个体经济的存在和活跃, 控制起来难度较大。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往往生产规模小, 有
的是作坊式的生产, 在市场经济中, 他们的生产经营变化灵活, 但是许多人只注重眼前利益,
而忽视长远利益。当前在体制和机制上还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使假冒伪劣行为可
以在这一空间中活动。

第七, 假冒伪劣有一定的消费群。假冒伪劣行为最终得以实现和继续, 最后一个环节是
有一定的消费群在无意识中对其认同。消费群由多层次构成, 一层是打假层, 消费群中的这
一层次有相当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并有一定的保护知识, 他们是假冒伪劣的克星, 但是他们
在整个消费群中所占的比例太小。二层是不会辨别假冒假劣产品者, 这一层次的消费者有一
定的保护意识, 但缺乏必要的商品知识, 这一部分在消费群中占据数量较大。三层是对假冒
伪劣无所谓者, 他们的要求是, 只要价格低能够消费就可以, 虽消费后也有后悔之意, 但再
次消费时仍受价格的诱惑。在三个层次的消费群中, 后两个层次是消费群中的主体, 也是假
冒伪劣行为最终得以实现的主要消费群。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假冒伪劣现象在目前屡打屡禁而不止有其客观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
件。

打击假冒伪劣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针对假冒伪劣现象存在的原因, 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加大打击的力度。这可以通过道德谴责、行政处罚、法律制裁三个方面实现。
道德谴责, 主要是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给行为者内心造成强大的压力, 并改变其在公众

中的形象。要实现道德谴责的力量, 首先要确立可操作的职业道德规范, 即用简明适用的形
式, 如守则、行业公约、规程、行为须知等表现出来。其次, 要加强社会舆论谴责的力度, 社
会舆论是职业道德对经济生活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它可以对行为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 可
以重塑行为者的形象, 能够使之失信于民。但是, 道德是对行为者要求的上限, 并靠行为者
内心自觉的力量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因此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借助于其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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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主要是通过取消从事某种经济行为的资格和证书并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
能再获得资格和证书来实现。通过这种处罚, 可以使行为者失去许多获利的机会, 在时间上、
经济上都造成损失。

经济处罚, 主要是通过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实现。治乱用重刑, 在当前情况下, 对违
法者的处罚力度要大, 要使其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经济处罚操作方便, 简单易行, 这是打
击假冒伪劣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限制人身自由处罚, 主要是通过使违法者完全失去从事经济行为的能力和自由实现, 即
服刑, 通过服刑来加大打击假冒伪劣力度。

第二, 有效地制约地方保护主义。可以通过几种途径实现, 第一种途径是增强政府和司
法部门的纵向监督职能,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以制约地方保护主义。第二种途径是建立超
脱地方保护主义制约的、公正的仲裁、裁判部门。现在已有人提出建立跨地区的仲裁机构的
措施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目前在司法领域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因此在不同的地方量刑和
执行力度往往有很大的差异, 当事人不能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违法现象不能得到制止, 反而
在一定程度上纵容。而设立跨省仲裁机构, 在当事人签约时就可以约定仲裁机构解决可能出
现的纠纷, 因此, 可以避免管辖权的纠纷, 可以超脱地方利益, 摆脱地方对仲裁机构的控制。
这样就可以按照全国统一的市场法规裁量案件, 从而使其更具有公正性。第三种途径是, 加
大对支持、保护假冒伪劣行为的保护者的打击、处罚力度。这种处罚的实施可以根据不同的
情况和结果分别采取行政降级和撤职、经济罚款、以及负刑事责任等手段。这样, 可以有效
地控制对假冒伪劣行为的支持、保护力度。

第三, 加强政府的管理。当前, 从整体而言, 我国的市场还处于一种由无序向有序的过
渡阶段, 没有进入到有序的运行阶段, 虽然已有一些法规, 但是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法规
的作用还需借助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才能真正实现。在现实中, 假冒伪劣现象的制止程度, 就
直接与政府某些部门的管理力度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 加强政府的管理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可
以从两个方面加强政府的管理行为: 一是从防范方面制定严格的措施, 把假冒伪劣行为制止
于萌芽之中, 二是从处理方面加大决心和力度, 这包括对假冒伪劣行为处理的决心和力度, 以
及对姑息、纵容假冒伪劣行为的政府的某些管理部门处理的决心和力度, 使政府管理部门自
身更为廉洁、公正。

第四, 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市场法规教育。市场要健康地运行, 必须不断完善法律、法
规, 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目前, 我国虽然已制定了一些规范市场行为的法规, 但是情
况在不断变化, 面对新的情况, 现有的法规还有不完善的方面, 以至面对一些假冒伪劣行为
在法律上找不到相应的依据进行有效、及时地处理。所以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使其更具
有可操作性, 对于打击假冒伪劣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另外, 还要对市场的参与者加强法律、法
规教育。法律法规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禁止性规范的教育, 二是义务和责任规范的
教育, 其中义务和责任教育更为重要, 它是法律、法规的威慑力所在。可以从几方面规范法
律法规教育: 一是对行为者从事某种经济行为之前的教育。在从事某种经济行为或领取证照
之前, 参加有关法规教育培训班, 并以此作为领取证照的条件。二是对已有证照者, 进行有
关法规教育考核, 并以此作为继续进行某种经济行为的条件。这种教育易行易操作, 通过这
种教育可以提高主体的自我意识。三是加强对消费群的教育, 通过这种教育增强消费群的自
我保护意识, 这样可以加强对假冒伪劣行为的社会监督。

以上是关于假冒伪劣现象的一些思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我们客观地面对现实, 认
真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条件, 坚决采取有力度的措施, 假冒伪劣行为最终是会得到限制和制
止的。

注释:
①②聂　伟: 《今年消费者投诉有所上升, 伪劣商品致伤致死百余人》, 载《经济日报》,1996-08-08 。
③魏劲松: 《造假者为何五次被抓五次逃脱?》, 载《经济日报》,1996-04-01 。
④陈　巍: 《法律, 不应有禁区》, 载《经济日报》,1996-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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