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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软件版权危机，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势必给教育信息化和国家财政 

带来巨大的损失。从3个方面指出了解决教育软件版权危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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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软件发展的坎坷路 

1．1 起步很晚的中国教育软件产业 

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应用是上世纪 80年 

代初从苹果机开始的，比国外要晚20年。商 

品化教育软件则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关 

于教学软件的发展阶段，李昭智等将其划分 

为5个，郑永柏将其划分为3个。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计算机昂 

贵的价格和软件操作的难度，使得计算机仅 

为少数人使用。只有在奔腾计算机和Win— 

dows95出现以后，计算机才开始在学校得到 

广泛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教学软件的开 

发热才真正地兴起。 

1．2 遍地开花的教师制作课件热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价格的 

迅速下降，计算机开始大量进入学校和师生 

家庭；Windows图形化的操作界面，使得人 

们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操纵计算机的大部 

分功能，学习计算机技术已不再是令人望而 

生畏的事情；智能化的应用软件的出现，使 

教师不需要精通计算机语言，就可以做出具 

有多种特效的教学课件；信息技术迟早将成 

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得到共识；国家政策 

及学校制度对教师应用信息技术高度鼓励； 

一 批懂得一定计算机知识的年轻人陆续加 

入教师行列。以上条件的具备使得在全国中 

小学和部分高校教师中兴起一股制作教学 

课件的热潮一 

在这个热潮中，人们不断从盗版市场廉 

价买来各种光盘，不断升级自己的操作系 

统，竞相寻找各种制作课件的软件平台，把 

它们装进自己的计算机进行研究、学习和运 

用。在这个过程中，--~tt教师脱颖而出．形成 

了一定的课件制作能力，也生产了一批优秀 

的教学课件：但同时，人们却忽视了一个很 

重要的版权问题，随着这些运用的加深、推 

广并慢慢形成一种习惯和依赖，其潜在的版 

权危机也就渐渐凸显出来 

1．3 虎视耽耽的企业开发教育软件热 

根据CBI Research中国软件市场报告， 

1998年教学软件的销售额为24．25亿元，年 

增长率为26．O％。2000年 10月教育部在发 

出校园网工程的建设号召后，更为教学软件 

市场的迅猛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教学软 

件行业诱人的市场前景及行业进入的低门 

槛，吸引了众多的软件公司，他们把目光盯 

向了教学软件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就连微 

软公司也在2001年初投资3 o00万美元与 

美国某大学合作开发教育技术： 

企业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为教学软 

件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01年教育部 

对在全国征集的由公司和出版社制作的278 

种中小学教学软件进行评审的通过率达到了 

94．60％。但是中国教学软件市场独特的特点 

也使得这些企业开发的教学软件普遍存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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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问题：一是软件企业为保证其获取更多的 

商业利润，往往对其产品进行了加密或者打 

包，使教师失去了对所购买软件的修改维护 

权限，而无法使软件以最适应当前教学环境 

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即存在着教育软件的商 

业化开发与应用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二是 

各自为政的软件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 

采用了不同的开发平台，使学校在购买其软 

件后还不得不为每一种软件配备相应的支撑 

软件环境，增加了学校开支和管理工作量；三 

是大部分教学软件厂商都追求宽泛的产品 

线，注重了软件的技术性，对软件的教育性却 

研究不足，从而不为多数一线师生所喜欢。 

1．4 至今处于朦胧状态的软件版权意识 

面对昂贵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平台和 

系列的教学软件，对于经费越来越紧张的教 

育部门、历来以清贫著称的教师和为学费发 

愁的学生们，要他们按照软件许可协议单方 

面约定的那样为每一台计算机都配备一套， 

并不是太现实的事情，所以盗版软件的使用 

率在教育界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几年前微 

软在北京打击盗版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而 

中止后，人们对盗版现象更是习以为常。教 

育界在应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时，主要考虑 

的是硬件设备的先进性、适用性；开发平台 

的易学、易用、功能强大；教学软件的易用和 

效果等。对于教学软件的购买还有一定的消 

费群，而对于操作系统特别是开发平台及辅 



助制作的图像等工具软件的购买则很少有 

人考虑。也很少有人知道其使用的计算机中 

所装的软件按正版价格计算，可能需要几十 

万、甚至是几百万元。许多人尚未意识到：如 

果任由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一旦人们完全习 

惯了这些操作系统、工具平台和教学软件 

后，就会对其产生一定的依赖性。那时如果 

软件公司采取大的打击盗版的行动，教育界 

所面l临的结果就只能是付出巨款或者停止 

使用，就像上海日前所处的局面一样。 

2 教育软件的出路 

2．1 积极开展教育软件的使用指南的战略 

研究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 

目前还没有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如何 

最有效利用教育软件。所以，政府和教育主 

管部门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指导，组织力量 

尽早对其进行研究，从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全面规划教育软件的研究、开发与 

应用。 

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开展教育 

软件的使用指南的战略研究，搞清楚哪些软 

件需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哪些软件可以免 

费使用；哪些软件可以购买以及用什么方式 

购买。有意识地引导教育软件的开发、应用 

方向，号召人们不要一味地追求盗版软件功 

能的强大，而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免费、廉 

价软件的实用价值。据说面对猖獗的盗版问 

题，比尔·盖茨有一句话：让他们去偷吧，我 

早晚会向他们收钱的。所以，我们应该尽量 

避免先花钱为别人搞培训、搞推广，再掏钱 

买软件的情况出现。 

2．2 政府出面以不同的策略应对商业化教 

育软件的版权问题 

按《软件产品许可协议》规定，必须为每 

一 台计算机购买一套软件拷贝的始创者是 

微软公司。微软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推广 

所做的巨大贡献，决定了他们理所当然地应 

该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从比尔·盖茨成为 

世界首富之速、微软造就的巨富层之庞大以 

及微软不断的垄断官司都说明Windows销 

售中存在着高额的垄断利润，也就标志着存 

在不按《软件产品许可协议》规定而以低得多 

的价格获得软件使用许可的可能性。微软这 

次和上海市教委谈判，以总额 3 000万元左 

右的投资解决上海教育系统 MS Office的使 

用许可，就证明了以上观点： 

因为教育经费属于事业性开支．基本上 

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各级财政。规模越大、 

范围越大的采购，其总体投资效益往往也会 

越好。而且也只有政府A一具有与大型软件公 

司抗衡的实力。所以学校教育所需软件的采 

购，最好以政府形式出现：政府在采购时还 

应该注意到，软件行业常常用放弃对低版本 

软件的支持强制软件升级的做法牟取利润， 

要提前安排好应对策略 

对于不同的软件，政府采购应该采取不 

同的策略 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微软是 

绝对不会放弃对其知识产权的绝对控制权 

的，从其对源码开放的态度就可见一斑。这 

次微软在上海开出了平均每份 MS 0mce约 

200元的较低的价格，但这个开端不等于微 

软在其它软件尤其是缺少竞争的Windows 

上也会有如此的优惠，也不等于微软在第一 

轮打击盗版行动取得成功之后不会有更进 

一 步的动作：所以，政府应该采取支持 Linux 

系统开发、低价采购Windows系统的区域使 

用许可两者并举的策略，必要时甚至可以全 

力支持Linux系统，由政府以委托开发或者 

收购企业形式开发出政府拥有版权的操作 

系统。 

对于办公软件，现在不仅有MS Office， 

国产的WPS 0ffioe也有一定的市场，另外， 

还有一批像Sun公司出品的Open 0mce等 

整合性、兼容性都很好的免费办公软件，以 

及一大批功能相对单一的其它免费办公软 

件。政府可在综合对比其功能、价格后，采取 

不同的采购策略，尤其是应该大力引导、鼓 

励大家充分利用各种免费软件开发和维护 

教学软件：并且应该及时地在恰当的时机将 

一 些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有发展前途的软 

件的版权控制在手中，打破垄断、避免以后 

再因版权问题加重财政开支。 

对于教学软件开发平台和各种网络工 

具、图像工具软件，有两个战略方向：①如果 

政府确定以Linux系统为基础，则一开始，政 

府就可以把版权控制在 自己手中，这样也有 

利于教学软件的开放，但不利处是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全面系统的开发。( 

如果以现有的Windows系统为基础，则可采 

取与上述办公软件类似的策略。 

对于教学软件，从因材施教的原则来 

看，不可能有哪一种教学软件能够适用于所 

有学校。学校在获得商业教学软件后都应该 

根据所在学校

后再投入到教学中去，才可能获得最佳的教 

学效果。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拥有所有教 

学软件的版权，也就是说对于教学软件的采 

购不应该是基于软件拷贝的采购，而应该是 

基于软件版权的采购，把软件的一次开发交 

给商业软件公司完成，二次开发、维护在教 

育系统内部进行。 

2．3 建立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的教育系统 

内部协作开发教学软件的机制 

对于教学软件是开发还是购买的决策， 

曾经是一个同时困扰学校和软件商的基本问 

题，也在教育界引起过一番争论，争论双方各 

持一端，最终也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其实， 

前面已经讲到，如果把软件的一次开发交给 

商业软件公司完成，二次开发、维护在教育系 

统内部进行，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教师是最熟悉学生、教材和教学方法 

的，教学软件的研发只有在教师的参与下才 

会是最有实际价值的。教师是教育软件的使 

用者，教师参与教育软件的修改和完善，不 

仅有助于教师对教育软件有更深层次的理 

解，对教育软件的内容、操作更加熟悉，还可 

以激发教师对使用教育软件的热情，切实发 

挥教育软件的作用。 

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搞 

好宏观调控，建立一套完善的协作开发教育 

软件的机制，在保障商业软件公司一次开发 

教学软件有一定盈利的前提下，要充分调动 

广大一线教师的积极性；还要有相应的激励 

措施和对软件更新升级的配套制度。这样才 

能使教学软件既能满足当前学校教学的实 

际需求，又能减少教育经费的开支，还能随 

着教育形势的发展使教学软件也在不断地 

优化、完善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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