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1”大棒，谁在乎？
■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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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预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
次会议强调，产权保护特别是知
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
境的重要方面。要加大知识产
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
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我国是知识产权“大国”，却
不是知识产权强国。2016 年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破百万，但我
国知识产权存在“大而不强、多
而不优”的状况。长期以来，保
护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和维权
成本高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存
在的主要问题。

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犯罪，
抢夺别人辛苦孕育的成果，对这
种“强盗行为”必须“零容忍”。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自主创
新热情和积极性，就是维护经济
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显示，近
两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呈上升趋势，2016年较2015年同
比上升 41.34％。知识产权领域
违法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重要
原因在于其具有获利性高、违法
成本低的特点。处罚缺乏力度，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很难对
违法者形成震慑。

如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
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
沉重代价？要形成“恶意侵权就
会倾家荡产”的氛围，让侵权者
不敢侵权、不能侵权。

为 此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的 相
关部门要敢于“亮剑”，调动拥
有知识产权自然人和法人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自觉运用法律
武器依法维权。同时，还应简
化程序、减少费用，降低维权成
本 ，让 被 侵 权 者 得 到 合 理 赔
偿。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法律
法规的威严，进而有效保护创
新者的研发热情，为经济发展
不断注入新动力。

日本就中国废钢出口
激增发出预警

日本铁回收研究机构日前
就中国废钢出口激增的情况发
出预警。在名为《关注中国的
废钢出口》的报告中，该机构指
出，中国废钢出口的持续攀升
并非是“昙花一现”。自 2017
年 4 月以来，中国的废钢出口
持续增长，3月出口量仅为 653
吨，但 4 月骤增至 1.54 万吨，5
月进而激增至 8.03 万吨，6 月
甚至达到 20.17 万吨。尤其需
要关注的是，6 月中国废钢的
进口量为18.53万吨，出口量首
次超过进口量。

越南发布化肥
保障措施初裁

近 日 ，越 南 工 贸 部 竞 争
管 理 局 公 告 发 布 化 肥 保 障
措施案初裁决定，对进口化
肥产品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征 收 1，855，790 越 南 盾/吨

（约 合 84.3 美 元/吨）的 临 时
保障措施税，自公告 15 日后
正 式 生 效（即 2017 年 8 月 19
日）。临时保障措施税执行
时 限 不 得 超 过 200 天 ，在
2018 年 3 月 6 日 或 终 裁 决 定
之后自动终止。

印度发布充气子午线
轮胎反倾销终裁
日前，印度商工部发布充

气子午线轮胎反倾销调查终
裁，裁定自中国进口的充气子
午线轮胎存在倾销并对印国内
产业造成损害，建议对上述产
品 征 收 245.35 美 元/吨 至
452.33美元/吨的反倾销税。

墨西哥启动对华 RG 型
同轴电缆反倾销调查

墨西哥经济部日前发布
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 RG 型
同轴电缆启动反倾销日落复
审调查。

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6
年 7 月 1 日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2 年 7 月
1日至2017年6月30日。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
企业蚂蚁金服集团与Gucci 母公司
开云集团宣布达成一项协议，双方
将共同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在线上
线下发起针对侵权者的联合行动。

据悉，目前双方已经成立联合
工作组，以展开充分合作、交换有用
信息，通过阿里巴巴的技术能力识
别针对开云集团旗下品牌的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与执法机关紧密合作，

适时采取行动。作为协议的一部
分，开云集团已同意撤销于 2014
年 7 月开始在美国纽约地区法院向
阿里巴巴集团及支付宝发起的有关
Gucci 假冒商品的诉讼。 （陈舒）

中企海外商事仲裁何以解困（下）
■ 本报记者 钱颜

本报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
年，全国新增专利权质押融资金
额达到 318 亿元，同比增长 92%；
质押项目数 1493 项，同比增长
41%，实现了快速增长。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知识产权
局将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
理论研究、实践实例分析和经验
总结，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等
部门的工作沟通与协调，并组织
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联合本地
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创新型企业
融资需求调查和项目对接等工
作，推动质押融资工作不断迈上
新台阶。

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
需要各地各部门携手合作扎实推
进。今年 5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
明确关于推进 2017 年度专利权
质押融资工作重点事项，组织各

地推进构建市场化的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补偿、保险、担保机制，建
立完善质押融资工作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
构与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推
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向市场化、
规模化发展。

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建立适合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特点的考核机
制，适当放宽风险容忍度，引导
商业银行加大对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的投放力度，支持银行等金
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业务。同时，将面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服务业、康复医疗产业以
及留学归国人员，通过加大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工作力度，进
一步支持高端产业发展和高智
人才创业创新。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本报讯 按照国务院 2017 年
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法制办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在 听 取 有 关 方 面 意 见 的 基 础
上，研究起草了《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为推进我国
PPP 领 域 相 关 立 法 进 程 ，完 善
PPP 争议解决制度，积极配合起
草部门工作，贸仲委 PPP 争议解
决中心日前围绕征求意见稿召
开了专家研讨会。

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周劲松
表示，征求意见稿的颁布在社会
上反响很大，本身就是一个进
步。希望能通过立法程序来集思
广益，多收集各界专家的建设性
意见。PPP 作为新兴之物，征求
意见稿的颁布是为了能够探索与
寻找出规范政府权力与保障社会
资本权益之间的平衡，为政府与

社会资本的合作探索一条最适合
的发展道路。

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
表示，PPP 在我国经济转型中担
任着改革的重任，是经济改革的
核心问题，也是政府与市场的核
心问题。PPP是多种法律关系集
合的重要枢纽，既有协议甲乙方
的民商关系，又有政府对 PPP 监
管的行政关系。从实践看，PPP
取得很大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很多
问题，本次征求意见稿对推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规范性、解
决存在的问题有重大意义。

与会专家分别对征求意见稿
的内容发表了观点，从多种行业
领域、不同社会角色职能的角度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政府与法院
方面的参会代表也从立法者的角
度回应了各界专家的建议。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上半年全国专利权质押融资比增92%

阿里巴巴联手Gucci打击侵权行为

要让恶意侵犯
知识产权者喊疼

■ 姜辰蓉 王宾

PPP条例征求意见稿听取专家声音

日前，北京市达晓律师事务所
向国家发改委、工商管理总局举报
苹果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举
报函中指出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包括拒绝交易、差别待遇、搭
售/附条件交易、定价过高四项。

这是苹果公司在国内首次被
举报“垄断”，28家国内应用厂商提
供了苹果涉嫌垄断的相关证据。
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提出的相关
市场界定为“iOS 系统下的智能终
端应用程序销售平台”、“中国大
陆市场”，认为苹果公司在相关市
场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并在举
报函中称，已将全案事实一并呈
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
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并

提出“对苹果立案调查”、“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三项举
报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
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
对涉嫌垄断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反垄
断执法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
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
进行必要的调查。

北京市达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蔚告诉记者：“对于我们的举报，
执法机构应该给书面答复，如果正
式立案调查就会给出调查结果。”
不过，执法机构的回复并没有规定
期限。

“我太想投诉了，”一位上海游
戏公司开发者告诉记者：“一个很
模糊的 4.3 条款，就把应用下架了，
我 到 现 在 都 不 明 白 下 架 具 体 原
因。新游戏提交审核时又说我们
有第三方支付，但实际我们根本没
接任何第三方支付，已经提交一个
多月了，就是不给过审。”

4.3 条款指“垃圾应用”，诸如
一个应用程序内的多个版本，或大
量重复的应用，均被视为垃圾应
用。研究机构ASO100近期抽样调
研了 2017 年以来苹果商店延迟审
核案例，并指出，因 4.3 条款导致
App 延迟审查的案例有 615 例，占
比55.31%。同时，4.3条款导致的账
号 延 迟 审 查 案 例 193 例 ，占 比
48.86%。 （陈宝亮）

苹果涉嫌垄断 28家中国厂商提供证据

（上接5月23日第6版）

仲裁机构选择学问多

进行海外商事仲裁机构选择
时，企业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
仲裁程序法与仲裁结果息息相关，
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通常情况下，仲裁程序将适用
当 事 人 选 择 仲 裁 机 构 的 仲 裁 规
则。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地时，有些
仲裁规则（例如现行有效的《伦敦

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会规定仲
裁机构所在地被视为仲裁地，同时
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仲裁法成为仲
裁程序法。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
则》第34条规定了仲裁机构核阅裁
决书的权利，仲裁庭起草好裁决书
后应首先提交仲裁院进行核阅，仲
裁院有权就裁决的形式进行修改并
在不影响仲裁庭自主决定权的前提
下提醒仲裁庭注意实体问题。”鲁洋

表示，同时也有一些仲裁机构的仲
裁规则并未授予仲裁机构核阅裁决
书的权利，仲裁机构一般不对仲裁
庭起草的裁决书进行审查，例如《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如果
仲裁机构进行核阅，将有助于提升
裁决书的质量，降低仲裁庭裁决失
误的可能性，同时也会降低效率，延
缓裁决作出的时间。企业此时就需
要考虑自身更注重何种价值，综合
考量做出选择。

对仲裁机构的选择不仅要从法
律角度出发，仲裁机构所在地、机构
的管理能力、仲裁收费标准、裁决的
可执行性等，也是选择仲裁机构时
的应该考虑的因素。

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为例，“实践
中，当事人大多倾向于选择合同履
行地的当地仲裁机构，尤其在工程
建设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合同中
更为明显。例如，如果某中国企业
与某美国企业签订的合同在中国履
行，则双方很可能选择贸仲委或北
京仲裁委员会等中国境内的仲裁机
构。”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郁武
表示，选择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
有利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高效解决，当事人可以尽快将争议

诉诸仲裁，而不必远赴重洋解决争
议。更重要的是，易于进行证据的
收集和保全。

规避风险要量体裁衣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仲裁
这一争议解决机制也逐渐受到沿线
企业广泛青睐，随之而来的法律风
险值得警惕。

据了解，中国企业无论和哪国
企业签订合同，只要双方同意，都可
以约定提交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仲裁
机构仲裁，也可以自由约定仲裁地
和实体准据法，所以在程序管理和
实体裁决方面的法律风险问题并不
突出。

相比之下，裁决承认与执行方
面的法律风险差别更应当被关注。

“‘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
主，许多沿线国家的法治环境相对
欧美发达国家欠佳。假如中国企业
以某甲国企业为被申请人在第三方
国家或地区提起仲裁并胜诉，往往
需要向甲国申请承认与执行裁决。
此时，如果甲国是‘一带一路’沿线
某法治水平不高的国家，中国企业
在向其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裁决

时，就有可能面临较欧美发达国家
更高的裁决和被不予承认执行的风
险。”鲁洋提示企业，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企业签订商贸合同时，
应更多关注对方可供执行财产所在
国的法治状况，观察缔结的国际商
事仲裁协议是否属于《纽约公约》的
适用范畴，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做好评估与防范。

“做好法律风险防范工作，要量
体裁衣。”刘郁武表示，防范争议的
条款是合同中非常重要的，甚至成
为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因此，不
仅要提前拟定此类条款，更要有针
对性。

鲁洋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热门
的建筑工程建设项目为例告诉记
者，“如果某中国企业承包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建筑工程施工项
目，出于种种原因，该企业想把这项
工程整体转包给另一施工企业，并
在转包合同中约定‘合同相关事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那
么这种整体转包的合同将来很可能
被认定为无效。为了防范风险，中
国企业有必要寻找允许建筑工程施
工项目整体转包的法律，并将其约定
为实体准据法，以确保合同效力。”

美国政府对华动用“301条款”？
此事在国内外媒体上炒得火爆，可中
国经济界究竟有几个人真正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不是因为美国
单方使用“301条款”违反世贸组织规
则，也不是因为这一条款内容不公平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毕竟特朗普政府
高官连“退出世贸组织”的话都“理直
气壮”放出来了，践踏一下世贸规则
对他们实在不算个事。而是因为中
国产业界、中国出口商早就对美国的

“301条款”见惯不惊了，可山姆大叔
动用这根大棒“敲打”中国已近 30
年，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体量
照样突飞猛进。时至今日，中美经济
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301条款”还能吓得住中国？
最 初 的“301 条 款 ”出 自 美 国

《1974年贸易改革法》，《1988年综合

贸易与竞争力法》进一步发展出了
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特别 301 条
款”，翌年，美国就对中国动用了“特
别 301 条款”，将中国与另外 7 个国
家一同列入“重点观察名单”，1991
年 4 月进一步升级至“重点国家”，5
月开始动手调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问题，9月查抄了纽约和洛杉矶的23
家中资公司，10 月宣布根据“301 条
款”调查中国市场准入问题⋯⋯由
此算来，美国对中国使用“特别 301
条款”已经28年，动手采取实际查抄
等举措已经 26 年，效果如何？一言
以蔽之：强！因为在此期间中国
GDP、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在国际经
济体系中的“江湖地位”、与美国的
实力差距都发生了近乎颠覆性的、
有利于中国的改变：

论 GDP，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数据，在美国对中国初试“特别
301 条款”大棒的 1989 年，中国现价
GDP 为 4611 亿美元，美国为 52526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1.39倍。

到了 2016 年，中国现价 GDP
为 113916 亿美元，美国为 185619 亿
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63倍；按购买
力 平 价 计 算 的 实 际 GDP 中 国 为
212690 亿美元，美国为 185619 亿美
元，只相当于中国的87%。

论对外贸易，1989 年中国出口
总额 1956 亿美元，1991 年几乎翻番
至3827亿美元，2016年是20982亿美
元，是 1989 年的 10.7 倍、1991 年的
5.5倍，其中对美出口为3851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开始对中
国动用“特别301条款”前后，中国进
出口商品构成、贸易收支、全球市场
份额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标志着

中国经济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
“江湖地位”开始全面脱胎换骨。

在此之前，中国进出口商品构
成和贸易收支的总体特点是初级
产品出口多于进口，工业制成品进
口多于出口，农业国色彩仍然颇为
浓厚，且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夕起
贸易逆差就一直是中国贸易收支
的常态。1990 年，即美国对中国首
次依据“特别 301 条款”发起查抄行
动次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首
次超过进口额。1995 年，中国初级
产品进口额首次超过出口额。由
此，中国迅速成长为全世界最大工
业制成品出口国、最大初级产品进
口国，进出口贸易商品构成转为彻
底的工业国特征。

在进出口商品构成和贸易收
支上述根本性变化的基础上，2015

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
所 占 份 额 已 经 从 1948 年 的 区 区
0.9%提升至 14.2%，比市场份额排
名第二的美国高出一半还多，基本
上已经接近二战后、50 年代初美国
达到的高峰，换言之，也就是美国
在其实力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
能占有的最高份额。

好，既然山姆大叔挥舞“301”大
棒“敲打”中国 28 年，结果是把中国

“敲打”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
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
工业门类的国家。这回祭出的“特
别 301”狼牙大棒，会不会把中国

“打成”全方位、成色十足的世界第
一经济大国？我们拭目以待。

(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