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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预警

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
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传统优
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
起，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逐步
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中国不断遭遇
美国等发达国家设置的知识产权壁
垒，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呈现迅速上
升趋势。如何加强知识产权的自我
保护和管理？如何利用知识产权优
势在美国市场大放异彩？是赴美经
营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向美国出
口产品和技术过程中，知识产权非
常重要。”日前，美国飞翰律师事务
所资深合伙人Richard B. Racine 在
知识产权研究会举办的美国知识产
权最新实务及案例讲析高级研讨会
上表示。

获取有价值的美国专利

“一到两个得到强有力保护的
专利产品，比多个质量一般的专利

产品更有价值。”美国飞翰律师事
务所资深合伙人 Richard B. Racine
表示，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价
值来源于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
诉讼，以及使用知识产权对抗其他
专利。得到强有力保护的专利产
品才能获得许可利益，是诉讼中重
要的谈判筹码。对竞争对手来说，
只会惧惮对他真正形成威胁的专
利产品。

提到知识产权，就一定要提到
创新。Richard B. Racine 表示，创
新研发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最优先的
事项。企业要形成统一的知识产权
保护理念，完善相关内部系统，帮助
管理人员、工程师、科学家把创新结
果用专利形式保护起来。

“知识产权是商业资产，只有投
入大量金钱和时间，才能使其实现
应有价值。所以我们常说，今天就
要 开 始 构 建 明 天 的 知 识 产 权 。”
Richard B. Racine 建议，企业采取
的每一步知识产权措施，都要密切
关注行业市场和竞争对手。如在撰
写专利说明时，将权利要求项的范
围有针对性地扩大化，既要包括企
业自身最核心的产品，同时也要尽

可能地覆盖竞争对手产品。

高度重视商业秘密

知识产权可以有多种形式，除
了常被提到的专利、版权、商标外，
商业秘密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去
年，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的《保护商
业秘密法》为美国企业捍卫自身知
识产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指导和支
持。该法律规定，商业秘密所有者
将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以阻止其
商业秘密被盗用。

“商业秘密是中美贸易过程
中的热点话题。侵犯商业秘密情
节严重的，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宁
玲表示。

“企业之间商业行贿交易、间
谍活动频现，商业不正当交易行
为是致使企业商业秘密泄露的重
要情形之一。”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除此之外，产品相关人员的
交易行为、技术手段窃取、贸易合
作方的违约行为等都可令企业商
业秘密泄露。

该业内人士表示，美国的问题
在于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国，

而我国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在工
业化进程中我国是后起之秀，大多
数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间
短，在游戏规则方面需要恶补的东
西还很多。

“除了通过政策保护自身商业
秘密外，也要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
意识。在贸易过程中，很多竞争对
手会观察中国企业是否有商业秘密
方面的违法行为。”王宁玲表示。

Richard B. Racine 建议，针对
商业不正当交易行为致使企业商业
秘密泄露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制定
与贸易相适应的保密协议予以处
理。在保密协议中应对合作过程
中所涉及的信息以及合作方的各
种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对各类信息
的公开程度进行详细说明，具体列
出合作方的哪些行为触及到商业
泄密，避免保密协议出现漏洞，并
制定相应的违规处罚规定，以此作
为 保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的 法 律 依
据。同时，应加大对产品营销相关
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商业秘密的
技术保护，扩大违约责任的追责范
围，令中国企业避免陷入商业秘密
旋涡。

本报讯 今年夏天起，国际商
标协会（INTA）启动了一个独一
无二的试点项目——商标公益法
律援助。该项目为公益律师提供
机会，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和其他
人获得和保护商标。INTA 的代
表表示，该试点项目启动后几周
内便收到了意见和积极的回应。

INTA 官网称，INTA 通过其
公益委员会设立了该项目，为面
临商标问题、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寻找可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的公益律师。项目旨在服务于
低收入的个人和运营预算不多
的非营利组织或慈善机构，他们
有不知该向谁求助或者在商标
领 域 无 力 获 得 法 律 援 助 的 困
惑。商标公益法律援助试点是

当前唯一一个致力于为上述群
体提供帮助的项目。

INTA 表示，参与该项目为
INTA 的公益律师带来了许多好
处，包括：扩大公共关系、发展业
务招纳并留住人才、培训和专业
发展以及回报社会并为有需要
且值得帮助的客户和企业提供
帮助等。

INTA 表示，该试点首先在
德国和美国启动，并将持续两
年。之后会在其他国家开展。
在这两年内，能够加入该试点
项目的公益律师仅限于 INTA
公益委员会的成员。 INTA 将
有效地评估是否在其他地区提
供法律援助，并为纳入新成员
做准备。 （张一达）

日前，作为“红牛”商标所有者的
TCP集团成员泰国天丝医药保健有
限公司及“红牛”商标创始者许氏家
族，以“商标侵权”为首要理由，宣布
起诉投资成立“中国红牛”的华彬集
团董事长严彬。随后，中国红牛发表
声明首次回应了“红牛商标使用权”，
在力图稳定市场的同时，表达了想
在谈判桌上解决争议的想法，此举也
间接承认了红牛商标的争议性。

公开资料显示，华彬集团是中
国红牛的运营商，既包括生产也包
括销售。2016 年第三季度，有关泰
国红牛给华彬集团的红牛商标授权
到期。但此前华彬集团对外界的各
种声音一直保持沉默，且在今年夏
天又开启生产，这让泰国红牛和华
彬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于泰国
红牛来说，手上的红牛商标是其最
大的筹码。对于中国红牛来说，20

年来积累的生产能力与渠道关系，
成了它对抗泰国红牛的一把利剑。
泰国红牛想重新掌握对中国红牛的
控制权，中国红牛则尝试在双方的
博弈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普通消费者对这一方面可能
了解得比较少，但作为经销商，对于
争夺红牛商标一事还是有所耳闻。”
从事饮料行业7年多的潘辰告诉记
者，“虽然现在闹得挺厉害，但从市
场来看没有什么影响。”

在零售终端，红牛的销量一如既
往地稳定。“别看我的店只有十多平
方米，平均下来每天红牛的销量都在
20罐左右，差不多是一天一箱的量。”
在北京二环东路东环国际广场附近
经营一家小商店的李凯表示。

虽然红牛在市场上依然占据绝
对优势，但现在后院起火，却让同行
业的竞争者们喜闻乐见。长期以来，
中国的功能饮料市场都是红牛一家

独大。据中研网数据显示，2015年红
牛市场份额已达80%左右。这种情
况下，其他功能饮料企业根本无力与
红牛展开竞争，最终只能造成“强者
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

本来同行业竞争者和市场已经
接受了这个事实，但红牛商标之争
却让他们又看到了希望。《2016-
2020 年中国功能饮料市场投资分
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预计到
2019 年，该行业将达到 254.57 亿升
的规模，对应市场销售份额可以达
到692.24亿元。东鹏特饮、乐虎、黑
卡、魔爪等品牌势头凶猛，对红牛的
市场地位提出挑战。

对于中国红牛而言，商标纠纷
案一直是隐形炸弹，将直接关系红
牛的命运归属。双方博弈时间越
久，对红牛品牌和市场伤害也越大，
给后来者提供可乘之机也越多。

（王鹏淇）

近日，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在连续两起美国“337 条调查”
中获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
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裁决。两起针
对专利诉讼的“337 调查”的胜诉让
此前应诉艰难的中国平衡车产业
在未来获得了能够长足发展的光
明转机。

美国刚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
发起“301 调查”，现又有针对知识
产权侵权的“337 调查”。前者是美
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针对贸易不公
平行为发起的行政调查，而“337 调
查”则是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
据美国《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条针
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的准司
法调查，涉及可能侵犯美国企业版
权、专利权、商标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权与设计方案权行为以及侵犯
商业秘密、假冒经营、虚假广告、违
反反垄断法等不公平竞争行为。

“337 调查”偏重于针对知识产
权领域的个案侵权行为进行调查。
申请人资格上须是在美国获得知识
产权权利的美国人（企业）或外国人

（企业），申请时在美国国内有相关

产业存在，无需证明损害。“337 调
查”程序一般在 12－18 个月内结
束，其间和之后可以采取的制裁措
施主要有排除令、禁止令、扣押和没
收令，其中的“排除令”可以针对特
定被告发布，也可以不区分产品来
源地而发布普遍排除令并在涉案有
效期内一直生效。适用门槛极低的

“普遍排除令”一直被诟病，成为批
评“337 调查”浓厚贸易保护色彩的
具体靶向。

随着中国输美产品日趋多样
化，产品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成
为美国内产业全力“围追堵截”的重
点。“337 调查”已成为继反倾销调
查后中国产品输美的又一主要“贸
易壁垒措施”。自 1995 年以来，每
年都有中国企业遭受美国“337 调
查”。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337
调查”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共立案
14 起，涉案公司 77 家，被调查领域
包括医药、医疗器械、IT 电子、半导
体、新能源产品、电商平台以及钢铁
等领域。包括华为、中兴等企业均
遭受过美方多次“337调查”。

那么，针对美国“337 调查”，中

国企业该如何应对？
首先，主动做好知识产权“功

课”。要真正树立知识产权观念，研
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重视在全
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
除了在国内注册或登记知识产权，
还要在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贸易
区域完成相关权属确认程序。产品
输美前，要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确保
产品及销售行为中涉及的知识产权
不存在侵权可能，否则应及时改进
产品结构或更换非专利方法降低侵
权概率。贴牌代工企业要主动审验
委托加工方对产品商标、专利、著作
权等的权属证明文件，明确因知识
产权纠纷产生的责任全部由委托加
工方负责。要深入研究有关知识产
权的国际条约和美国等国家的国内
法律，为在应诉反击中提升自我保
护水平做好准备。

其次，要积极主动应诉。美国
“337 调查”程序极为庞杂并存在许
多模糊之处，高额的律师费用等导
致应诉难度极大，这让不少中国企
业望而却步。2016年发起的针对平
衡车的“337 调查”涉及 10 家中国企
业和18家美国公司。最终聘请律师

应诉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和杭州骑
客公司被判“不构成侵权”。应诉的
8家美国企业中则有7家被判“不构
成侵权”，由此看出国内企业主动放
弃市场或拒绝应诉并非上策。实际
上，“337调查”程序复杂也给中国企
业应诉带来转圜空间。除了原告获
胜成本也不低外，统计数据显示，

“337 调查”大都采取庭外和解的方
式，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研发中上
下游关联关系的复杂性难以认定。
因此“337调查”启动后，中国企业要
对案件情况、法律前景和应诉成本
等进行分析，综合评估胜诉概率，全
面权衡应诉费用成本承担与不应诉
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的损失，最
大限度地提升应诉有效性。

最后，行业中介组织要发挥牵头
领军作用。努力建立“预警预报——
应诉协调——聘请律师——积极应
诉——谁应诉谁受益”的应诉工作机
制，解决国内企业不敢应诉、不愿应
诉、不想应诉的现实问题，切实在应
诉资金筹集、律师费用分摊、胜诉后
出口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好行业中
介组织应有的作用，调动企业应诉

“337调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今天就要构建明天的知识产权
■ 本报记者 钱颜

商标争夺战硝烟弥漫 困了累了喝哪国红牛？

本 报 讯 据 美 国 财 经 网 站
CNBC 报道，近日，欧盟最高法
院裁定，英特尔的上诉必须由下
级法庭重新审查，并批评法官在
2014 年拒绝英特尔的挑战时未
能对该案件的经济问题进行正确
分析。

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直备受期
待，因为它对欧盟反垄断办公室
的权力产生了影响。现在这个案
子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2009 年，欧盟对英特尔处以
10.6 亿欧元的罚款，称这家全球
最大的电脑芯片制造商利用非法
销售手段封杀了规模较小的竞争
对手AMD。

近日，欧洲法院将此案发回
下级法院，以便审查更多来自英
特尔的论据。8 年来，这家美国
芯片巨头声称，欧盟监管机构在
对垄断滥用进行处罚时犯了严重
错误，并称罚款“明显不成比例”。

欧盟的调查发现，英特尔在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向电脑制
造商提供回扣，以使他们至少购
买英特尔 95%的芯片，从而阻碍
了竞争。此外，英特尔还为由
AMD提供的其余5%的芯片施加
了“限制条件”。

欧盟普通法院在 2014 年维
持了原来的裁决，但现在最高法院
将进一步审查，看看这种回扣在多
大程度上限制了竞争。 （胡丽）

巴西作出对华无缝
碳钢管反倾销终裁
日前，巴西工贸服务部外贸委

员会发布公告，结束对原产自中国
的无缝碳钢管（直径不超过 5 英
寸，主要用于油气运输）的反倾销
日落复审调查，决定继续征收743
美元/吨的反倾销税，有效期5年。

阿根廷延长对华金属
风扇网罩反倾销调查期限

中国驻阿根廷经商参处收到阿
根廷生产部贸易国务秘书处外贸副
国务秘书处照会，通告阿方将延长
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和台北地区的金
属风扇网罩反倾销调查期限。

阿根廷对华单相交流
发动机发起反倾销调查

日前，阿根廷生产部在阿根
廷《官方公报》发布决议，应国内
厂商提交的申请，对原产自中国
的单相交流发动机发起反倾销日
落复审立案调查。利益相关方可
向阿根廷生产部商务秘书处和国
家外贸委员会领取调查问卷并提
交对本案评述意见。

2011年3月9日，阿根廷工业
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单相交流发动
机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12年
9月4日，阿根廷前经济和财政部
发布决议，开始对华交流发动机
征收反倾销税。

（本报综合报道）

欧盟裁定重审
英特尔反垄断案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我国民
事立法工作，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于日前组织召开专
家研讨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合同编草案（2017 年民法室
室内稿）》（以下简称《草案》）进
行研讨。

专家认为，《草案》根据《民法
总则》的规定，结合《合同法》实施
过程中的问题和新情况，对《合同
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作出相应
调整和修改，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合同法律制度，规范并推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专家提出，基于《民法总则》
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从与《民法总
则》相衔接等考虑，《草案》删除了
原《合同法》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
条款的规定。但是，鉴于合同无
效条款在合同法律制度中是非常
重要的内容，多年来在准确判定
合同效力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为保持合同法律制度的完整

性，也便于实践中具体适用，在合
同总则部分仍应规定合同无效条
款。专家认为，《草案》第九章规
定了“准合同”，将无因管理、不当
得利作为“准合同”。“准合同”的
名称易产生歧义，并且将无因管
理、不当得利作为“准合同”，也不
符合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
的传统。专家强调，为服务国家
知识经济发展，加大对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建议在现有技术合同
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专章规定知
识产权合同。专家表示，要充分
发挥仲裁对保护合同主体合法权
益的积极作用。

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
杰表示，贸仲委要在认真消化吸
收专家所提意见的基础上，结合
多年来开展商事仲裁的实践经
验，尽快就《草案》提出书面修改
意见反馈相关立法工作部门。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贸仲委召开民法合同草案专家研讨会

商务部回应热点：中国反倾销调查合规

本报讯 外商投资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行动进展如何？中国是
否已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方
是否在利用反倾销调查对美国开
展 301 调查进行反制？日前，商
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当，前国
内外媒体高度关切的热点敏感问
题逐一作出回应。

近日，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
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
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对此，有
媒体提出疑问：这是否可以看作是
中方对美国开展 301调查的一种
反制？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是应国
内相关产业的申请发起的。这是
一个正常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其他案件联系
起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商
务部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依法
公平、公正地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外商投
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高峰
表示，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积极营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
境。国务院近日出台的《关于促
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进
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
权的保护。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在前
期开展大量调研，充分听取在华
外商投资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在
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准
备联合开展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行动。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中国政
府首次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开展的专项行
动。这次专项行动将重点突出三
个方面：一是突出对商业秘密的
保护，这也是在华的外资企业反
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二是在商标
专用权保护中，重点查处商标恶
意抢注和“傍名牌”的行为。三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侵权盗版行
为逐渐由线下向线上蔓延，此次
行动将集中治理互联网领域的侵
权盗版行为。 （邱海峰）

国际商标协会开展公益法律援助试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