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
资渐趋普遍，国际投资争端也持续
增加。“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法院
对仲裁的态度逐渐由‘消极防御’转
变为‘积极支持、有限监督’，且目前
国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普遍赋予
了仲裁庭在案件审理中较大的自由
裁量权，其公平正义应引起足够的
重视。”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霍伟曾撰文指出，切实提高仲裁公
信力，需多方合力共同解决。

在日前召开的国际仲裁高峰论

坛上，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公信力是
仲裁的生命和灵魂，是仲裁赢得社
会公众信任与信赖的资格与能力。
与会的许多企业家也指出，企业更
愿意选择能够预判结果、可信赖的
争议解决方式，希望能提高仲裁公
信力。

据了解，我国现有的 200 余家
仲裁机构中，有50多家受案量不足
50件，还有非专业机构内部设立的

“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仲裁院”等混
迹其中，许多机构的仲裁服务能力、
服务品质亟待提高。中国商事仲裁
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多重
挑战。

“企业对于仲裁的态度，是既爱
又怕。”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总法律顾
问郭俊秀表示，“爱”是喜欢它的保
密性，“怕”则是怕它乱来，担心一裁
终局后难以得到有效救济。仲裁具
有行业自治的特点，建议仲裁机构
与行业机构合作，多编写一些案例、

组织一些研讨，让企业能够预判仲
裁结果。同时，希望仲裁机构拥抱
和新科技，提高办公自动化程度。

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法务总监
詹巍告诉记者，阿里巴巴目前在应
对绝大多数纠纷时都选择了诉讼而
非仲裁，且这种现象在国内的电子
商务企业中非常普遍。“一方面，人
们对仲裁并不了解，不清楚仲裁在
解决电子商务纠纷中的优势，故偏
向使用诉讼解决问题。另一方面，
有些人对仲裁员、仲裁机构的水平
和公正性存在疑问，尤其是遇到疑
难案件时，不放心交给仲裁机构处
理。”詹巍说。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
顾问、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秦玉秀也
指出，中建在国内选择仲裁的情形
只占企业纠纷处理的 6%，其余 94%
都通过诉讼解决。但在国外，中建
选择仲裁的比例非常高，三分之二
的纠纷都通过仲裁解决。目前来

看，国内外仲裁环境还有一定差
距。企业主要根据专业性、公正性、
经济性以及裁决可执行性这几方面
来选择仲裁机构。希望我国仲裁机
构在这些方面尽快与世界权威仲裁
机构接轨。

“相比境外仲裁，国内仲裁在成
本和效率方面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但仲裁庭在使用释明权、适用回避
标准、期限延长等方面，需要参考国
际经验，让中国仲裁机构在国际上
更好地立足。”霍伟认为，仲裁庭应
重视正当程序，合理行使裁量权。
仲裁机构应加强自身监督，提升服
务品质。唯有具有公信力的仲裁方
式才能得到企业的信赖，从根本上
改变重诉讼、轻仲裁的状况。

“仲裁机构要以法律为依据，以
司法为依托，接受司法监督，全面保障
仲裁的公正性。仲裁公信力的提升依
靠每一个案件公正高效的审理。这是
提升仲裁公信力的关键，是仲裁制度

完善的基础。”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
院院长杜新丽在会上表示。

据了解，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
究院目前正着力推出仲裁公信力指
数调查。这个调查将根据国务院法
制办公布的信息，遴选50家主要的
仲裁机构作为调查与评估对象，并
建立指标体系、设计量表、设计数
据、得出数据、加工数据，最终得出
评估指数，以对仲裁机构的公信力
作出客观的第三方评价。

此外，成立中国仲裁协会也是
提高仲裁公信力的有效方式。全国
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
李亚兰指出，我国仲裁机构主要是
由政府部门负责组建的，其运行、发
展不可避免地被行政部门所影响。
建议尽快成立中国仲裁协会，满足
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的要求，代表
全国200余家仲裁机构发出统一的
声音，更好地弥补仲裁监督缺失，维
护仲裁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企业对仲裁既爱又怕 50多家仲裁机构年受案量不足50件

我国仲裁公信力亟待提升
■ 本报记者 钱颜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和商务部三部委下属
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并入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为基础新组建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整合后的
新反垄断执法机构隶属于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与后者的其他司局
合署办公。自此，我国反垄断执法
中存在差不多十年之久的“三分天
下”局面终于结束。

一、反垄断执法中的“三
国演义”

自 2008年 8月 1日《反垄断法》
生效以来，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权一
分为三，已成为影响《反垄断法》全
面有效落实的原因之一。这十年
来，反垄断执法常常被业界戏称为

“三国演义”。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下发

的有关各部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又称“三定方
案”），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价格监督
检查司，即2011年7月1日更名后的
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下称“国
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延续了自
1998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价格法》

赋予的职权，适用《反垄断法》第十
三条第一款，可以查处竞争对手间
串谋定价行为，并依据《反垄断法》
第十四条到十九条新赋予的职权，
可以查处行业协会操纵价格行为、
上游经营者固定或限制下游经销商
最低转售价格，以及滥用支配地位
过高或过低定价等价格垄断行为。

从2011年10月起，国家发改委
反垄断局先后调查了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部分
进口奶粉、镜片和外资与合资品牌
汽车三大行业限制最低转售价格
行为，以及液晶面板、汽车零配件、
国际海运等领域的一系列国际价
格卡特尔大案，更于2015年对高通
公司（美国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制造
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开出破
纪录的约60.88亿元罚款，可谓所到
之处势如破竹。

从 2014 年 9 月起至今，在三定
方案并未做出调整的情况下，该局
累计调查了全国各地7起行政机关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做
到了查办一起曝光一起。2016年6
月 14 日，《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
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
意见》发布，国家发改委牵头组建
了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并在

2017 年敦促各省发改委年内至少
查办并公布两件滥用行政权力限
制竞争案件。

相比颇具“曹魏风范”的国家
发改委反垄断局，商务部反垄断局
根据三定方案专门负责经营者集
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由于这项
职权与国家发改委和工商总局的
反垄断执法权限交叉较少，又与
2003 年以来商务部条法司外资并
购审查存在连续性，执法人才储备
较多，因此可以“偏安东吴”。虽
然，根据《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
负责协调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的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将其办公室
设在商务部反垄断局，但自2013年
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疾风骤雨般
掀起一系列执法浪潮之后，后者已
成为影响反垄断执法指南起草、推
动《反垄断法》修订的重要力量，更
在2014年查办高通案时，直揭反垄
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存在给
企业做顾问收取顾问费的现象，使
商务部终止了为高通案提供顾问
意见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
的专家咨询组聘任关系。

市场监管是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最核心的工作，自 1992 年 12 月 1
日《反不正当竞争法》生效后就一

直承担查处公用企业滥用独占地
位行为和政府部门限制市场竞争
行为。但是由于处罚力度弱，而且
绝大多数处罚决定没有公开，所以
无法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更无法
满足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我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后 扩 大 开 放 的 要
求。《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国家工
商总局根据国务院三定方案延续
了以往《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的
职能，其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
法局负责查处价格垄断行为以外
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以及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

但由于实践中价格串谋往往与
划分市场、操纵投标、限制产量与销量
等非价格类协议并存，搭售、排他交易
也往往与歧视定价、忠诚折扣、过高定
价、交叉补贴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
为交织在一起，所以工商系统与发改
委系统之间长期存在的执法权限交叉
问题，只能因循“谁先立案谁查处的原
则处理”的“抢单模式”来解决。例如，
在各地保险业、建材业垄断协议的查
处中就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相比之下，工商系统办案数量
在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中最少，已
查结的 58 个案件中有 39 个为县市
区域内案件，处罚金额低，社会影响

小。而且由于工商系统取消了垂直
管理，各地工商部门隶属于各级地
方政府，所以过去的九年半，各地工
商部门在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问题的查处上仍对《反不正当竞
争法》存在路径依赖。例如根据国
家工商总局披露，2016年各地各级
工商部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
公用企业立案1267件，同年各省适
用处罚更为严格的《反垄断法》的立
案数量仅为 14件，约为前者的 9%。
虽然国家工商总局也查处了利乐集
团（瑞典食品加工与包装解决方案
提供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并先
后于2014年、2015年启动对微软公
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的反垄断调查，
工商系统依然难免给外界留下反垄
断执法力度薄弱的印象。

但自 2013年起，工商系统反垄
断执法的处罚决定全部做到了全文
在线公开，证据链条清晰，论证详
细，法条援引规范，为其他两大反垄
断执法系统树立了依法行政的榜
样。因此，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被
业界喻为“诸葛治下的蜀汉”，并不
为过。

（作者系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
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完待续）

反垄断执法能否更透明（上）
■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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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预警

▼法律干线

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USITC）发布公告称，对进
口自中国和泰国的橡皮筋作出
反倾销和反补贴肯定性产业损
害初裁，裁定被主张存在政府
补贴和倾销的涉案产品进口对
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性损
害。同时对进口自斯里兰卡的
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
否定性产业损害初裁。美国商
务部预计将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对进口自中国和泰国的涉案
产品作出反补贴初裁，于 2018
年7月10日作出反倾销初裁。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日前，欧盟发布了
一项草案，将对美国部分商品
征收最多 25%的报复性关税。
据外媒报道，欧盟此次将对美
国产摩托车和波本威士忌等总
额 64 亿 欧 元（约 合 人 民 币 498
亿元）的商品征收最多 25%的报
复性关税，作为对抗美国特朗
普政府钢铁和铝进口限制的措
施。除上述品种外，名单还包
括烟草、橙汁、大米、玉米等农
产品，牛仔裤等服饰，涉及范围
广泛。

据报道，对象名单共 10 页，
分为两部分：一是美国一旦对欧
盟等发动进口限制，就立即征收
约 28 亿欧元报复性关税的对象
名单；另一部分则是世界贸易组
织（WTO）认定美国的措施违反
规定等之后，将实施的约36亿欧
元报复性关税的对象名单。报道
称，欧盟将基于产业界、成员国的
意见及判断，最后敲定名单。

在被问及欧盟的报复性关
税草案时，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
斯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就是
否排除出适用对象与许多国家
进行谈判”。欧盟消息人士透露
说，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
计划近期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举行会谈。

据此前报道，当地时间3月8
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就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232 条
款”签署命令，宣布将对进口钢铁
课征 25%关税，对进口铝材课征
10%关税。 （张振）

本报讯 据彭博社报道，日
前，苹果公司正在秘密研发下一
代的Micro-LED显示面板技术，
准备未来摆脱对三星、LG等公司
的依赖。据最新消息，苹果已经
在 韩 国 申 请 了 30 多 项 Micro-
LED 的专利技术，表明苹果研发
显示面板的巨大决心，这也将对
韩国两大巨头形成某种遏制。

苹果上述申请的专利覆盖了
Micro-LED 面板的各种技术，比
如 芯 片 结 构 、控 制 系 统 、对 于
Micro-LED 面板的控制搬运过
程。这么多的专利数量，表明苹
果极有可能在未来的电子设备中
使用Micro-LED显示屏。

韩国知识产权办公室显示面
板部门负责人表示，苹果公司之
所以向韩国政府申请这些专利，
是因为韩国两大显示面板巨头三
星电子和 LG 电子未来可能会在
设备中使用Micro-LED显示屏。

三星和 LG 是全球第一集团
的显示面板制造商，两家公司都
已经瞄准了 Micro-LED 技术。
在过去十年中，三星电子一共申
请了 24 件 Micro-LED 专利，三
星显示器公司申请了24个专利，
LG 电子公司申请了 29 个专利，
LG 显示器公司的申请数量则为
35个。

迄今为止，苹果并不具有显
示面板的大规模制造能力，需要
从夏普、LG、三星、日本显示器等
公司进行采购。在去年发布的
iPhone X 手机中，苹果采购了三
星显示器公司独家供应的OLED
屏幕。

据报道，三星和苹果的合作
并不理想。三星OLED出现了良
品率过低的问题，导致下游富士
康集团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手
机。另外在手机上市发售后，许
多消费者在屏幕两侧发现了刺眼
的绿色线条，极有可能是显示屏
制造商的技术问题。

另外，三星独家供应也影响
到了苹果的采购价格。据彭博社
报道，同样的OLED屏幕，三星销
售给自家手机制造商的价格是
85美元，但是销售给苹果的价格
高达 110 美元，三星获取了不菲
的利润。

110 美 元 的 OLED 屏 幕 价
格 ，直 接 推 高 了 iPhone X 的 价
格。999 美元的高昂定价，成为
这款手机销量低迷的重大原因。

据 彭 博 社 报 道 ，在 Micro-
LED 显示面板领域，苹果已经进
行了大量的投资，除了进行企业
收购、专利注册之外，苹果在加州
总部附近还有一座工厂，秘密进
行小规模研发制造。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企
业在韩国申请的 Micro-LED 专
利数量共 358 个，其中韩国公司
申请了 119 个，外国企业申请了
116个。 （晨曦）

本报讯 3 月 20 日，中国商务
部 在 传 真 声 明 中 称 ，世 贸 组 织

（WTO）已经裁定反对针对中国的
关税，中国将敦促美国按照 WTO
的仲裁裁决，纠正滥用贸易救济的
错误做法。

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
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向中国施加 600
亿美元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应要求
对此作出回应。

中国商务部在通过传真发送的
公告中表示，1月19日，世贸组织发
布仲裁报告，确定了美国执行之前
裁决的最后期限为8月22日。

去年 5 月，世贸组织裁决认定
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违反
世贸规则，但美国迄今尚未采取有
效的实际行动来执行世贸组织的
裁决。 （董芳）

德媒称，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拥
有最多专利申请的国度。不过，如
今，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欧、
日、美、韩申请数量的总和。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日前报
道，中国加快了在创新领域的追赶
步伐。根据欧洲专利局 3 月 7 日通
报，首次有一个中国企业在欧洲提
交了最多专利申请，以 2398件专利
申请名列首位。

欧洲专利局在布鲁塞尔指出，
在国别排名中，中国也巩固了自己
的地位，首次排名第五，仅次于美、
德、日、法。

有报道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
从 2011 年起即已成为专利申请第
一大国。而新现象是，在中国国内
申请的专利数量首次超过美、欧、

日、韩的总和。该数字来源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根据2016年
的情况撰写的一份报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隶属于联合
国，设址日内瓦。该组织首席经济
学家芬克指出，数字本身仍传递出
了一种明晰的信号：“它们显示了中
国不断增长的创新力。”

报道认为，这一发展符合中国
政府宣布的目标，即实现国家经济
的转型——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创新
大国、壮大国内市场。

报道表示，中国的大多数专利
申请来自数字通信领域。在国际
上，数字通信亦属于最强的专利领
域，超过医疗技术和药业。只有电
脑技术、机械制造和测量技术领域
的专利数量更多一些。

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丁
认为，中国在专利领域越来越强的
地位也有助于解释特朗普总统治
下的美国经济政策中现有的保护
主义倾向。

报道称，历史上，美国是在国际
贸易中巩固专利保护的推动力量。
制定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的《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或自贸协定中的相关
规定为其手段之一。由此形成了一
种体系。斯坦丁教授认为，这一体系
让美国经济长期受益。不过，这一体
系也使专利所有者获得了过分的强
权。他指出，美国企业——脸书、亚
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苹果和
微软便是显著例证。

报道表示，过去十年里，这5家
公司收购了共 519 家企业，从而不

仅消除了竞争对手，而且同时拥有
专利，保障了它们的“垄断性收入”。

然而，除少数“技术超星”外，美
国在总体上陷入窘困之境。斯坦丁
教授对德国之声电台表示，特朗普
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这显示出美
国已失去了在该领域的霸主地位，

“这可颇有讽刺意味”，他指出，“突
然间，中国成了平起平坐的竞争者，
美国不再是丛林之王”。

斯坦丁教授还说，全球正进入
一个意味深长的权力移位阶段。他
认为，特朗普正试图重新扮演“丛林
之王”的角色，并不惜使用贸易保护
主义措施，以期阻止中国实现类似
的进步。不过，他不相信这会奏
效。他说：“中国实在太大、太富于
创新，美国的招术很难成功。”

德媒：中国已成经济和专利大国 美国优势不再
■ 王晓武

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USITC）投票对进口自中
国的铝箔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
产业损害肯定性终裁，裁定美
国商务部终裁裁决存在倾销和
补贴行为的涉案产品对美国国
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在
本次裁决中，4 名国际贸易委
员会委员均投肯定票。根据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肯定性裁
定，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自中
国的涉案产品颁布反倾销和反
补贴税令。

美国对华铝箔作出
“双反”产业损害终裁

日前，哥伦比亚贸工旅游
部发布 2018 年第 045 号决议，
对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启动反
倾销立案调查。

本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人为
当地公司SUCROAL S.A.。本
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7 年 1 月
28日至2018年1月29日；损害
调查期为 2014 年第二季度至
2017年第二季度。

利益相关方应于3月13日
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本案
评述意见、证据以及调查问卷
答卷。

哥伦比亚对华柠檬酸
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美国对涉华橡皮筋作出
“双反”产业损害初裁

商务部：WTO裁定反对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关税

欧盟发布对美报复性关税草案
最高征25%重税

苹果在韩国一口气
申请了34项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