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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它标志着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基础立法阶段、90年
代国际接轨阶段，步入21世纪战略创新与发展的新阶段。
历史的安排常常具有戏剧性。
上世纪后10年，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扬帆起航，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几乎同时开局。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法律环境建设，既面对国内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的日甚一日的迫切需要。
又承受着“复关”、“入世”谈判中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
我们曾几度站在十字路口，甚至进退“维谷”之中。
我国著名作家昊海民同志新作——《大国的较量》，记载了那段艰难历程的风风雨雨，勾起我对围绕
知识产权的激烈交锋的回顾和思考。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诞生于1948年1月1日。
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进程中，共进行了八轮多边谈判，每轮谈判叫一个“回合”。
前七个回合谈判聚焦关税减让。
1986年9月在乌拉圭首都埃斯特角城《部长宣言》发起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第一次把知识
产权列为主题之一，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使多边规则体现本国政策取向，美国于1987年4月发布12951号法令，宣布美国同其他国家订立或
续签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必须就科技合作知识产权的归属与分享达成一致。
作为总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据此，美方发起与合作伙伴有关科技合作知识产权谈判。
1988年8月美国修订了《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出台所谓的“特殊301条款”，同主要贸易伙伴在知识
产权问题上摊牌，在双边谈判中推行以我为主的强权政策，迫使对方接受其知识产权价值和标准，以
便使国际知识产权多边规则反映美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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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是在与小偷谈判。
”梅西冷不防地给吴仪来了这么—个下马威。
这句冷冷地甩过来的开场自，是中国代表没有想到的。
往日的梅西并不是这样刻薄，也不是如此尖酸。
他总是尽量地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
今天他的温文尔雅哪里去了？
大国风度哪里去了？
今天的样子，倒像是—个骂街的泼妇了。
谈判厅里死—般沉寂。
中方一些代表来不及作出反应，目光刷地一下集中在了吴仪身上，不由得为她捏了一把汗。
美方代表也盯住了吴仪，猜测吴仪可能作出的回应。
然而，这种沉寂极为短暂，只不过是一刹那。
凡乎就在梅西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来的时候，—个响亮而威严的声音掷地有声：“我们是在与强盗谈
判！
”这是吴仪的反击。
双方代表都被这一声怒吼震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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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海民：河南内黄人。
l970年应征入伍，历任空军报务员，政治部干事，警卫连指导员，《空军报》编辑。

　  1988年起历任《新闻出版报》总编室副主任，记者部副主任兼机动记者组组长、新闻部主任，中宣
部出版局调研员，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副司长，《中国引进时报》总编辑，《京华时报》总编辑、社长
、社长兼总编辑，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都市报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版权保护协
会常务理事。
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先后在2001年、2005年、2006年被评为中国传媒十大人物，2007年、2008年被评为中国报业十大领军人
物。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审判海盗》、《金元瓤闻》、《书号魔方》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走向伯尔尼》获“当代文
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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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楔子第一部  别无选择　第一章　中国上了“黑名单”  　　美国的“特殊301”大棒　　中国最难产
的一部法律　　美国的大棒要打下来了　　“敲一敲中国”与“敲一敲美国”　　不是地球，而是气
球　第二章　泪洒华盛顿　　“最后期限”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们是在与强盗谈判”　　要不要
割掉专利法的“尾巴”　　还不到喝香槟酒的时候　　“中方立场大倒退”　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　
　最后关头的出征：功臣？
罪人？
　　布什总统在摇摇晃晃“走钢丝”　　“10+10谈判”和WIPO　　“铁娘子”握手言和　　邓小平
画了一个句号　　第二部  谁是赢家  第四章　傲慢与偏见　　华盛顿传来了不祥的信号　　一句话打
掉了美国人的威风　　谈判桌上处处有陷阱　　惹起了风暴的激光唱片　　一手是胡萝卜，一手是大
棒  第五章　中国说“NO”  　　美国总统的使者不懂礼貌　　谈判桌上的一场“数字战”　　中关村
电子一条街紧张起来了　　美国人捅到了“马蜂窝”　　大老板们的“垂帘听政”  第六章　礼貌的
厮杀　　双方的神经再次拉直了　　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　　中方举起主权的“盾牌”　　日内瓦的
“背水一战”　　狮子发出怒吼了  　第七章中美都是赢家　　中国不怕2月4日　　美国人不敢离开谈
判桌　　克林顿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中方的底牌没有用完　　又一个艰难而圆满的句号第三部
　大国言和　第八章　太平洋的惊涛　　两个大国的对抗开始了吗？
　　华盛顿的指责不是事实　　美国人没有搜集到“炮弹”　　为什么不去状告美国？
　第九章　以牙还牙　　华盛顿要制造一场新的危机　　吴仪手中的两张单子　　贸易大战的幽灵在
徘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十章　中国的季节　　美国人也要讲政治　　两位总统候选人与同
一政治主张　　最后的较量与午夜的微笑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补记　奥巴马应该首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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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上了“黑名单”美国的“特殊301”大棒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希尔斯的办公室里，放着由总统
里根亲手赠予的一件特殊礼物——撬棒。
这根撬棒，可以说是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镇山之宝”。
关于这根撬棒的种种说法，在世界经济贸易界和知识产权界流传甚广。
有的说，它是从工地上捡来的一根真正的撬棒；有的说．它只不过是经过特意加工的一个撬棒模型；
有的说，它仅仅是一根长长的粗糙的铁器；有的则说，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镶着金边儿的精致的
艺术品⋯⋯前往华盛顿谈判的外国代表似乎还没有谁真正看到过这根撬棒，然而，它沉甸甸地悬在外
国谈判代表心上。
不管这根撬棒到底是什么模样，它掌握在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希尔斯手中，真是意味深长。
希尔斯在国际经贸谈判舞台上具有“铁娘子”之称。
她50来岁，身材瘦高，齐耳短发，总是穿一件大翻领紧身服装，给人的印象非常干练。
律师出身，精通国际经贸关系及有关法律，在谈判中反应敏捷，老谋深算。
无论遇到什么国家的什么谈判对手．她的态度都是两个字——强硬。
强硬中透着几分傲慢，傲慢中表现得不近人情。
她从不在谈判前礼貌地迎接对手，也不在谈判后客气地欢送对手。
从来都是板着面孔，不肯露出一丝笑容。
当然，她也会有笑的时候，如果笑了，那一定是因为制服了对手。
她在谈判中总是像铁一样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步步紧逼，非要把对手逼得山穷水尽。
因此，许多国家的官员都讨厌与她谈判。
据说，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位官员在与希尔斯谈判一番后，竟然发誓再也不见希尔斯，甚至再也不当谈
判官，回国后便强烈要求辞职改行。
如今“铁娘子”手舞一根大棒，真可谓八面威风。
她仗着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逼迫贸易伙伴敞开经济大门，如果有谁不肯就范，就会把棒子打过去⋯
⋯作为里根别出心裁赠予的一件礼物，它意味着美国总统的一项特别授权。
里根是1．980年上台的。
这位前好莱坞二流电影演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70岁的高龄上出人意外地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
并发誓要当美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总统之一。
但他所接手的，是前任卡特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此时的美国，正面临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地位下降的双重挑战。
在国内，从1979年4月起爆发了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一年中企业倒闭达1万余家；在国际上，苏联的
进攻性战略连连得手，使美国“在世界上屈居第二”。
里根承认：“美国正经历着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混乱。
”他决心重振国威，在上台的第二个月就提出了一项“经济复兴计划”——对内，实行高利率、高汇
率、高赤字；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
1984年，里根在其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了美国的“第二次革命”。
所谓“革命”，在经济上就是采取强制性的贸易保护主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臭名昭著的“特殊301条款”出台了。
美国原先就有一个“301条款”。
它首先出现于1974年的《贸易法案》，其中规定：“美国总统在外国政府采取不正当、不合理、带歧
性视的贸易政策、法律措施，从而加重美国商务负担时，有权采取适当的反应措施。
”在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1984年的《贸易与关税法》和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
这个条款经过不断修改。
进一步强化了采取强制性贸易保护措施的性能，赋予国内私人企业向政府提出要求对某一主权国家进
行贸易报复的权力，并扩大了总统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贸易措施的决策权。
由于这项条款是法案的第三篇第一条，于是简称为“普通301条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的较量>>

“特殊301条款”是在“普通301条款”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增加的。
该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可以自行规定他们认为对知识产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进行
认定、调查和采取报复措施。
”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每年4月30日以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方面做得不
好的国家名单，并限定这些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与美国谈判解决纠纷，否则，将对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
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示报复。
就在这个条款出台之后，里根送给希尔斯一根撬棒。
里根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希尔斯因之肩负了一种特殊使命。
希尔斯是不辱使命的。
1988年4月28日，她首次以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名义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年度报告。
这份报告依据“特殊301条款”排出了一个“黑名单”，把全球34个贸易伙伴列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国
家。
这些国家又被按问题轻重依次分成四个等级：“正常国家”、“观察国家”、“重点观察国家”、“
重点国家”。
其中，中国被列为“重点观察国家”。
在为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希尔斯的讲话表现得杀气腾腾。
记者：“美国搞这份名单有什么法律根据？
”希尔斯：“我们的根据，就是美国《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的‘特殊301条款’。
根据这个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处必须在每年4月底之前提交一份名单。
”记者：“对名单上的四类国家如何处理？
”希尔斯：“每年进行一次重新审定，视情况不同或取消，或降级，或升级。
”记者：“具体采取什么步骤？
”希尔斯：“第一步，将与美国有一般纠纷的贸易伙伴升级为‘观察国家’；第二步，将那些有较大
纠纷的贸易伙伴升级为‘重点观察国家’；第三步，将列入名单后一年内没有对保护美国知识产权采
取重大措施的升级为‘重点国家’。
”记者：“对‘重点国家’采取什么措施？
”希尔斯：“立即对其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
”记者：“美国有权到另一个国家进行调查吗？
”希尔斯：“美国法律赋予了这个权力。
调查期间如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不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如果达不成协议，一个月后立即进行贸易
报复。
”记者：“如何进行贸易报复？
”希尔斯：“对其出口美国的商品实行惩罚性关税。
”记者：“请问希尔斯大使，这就是里根总统送给你的大棒吗？
我们都希望看到总统的这件礼物，你能不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希尔斯：“你们现在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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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的较量: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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