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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依仗其雄厚的国内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
绝对优势地位。
与此相应，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也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框架下，
努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谈判，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
关贸总协定前后共进行了八个回合的谈判，其中第五轮谈判通称为“迪龙回合”（美国谈判代表的名
字），第六轮谈判通称为“肯尼迪回合”、第七轮谈判又称“尼克松回合”（当时美国总统的名字）
，也反映了美国在这些谈判中的重大作用。
此外，为了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美国还以“普惠制”（GSP）和“最惠国”（MFN）待遇等贸易优惠
政策为基点，为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
    然而，自6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再加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
出现，美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开始逐渐下降。
一方面是美国的对外出口额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外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
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也不断恶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从贸易自由主义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
或贸易对等主义。
1974年，美国修订其《贸易法》，制定了旨在保护其贸易利益的“301条款”。
此后，该条款又经过了一系列修改，使之完善为保护美国贸易利益的强有力的武器。
    “301条款”的核心是以美国市场为武器，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所认可的国际贸易准则，从而保护
美国的贸易利益。
按照“301条款”，如果其他国家想让自己的商品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以同等条件向美国商品开
放其市场。
一但美国认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政策、法规和做法不符合美国所认可的标准，阻碍了美国商品的
输入或损害了美国的贸易利益，美国就会以征收高额关税或限制进口等方式，强迫贸易伙伴改变其政
策、法规和做法。
    此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与此相应，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美国为例，其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信息、服务等产业，而不是依赖于农业和制造
业等传统产业。
版权、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成了重要的财产形式，体现知识产权的产品成了重要的社会
财富。
同时，也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体现知识产权产品的复制极为简单快捷，而且成本很低。
因此，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防止他人偷窃自己的财富，就
成了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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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调查的发起　　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2条的规定，有关“301条款”的调查可以由两种方式发
起，即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和由贸易代表自行发起。
　　(一)利害关系人申请　　这是由利害关系人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申请和相关的理由。
刮害关系人包括美国的企业、工人、美国产品的出口商，以及有关商品的产业使用者，等等。
在发起有关“301条款”的调查对，申请人必须合格。
如果申请人不合格，不属于“301条款”听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则不得提出申请。
例如，在“加拿大汽车产品”案中，密西根州长于1988年10月4日提出申请，声称加拿大对汽车部件的
出口退税违反了关贸总协定、补贴协议和美加汽车条约的有关规定。
1988年11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做出决定，对加拿大的汽车退税做法不发起调查。
因为，政府官员不是贸易法第302条所指的可以提出申请者。
而且，考虑到“美加自由贸易协议”和实施该协议的立法，也没有理由对此进行调查。
　　利害关系人在提出申请时，还必须提出相关的理由，以支持自己的要求。
如果申请人不能提出足够的理由以支持自己的申请，则难以立案。
例如，在“日本汽车零件”案中，美国的“国际汽车联合会”于1988年5月提出申请，声称日本的汽车
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拒不单独销售零部件、或以高价销售的做法，影响了作为市场销售者的“国际汽
车联合会”的成员。
但这个申请是不完整的，不符合有关规定。
由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发起调查的期限是45天。
在此期限内，尽管“国际汽车联合会”又对申请作了一些修改，最后还是在1988年6月30日撤回了申请
。
　　在接到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后，美国贸易代表必须审查请求调查的理由，并在接到申请后的45天内
决定是否发起调查。
如果贸易代表决定不发起调查，应将有关的理由通报申请人，并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有关的决定和
理由。
在“301条款”实施的历史中，确实有过不少做出了不发起调查决定的案例。
例如，在“日本法律服务”案中，1986年4月11日，一名夏威夷律师代表一些驻东京的美国律师提出申
请，要求调查日本法律服务市场的准人。
1986年5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决定，考虑到最近与日本政府谈判的进展，不对该问题发起调查。
又如，在“日本大米”案中，美国的“大米市场开发理事会”和“大米加工者联合会”于1988年9月14
日提出申请，诉称日本基本禁止大米进口，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并否定了美国依据关贸总协定的权益。
1988年10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决定不对此发起调查，因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将提出更有效的
方法，以打开日本的大米市场。
　　在未发起调查的案件中，除了贸易代表决定不发起调查，还有许多是由申请人主动撤回的。
例如，在“智利药品”案中，美国的“制药协会”于1988年2月22日提出申请，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对智
利的某些法律、政策和做法发起调查，因为这些法律、政策和做法拒绝对药品提供产品专利的保护。
而在1988年4月7日，“制药协会”就撤回了自己的申请。
②又如，在“韩国-钢管进口协会”案中，美国的“钢管进口协会”于1995年6月1日提出申请，诉称韩
国政府限制本国生产的钢板出口，并将国内的钢板价格控制在大大低于国际价格的水平上，从而限制
了向欧盟的钢管出口，致使欧盟转向了美国市场。
1995年7月14日，由于美国与韩国达成了建立磋商机制的协议，“钢管进口协会”撤回了有关申请。
　　　　美国贸易法中的“特别301条款”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第182条，美国法典的统一编
目是第19卷第2242条。
其标题是“对否定足够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和否定知识产权市场准人之国家的确定”。
“特别301条款”的核心是确定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人方面有问题的国家，以及采取有效的贸易
制裁措施，以改变有关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人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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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贸易法中，“特别301条款”不仅是指1974年贸易法的第182条，还包括贸易法中的其他一
些内容。
其中既涉及实体性的内容，也涉及程序性的规定。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节仅论述“特别301条款”的实体性内容，而将程序性的规定留待下一节论述。
　　一、制裁标准　　根据美国贸易法，“特别301条款”的目的是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国外得到有
效保护，保障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公平而有效地进入外国市场。
凡是在这两个方面有问题的国家，即拒绝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或拒绝依赖知识产权保
护的美国人公平和平等地进入其市场的国家，美国贸易代表都可以将其确定为重点外国，从而发起调
查和实施贸易制裁。
　　在有关的调查案中，有时仅以拒绝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发起调查。
例如，在1991年3月15日发起的“泰国药品”案中，发起调查的理由是泰国政府没有对药品提供足够而
有效的专利保护。
在1993年5月28日发起的“巴西知识产权”案中，发起调查的理由是巴西政府的某些法律、政策和做法
否定了对知识产权足够而有效的保护。
未能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必然导致否定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进入该外国市场的
机会。
因此，在许多“特别301条款”的调查案中，否定充分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否定依赖知识产权保
护的美国人进入其市场，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在1990年12月21日发起的“泰国版权实施”案中，发起调查的理由是泰国政府未能有效地实施
其版权法，因而否定了依赖版权保护的美国人的市场准人机会。
在1991年5月26日发起的“印度知识产权保护”案中，发起调查的理由是印度政府的某些法律、政策和
做法否定了对知识产权足够而有效的保护，否定了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公平和平等地进入其市
场的机会。
　　但是，“特别301条款”并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将所有的，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人方
面有问题的国家都确定为“重点外国”。
在这方面，“特别301条款”进一步提出了确定重点外国的三个具体标准。
　　第一，那些国家否定足够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或者否定依赖于知识产权
保护的美国人公平而平等地进人其市场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是极为严重的或极端恶劣的。
　　第二，上述法律、政策和做法对美国的产品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实际的还是潜
在的。
　　第三，在对知识产权提供足够而有效的保护方面，那些国家没有与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或者在
多边或双边谈判中没有取得显著进展。
　　在确定“重点外国”时，美国贸易代表必须与美国版权局、专利商标局和其他有关联邦机构的官
员磋商，并考虑来自上述机构的信息、利害关系人所提供的信息、《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的信息等
。
此外，贸易代表在确定“重点外国”时，还应当考虑有关外国知识产权法律和做法的历史，包括以前
是否被确定为“重点外国”；以及在达到充分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所做出的努力和该外
国所做出的回应。
由此看来，美国贸易代表在确定某一个国家为“重点外国”时，应当全面考虑各种信息。
　　根据规定，美国贸易代表依据其掌握的信息，可以随时取消对某一“重点外国”的认定，也可以
随时将某一国家确定为“重点外国”。
　　根据“特别301条款”和其他的有关规定，，将某一外国确定为“重点外国”后，美国贸易代表应
当对该外国发起调查，通过磋商和贸易制裁等手段迫使其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人方面有问题
的法律、政策和做法。
在这里，将某一外国确定为“重点外国”本身不是目的，通过磋商和贸易制裁等手段迫使其改变有问
题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最终达到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允许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进入外
国市场，才是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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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说，上述措施拟于美国正式执行对中国出口报复时生效。
公布以上初步反报复清单意在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和有关建议，公告确定的征求意见的最后期限
为1995年1月31日。
　　1995年1月24日至25日，美国贸易代表就拟定的贸易制裁措施举行了公众听证会。
1995年2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依据贸易法第304条确定，在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人方面
，中国的某些法律、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和歧视性的，已经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
美国贸易代表还确定，依据贸易法第301条b款和c款，适当的回应措施是对来自中国的为消费目的而出
入仓库的某些产品，按价加收100％的关税。
该制裁措施将于1995年2月26日起实施。
这一次所确定的报复性关税的价值是10亿8千万美元，也是美国政府历来采取的最大规模的贸易报复。
　　根据有关资料，列入报复清单的中国商品包括：各式塑胶制品，4．65亿美元；电话、录音机及无
线电话，1．08亿美；ltl；体育用品，0．78亿美元；木制品，0．7亿美元；自行车，0．65亿美元；其
他项目有糖果、蘑菇、柠檬酸、大型塑胶带、杂物袋、非硬橡胶医学手套、皮衣箱、行李箱、木制小
雕像、邀请卡、丝手套、露指及连指手套、手帕、橡胶及塑料鞋(包括运动鞋)、贵金属(银除外)制的
首饰、不锈钢厨具(不包括茶壶)、铜器(不含铜管)、某些手表、非家用金属家具、非电子灯具、滑浪
板及其他体育器材和钓鱼杆。
　　在美国贸易代表公布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决定和制裁措施的当天，中国外经贸部的发言人指出，中
国对美国单方面宣布的对华贸易报复表示极大的遗憾和强烈的不满，并要求美国放弃在知识产权问题
上的错误立场，从中美大局出发，同中方一道，采取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通过认真磋商，谋求问题
的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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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与美国“特别301条款”相关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从20世纪80年代末延续到90年代中期，
曾几次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
希望因中美知识产权问题打起“贸易战”的国际商人大有人　　在。
有的人希望借中美“贸易战”挤占美国在中国的农产品市场、飞机市场等；另有人则希望借中美“贸
易战”挤占中国在美国的服装、玩具市场等。
但几次谈判均最后成功。
一些人希望的“贸易战”终究没有打起来。
应当说，这种种结局对中、美是两利的。
　　1996年后（即最后一次剑拔弩张的谈判又终于达成协议后），美方参加谈判主谈人的多数，从坎
特、李其斯到汤姆森，统统下海当了律师。
他们切切实实享受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为其沸扬起来的名声。
中方谈判参加人的相当一部分也已离开了原岗位。
但是，要期望这些原来很忙、现在仍旧很忙的谈判参加者们对“特别301条款”从事些事后研究、并出
版研究成果，可能是困难的。
于是，这研究工作，照例落在了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身上。
　　作为中国社科基金重点的这一研究项目，是我与李明德教授共同申请的。
由于在项目真正立项后，李教授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对这一部分内容非常熟悉，所以资料的收集与
研究成果的撰写，就主要落到了他头上。
研究报告的框架、格局及主要内容，是由我与他共同商量的。
在整个撰写中，我也确实不断提供了“思想”。
因此，不能说我未参加及主持这个项目。
至于项目完成后，再进一步加工成书，则完全是李教授一人所为了。
书中有很少一部分，是经我同意后，李教授以我的原有作品为基础重新创作的。
　　无论作为提供部分“思想”者，还是作为提供极少基础创作的依据者，从版权的角度，都不足以
使我成为“共同作者”或“共同版权人”而在书上署名。
这就是为什么项目上署二人之名、书上只署一人之名。
事实上，这是李教授按我的坚决要求去署的。
至于其他作了同样程度工作的项目负责人，是不是也只应如此署名，我不过问。
我只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我毕竟是研究版权法的。
　　由于书是别人的，我来评价也可少了“自吹”之嫌。
作为曾亲身参加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者，我感到李教授的这本书，是迄今我读到的有关研究“特别301
条款”中最系统和全面，资料也最齐备的。
我想，曾参加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多数中方及美方的人，如果作为该书的读者，也会有同感。
但并不是说，这本书毫无缺陷。
我想李教授也会愿意接受客观的批评意见。
事实上，这本书的书稿交出版社之前，另一位李教授（李顺德）就曾指出过这本书的一个缺点。
　　最后我想仍用李贺的两句诗来结束这个前言。
“金家香巷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
”愿自甘清贫而仍执著研究的李明德教授有更多成果问世。
　　郑成思　　1999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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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成书于2000年9月，出版后受到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响，是此领域的重要
书籍。
本书主要是对"特别301条款"展开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
本书中内容丰富，研究透彻，文字浅显易懂，观点深刻独到，是 "特别301条款"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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