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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平行进口涉及知识产权内容的不同，平行进口大致可分为三种：

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商标产品的平行进口、版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本文

讨论的是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以往分散的经济论证方法进行整合，使之从逻

辑上看来更完整。本论文以制度绩效分析为切入点，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

析方法和宏微观经济学的论证方法，系统分析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

的变迁以及经济社会绩效。并进一步探索制约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

绩效发挥的影响因子，通过长短期两种视角对当前制度的优劣做出评价。 

引言部分主要分析了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

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描述了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的变

迁过程。第二章利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体利益实

现两个维度对我国现行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第三章

主要根据绩效分析结论，分析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绩效提升面临的

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参考对策。 

 

关键词：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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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llel impor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patent field’s, the copyright 

field’s, and the trademark field’s, and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phenomenon of 

parallel import of patent product.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try to integrate previously dispersed 

economic feasibility method, and make it seem more complete. In this article, 

the analysis of system performance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 parallel import of patent product system with 

microeconomics, and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ystem of two angles from th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The introductory part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subjects 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ideas, methodology, main contents and 

originalities of this article. Chapter 1 analyzes the change process of China's 

parallel import of patent product system. Chapter 2 divides the analysis into two 

stages, and then analyzes China's parallel import of patent product system for 

performance with microeconomics method. Chapter 3 analyzes the path lock of 

China's parallel import of patent product system for th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performance analysis; the putting forward of improvement 

solutions of the parallel import of patent product system performance.  
Key Words: patent product; Parallel imports; system performance.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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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一国

专利权人就一项专利技术在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同时申请专利权的现象层出

不穷，继而带动各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量的大幅提升。同时这也会不可避

免的出现体现在同一产品上的两国专利权如何协调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

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加之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法律制度问题，更多的是如何最大化本国的根本利益并以适当的方式加以

保护，它也往往体现为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即各国对知识产权保护

特别是专利权的保护需求也不尽相同，从而使得世界各国并未在专利产品

平行进口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在

国际经济领域影响力的增长，以及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现象的增多，我国对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制度选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从以往的不置可否转

变为当前的明确许可。这种态度的演变是否当然符合我国国情以及经济利

益最大化选择亟待分析。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采用宏微观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对目前我

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的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其目标的达成与否，并对

影响该项制度实际运行的各种因素进行分别探讨。一方面，有助于更清楚

地认识当前专利平行进口制度的出发点和相应制度设计的依据。另一方面，

对专利平行进口制度的实际运行绩效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目前该制度的实

际运行情况，也可以检验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的吻合程度，从而有助

于改进制度设计。 厦
门
大
学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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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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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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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与绩效的一般性分析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专利产品平行进口  

我国专利法对专利产品一词的界定不是很明确。根据专利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

获得的产品”的表述可推知，专利产品仅指获得专利权的产品。而依据专

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

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此处的专利产品应该还包含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

得的产品。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所述专利产品的范围扩展为既指获得产

品专利权的产品,也包括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何谓专利产品平行进口，一直以来，知识产权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就国内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典型观点：其

一，认为平行进口是指,同一专利权人针对相同的发明创造在不同的国家分

别申请获得了专利权,当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个国家出售或者许可他人出售

其专利产品之后,如果他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将上述产品进口到另一个国

家,是否会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这一定义主要强调了在出口国和进口

国，专利权人都同时获得专利权,而且,在出口国与进口国的该专利权针对

的都是同一发明创造，进而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

制。①其二，认为平行进口是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在

某项知识产权己获进口国法律保护且知识产权人己在该国自己或授权他人

制造或销售其知识产权产品的情形下,从国外知识产权所有人或其被许可

人手中购得该种产品,并输入该国销售的行为。与尹新天的观点相比，王庭

熙先生只强调产品所包含的专利权在进口国获得保护，而不论其在出口国

的保护状况。②其三，认为平行进口是指含有知识产权的有形动产在两个以

                                                             
① 尹新天.专利权的保护［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73-85. 
② 王庭熙.平行进口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J］.民商法研究,2000(01):49-51.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与绩效的一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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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通过知识产权法保护此种知识产品的国家间的进出口的客观行为。①相

比而言，谭启平先生的定义少了很多限定词，其外延也更为广阔。但具体

到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该观点没有规定专利产品投放市场需经过专利权人

或者其授权主体的同意，由此给假冒产品的出现提供了借口，似为不妥。 

就国外研究来看，早在 1990 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执行委

员会在巴塞罗那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认为：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定义是由第

三方将一种产品从专利权人或经其同意投入市场的另一国家进口到该产品

受专利保护的国家。②此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wegner

教授则认为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是指：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在某项专利

己获进口国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仍从国外购得专利权人或其专利被许可人生

产制造或销售的此项专利产品,输入该进口国销售的行为。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专利产品平行进口作为平行进口的一种，其含义

应该包涵以下几个方面：（1）未经专利权人授权或超越授权的进口商于出

口国购得合法生产、销售的专利产品，转售到进口国；（2）该专利权在进

口国已经受到法律的保护，或者已经存在专利的被许可人（3）出口国与进

口国的该专利权所有人为同一人，或是进口国与出口国该专利权所有人与

专利许可人为同一人，亦或是进口国与出口国专利许可人为同一人。 

二、制度绩效  

关于制度绩效的研究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比较常见，其作为西方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目标与依据，起初关注的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效

果，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受到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普遍关注，

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得到逐步深入和拓展。 

当前，对制度绩效进行系统分析的典型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 A·爱

伦·斯密德发明的三段论分析范式，④该范式由状态、结构和绩效三部分组

成。所谓状态，其指的是个体、团体和物的特征，其中与个体有关的特征

主要包含个人的偏好、价值观、追求的最终目标、对制度规则和相应生产

                                                             
① 谭启平.论平行进口中的知识产权问题［J］.现代法学,2003(04):166-174. 
② 胡明正.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执行委员会 1990 年巴塞罗那会议通过的几项决议［J］.知识产

权,1991(05):43-45. 
③ 陈美章.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发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发展学术报告会综述［J］.知识产权,1994,(06):2-3. 
④ [美] 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99.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绩效分析 

4 
 

函数的理解程度以及信息处理方式；所谓结构，指的是对某项制度的选择

过程。状态、结构和绩效相互作用的过程表现如下：不同的物的特性会带

来不同的状态，即使相同的制度当面临不同特性的物时，会带来不同的绩

效。同时，制度的绩效取决于相互竞争的团体所要追求的最终利益，因而

制度选择过程即结构，就会成为绩效变化的一种调节工具。斯密德上述范

式所要探究的绩效是某种既定状态下制度选择的函数。 

上面的分析思路为我们研究中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的绩效提供了

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范式，在对该范式的具体运用中，本文采用以下逻

辑结构：首先明确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这一行为的特性。在斯密德分析范式

中，其认为物的特性分析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的福利有什么样的影响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里物的特性主要指非相容性使用、规模经济、共

享性、交易成本、剩余以及波动性供求。而本文所要做的研究对象物与斯

密德的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物是指一种行为即我国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

所采取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特性分析也同样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

的行为对另一方（国家）的福利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次要确定我

国现行专利法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这种现象的态度，即我国对专利产品平

行进口的制度选择过程或权利界定。再次根据利益相关的人与人之间、国

家与国家之间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以及彼此间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分析我国

制度选择所带来的制度后果。最后通过衡量比较得出制度的绩效，并根据

制度选择这一调节工具进一步优化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的绩效发挥。上

面的逻辑过程也可概括为：行为特性分析-制度选择过程-制度绩效-调整优

化。 

第二节  我国立法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态度演变 

一、2008 年前的历次《专利法》修改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问题不置可否 

我国专利制度的筹建工作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并于 1984 年通过了第

一部专利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该部专利法一开始并没

有涉及专利产品平行进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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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影响法律制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1984 年《专利法》

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于 1992

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改后的专利法在第十一条第三款中

规定：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专利权人有权阻止他人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上述两款所述用途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照其专

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此次修改首次引入了“进口权”的概念 。针对“进口

权”，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中性说”和“禁止说”。“中性说”认为：

进口权的规定并不当然赋予专利权人阻止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权利。根据

不同的理解，进口权既可以用于支持专利产品平行进口，也可以用于阻止

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①“禁止说”则认为：进口权作为专利权人的一种权利，

意味着未经专利权人允许的进口都属于侵犯专利权人专利权的范畴。②虽然

根据 Trips 协议第二十八条规定来看，引入进口权似乎意在对平行进口的禁

止。但是结合 Trips 协议第六条来分析，“禁止”观点却又值得商榷。本文同

意“中性说”观点，进口权的规定仅在于同 Trips 协议关于专利权人最低保护

标准相切合，针对的应该是非平行进口的进口行为。 

2000 年，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此次修改的幅度较大。将

原来的第十一条第三款删去,进口权的有关规定被加入到了前两款。修改后

的第一条变为：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

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

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

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

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此

次修改，客观来讲使我国专利法又得到了一次完善，但同样没有对是否允

许平行进口做出明确的规定。 

                                                             
① 谭启平.论平行进口中的知识产权问题［J］.现代法学,2003(04):166-174. 
② 李玉文,方秀云.平行进口: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03)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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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年修改的《专利法》明确允许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存在 

经过前几次的修改，尽管在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了专利进口权,但还是

没有明确对平行进口采取何种立场。由此也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的

广泛争论。加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基于现实社会经济环境的变

化，平行进口问题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国在经过多方面的综合考

量之后，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正式通过了关于《专利法》第三次修正的决

定,该决定已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此次修改最为核心的是明确规

定了有关权利用尽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修改在新《专利法》第六十九条。

该条款在修改前为第六十三条，共有两款规定,其中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一)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

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

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修改后，该条仅有一款规定,将原专利

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作为第七十条单独构成一条。其中最显著的修改是将

原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

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

销售、进口该产品的；”这一修改后的第六十九条规定表明我国在对待专利

产品平行进口问题上采取的是专利权国际用尽原则,专利权人的权利受到了

相应的限制，从此结束了我国在立法上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态度不明朗的

状态,表明我国开始允许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行为的存在。 

三、我国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制度演变的内外因素 

从我国内部条件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经济和科技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我国与发达

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依然需要依靠对外国技术的引进。因此，这种国

内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导致 2001 年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相

对而言过于狭隘，而且该条规定中的“许可”含义界定也不明确，造成对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规定的模棱两可，使得实际操作中容易产生混乱。从而

不利于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从外部的国际环境来看，Trips 协议没有对权

利用尽问题作明确的表态，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实质上给予了各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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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权利用尽问题上充分的自主权，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国家国内事务主

权的尊重。世界贸易组织 2001 年通过的《关于 Trips 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

言》再次重申，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根据本国的

国情和实际情况，有权自己决定权利用尽原则的立场以及如何使用权利用

尽原则的范围。就当前来讲，我国在国际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就同样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基于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廉，我国在国际市场上

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因而，允许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符合我国国家利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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