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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国家的知识产权之争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基于 TRIPs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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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北国家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的争议由来已久,在争论的焦点在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T RIPs 作为协调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协议之一, 逐渐发挥出应有作用。但从谈判到实施, 南北国家对的

TRIPs 争议不断,不仅是南北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历史争议的延续,也是 T RIPs 中各成员不对称地位的体现。

中国作为南方国家之一,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已取得一定成绩, 但也存在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国际经济环

境下,中国应根据本国实际确定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加强与 WTO 其他发展中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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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 th- South s disput 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 y rights a re Long- standing ,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 een the level o f IPR protection and econom ic gr ow th TRIP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 rtant internationa l a

g reements to manage and coordinate issues about IPR Conflict ex isted a lthough its negoti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still is exist ing now, r eflecting Nor th- South histor ical disputes and unequal situation in T RIPs This paper also

giv es a br ief introduction o f China s IPR pro tect ion, and giv es some po licy proposals China should take in the cur

r ent g 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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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T RIPs)被认为

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 作

为WTO 的一个最重要协议, T RIPs 不仅涉及直接

的知识产权领域,还涉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大

部分领域,是WT O框架下协调管理国际贸易中知

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南北国家在知识产权

国际保护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在制定与实施

T RIPs时的相互妥协, 但是, 相互妥协的结果是围

绕 T RIPs的知识产权领域的争议从未停止过,这些

争议集中体现了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与保

护程度的不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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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北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历史

争议

1 1 经济发展水平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1 1 1 理论研究支持南北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不同 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放在南

北分析框架中进行,普遍认为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有负面影响
#1∃#2∃#3∃#4∃

。技术进步通过知识创新

和知识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鼓励

创新和增加知识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

增长。在开放条件下, 北方国家通过 R& D 发明新

技术,南方国家通过进口贸易和引进 FDI模仿新技

术,加强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损害南方国家

福利和抑制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
#5∃
。知识产权保护

的系统收益包括两方面: 知识创新的收益和知识扩

散的收益。发达国家的收益主要来自知识的创新和

垄断,更倾向于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国家的收益主要来自知识扩散, 因此倾向

于较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在 TRIPs的制定过

程中,南北国家的主要争议即体现在:以美、欧、日为

主的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较高的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而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

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1 1 2 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关

系 横向比较来看, 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相应提高, #6∃目前南北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点。但纵向来

看,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渐进演变过程。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和制度的国家

之一,建国之初就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

策%。但是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上美国并不是一

直都态度积极, 在其科技与文化创新能力低于欧洲

的阶段,曾采取明显的本国保护主义,如早期的专利

制度拒绝为外国申请人提供与本国申请人同等的待

遇,拒不参加由欧洲国家发起制定的知识产权国际

条约等(直至 1988年才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
伯尔尼公约∀) , 充分说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
创新能力对知识产权保护态度的影响。

1 1 3 国际贸易格局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关系

南北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同: 发达国家拥

有较高端的贸易产品结构, 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初

级产品出口为主。20世纪 80 年代, 全球经济进入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产业结构调

整期,欧、美、日开始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其他发展

中国家则进行劳动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生产北方国家从高端产品中获利颇多。但到 20世

纪 90年代, 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工

业化国家如韩国、东南亚各国以及巴西、墨西哥等国

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不断提高产业结构,

出口产品日趋高级化, 威胁到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

上的利益。发达国家希望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延长产

品的生命周期,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创新能力不

足,急需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双方在

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观点明显相左。

1 2 T RIPs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较高标准的规定

在不加入WTO 就等于经济上自杀的今天, 发

展中国家必须面对来自 TRIPs 的压力。T RIPs较

多采纳了发达国家的意见, 如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
字作品∋进行保护,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复制和改变方

面的灵活性和例外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在专利的保

护范围上,发展中国家希望将医药、化工、食品、动植

物品种作为例外, 不给予专利保护,而 T RIPs 只将

动植物品种作为不给予专利保护的例外; TRIPs对

专利的强制许可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 不利于发

展中国家在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专利的推

广;对于过渡期的安排,发展中国家要求能有 100年

的时间来调整国内法, 使其满足 TRIPs 的要求, 由

于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尽快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协议最后只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 5年的过渡期。

2 T RIPs制定与发展过程中南北国家的地

位问题

南北国家在 TRIPs制定和发展的过程中处于

不同地位,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占主导,但近年来发展

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逐渐显现。

2 1 发达国家在WT O 的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起

主导作用

北方国家在 T RIPs谈判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北方国家迫切希望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纳入多边贸

易谈判中来,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前作了充分准备,

对谈判内容及希望达到的目标形成大体一致的看

法,谈判过程中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信息,控制谈判进

程。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 T RIPs 制订过程中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意识到美国贸易法的威力,在

乌拉圭回合谈判时, 极力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

易问题捆绑在一起作为谈判动议, 并提出了知识产

权谈判的基本框架。TRIPs 的谈判方式也有利于

北方国家。谈判过程中,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继

续利用单边或双边手段对不参加谈判或不接受他们

要求的国家施压,迫使南方国家接受其意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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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存在较大争议的实体性问题多是在小范围内

的、非正式的磋商下解决的。

2 2 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作用逐

渐显现

南方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处于&信
息不对称∋的弱势方。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初, 以印

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决抵制将知识产权问

题纳入谈判,但迫于美国贸易制裁压力以及对美国

市场和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性, 在贸易制裁与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两难选择下选择了后者。但由

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主张和立场上存在差异, 又没

有做好战略性协调工作, 对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缺

乏实质性主张。

但在谈判中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参

与到谈判中来。最后达成的 TRIPs协定包含一些

弹性条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解释和澄清协定内

容的空间,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14

个发展中国家提交的& Talloires 文本∋第一次使发
达国家接受了发展中国家的通过强制许可控制反竞

争的主张,为发展中国家强制许可的利用争取了更

多空间。TRIPs的审议机制, 允许各国根据科技创

新活动的发展对 TRIPs的相应内容进行修改, 为发

展中国家提出更多有利于自己的修改方案提供了

空间。

3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1973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写给周总理的&建
议在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
&知识产权∋这一术语,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是在

1980年我国加入WIPO后才正式开始的。

3 1 建立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行政管理体制、司法执法体制、行政执法体制等, 知

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建立构筑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

基础。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律是 1982年 8月 23

日通过的!商标法∀, 之后分别于 1984年 3月 12日、

1990年 9月 7 日通过了!专利法∀和!著作权法∀ ( ,

1993年 9月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 并根据实际需
要给予不断修订。同时还规定了各项法律实施条例

或实施细则,确保法律的实施。此外,还颁布了国防

专利、计算机软件、奥林匹克标志、植物新品种等知

识产权专门法律,海关保护条例及海关关于知识产

权保护的实施办法等部门规章。最高法院和最高检

察院对知识产权法的具体应用过程制作规范性文件

也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

为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目前已加入

15个国际公约#7∃。这些国际公约是我国国内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或多边与知

识产权问题有关的协议、备忘录等法律文件也是我

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组成部分,如!中美政府关于

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等。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政府已根据 WT O

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措施, 大大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2008年 6月 5 日公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8∃
。

3 2 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

断上升

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一

方面表现为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加,

2005年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为 47 6 万件, 2008年

已经上升到 82 8万件。
#9∃
企业创新意识显著提高,

2007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中, 68 6%的申请来自工

矿企业。
#10∃

2008 年中国向欧洲专利局 ( EPO)提交

专利申请 1 510 件, 比 2007 年的 1 145 件增长

31 9% ,所占比重由 0 8%上升到 1 03%。
#11∃
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 2008年中国国际商标申请

量再创新高, 达 1 585 件, 占国际商标申请总量

( 42075件)的 3 8%,在所有申请方中居第 8位。
#12∃

另一方面在于知识产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

位的提高。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由 2001年

的 1 106亿美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6 348 亿美元, 7

年增长近 6倍。知识产权贸易余额从逆差逐年转变

为顺差, 2001年高技术产品存在 176 6亿美元的贸

易逆差, 2004年出现逆转,出现 40 2亿美元的贸易

顺差额, 2007 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

308 4亿美元, 表明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

的地位不断上升。
#13∃

3 3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

在立法方面,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特殊

领域立法工作,如保护生物多样性、传统药物的知识

产权保护等。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 国内稀缺物

种资源和特殊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易进行。此外知识

产权执法以及知识产权相关部门间的合作也有待加

强。企业角度看,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专利申请量十分有限,专利质

量也不高。中国的专利国际申请与中国国际贸易的

扩张严重脱节,自 1990年以来, 中国申请的 PCT 专

利占世界总申请量的比例最高为 2007年的 3 5%,

造成中国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的产品较少,重大装备和基础软件仍需依靠进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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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纠纷已成为中外贸易摩擦的热点。

4 政策建议

要解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遇到的问题, 除

完善国内相关法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减少国际贸

易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外, 还应站在全球高度, 从发展

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 TRIPs 较高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入手,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体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中的地位。

4 1 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TRIPs直接规范的主体是 WT O 各成员政府,

通过监督成员政府规范、调整域内法,达到间接规范

成员方自然人和法人知识产权行为的目的。TRIPs

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一样, 较多体现发达国家

意志,将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加给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抗争从制度层面看从未奏效。

中国作为WT O成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理应满足

TRIPs的基本准则和最低保护标准, 在此基础上,

中国政府,应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盲目追求发达国家的高标准,制定过高的知识产

权保护标准只会降低本国企业的发展机会, 对国家

福利产生负面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确定要平

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不影响短期

经济增长的前提下, 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4 2 加强与南方国家的联系与合作

作为弱势方,南方国家必须联合起来,通过集体

力量应对北方国家的强势地位以及可能的知识产权

滥用,南方国家已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只有联合才

是硬道理。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通过与其他南方

国家政府往来, 可增强中国与他国各自优势领域内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结成自然资源与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在联盟框架下讨论各国国内的

相应政策,对相似问题达成一致解决方案,抗衡北方

国家对仅有一国实施某种方案时的责难, 并以此促

使北方国家重视南方国家保护国内独特知识产权资

源的决心。南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还可增进对各

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了解, 加强各国知识产权领域的

共识,为双方间的知识产权贸易创造机会,促进南方

国家的共同发展。在国际经济立法由发达国家把持

和操纵的现实情况下, 南方各国只有集体行动才会

赢得公平、公正、合理的成果。

注释:

% 1789 年美国!宪法∀中即规定发明人、作者的创作成果应

当享有知识产权, 1790 年美国颁布了!专利法∀、!版权

法∀。

( !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实施时间分别为
1983 年 3 月 1 日、1984 年 4 月 1 日、199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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