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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巨資購知識產權 美獲益最多
京學者反駁京學者反駁「「不公平手段獲取美技術論不公平手段獲取美技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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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中新社報道，

美國發動貿易戰，理由之一是所謂中國「知識

產權保護不力」。對此，北京學者稱中國

知識產權保護已取得長足進步，中國現為

全球知識產權市場的最大買家，去年僅

支付美國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就高達71.3

億美元，約佔中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使用

費的25%，換言之，美國等發達國家是最大

的受益者。

6月18日，美國白宮發佈關於和中國貿易的總統聲明，指責中國通過用不公
平的手段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和技術。6
月19日，白宮官網再次發佈了名為「中
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到了美國和全世界
的技術和知識產權」的聲明。專家指出，
美國的這兩份聲明根本站不住腳。

知識產權政策建設空前加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
燕生說：「這兩份聲明肯定是站不住腳
的，這兩個聲明觀點都可以看作是貿易保
護主義的觀點，他們還是認為中國在這些
高新技術方面取得的進步，在自主知識產
權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可能對美國的傳統
的競爭優勢產生威脅。」
據了解，加入世貿組織（WTO）後，

中國構建起符合WTO規則和中國國情的
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包括修訂《商標
法》，增加懲罰性賠償制度；修訂《反不
正當競爭法》，進一步完善商業秘密保護
等。此外，中國還持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執法力度，把違法成本顯著提上去。
對此，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
究員史丹稱，中國知識產權政策體系建設
正「空前加強」，知識產權創造、保護和
運用環境更加優化，與先進國家的制度差
距明顯縮小。
另據《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
從2001年起，中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年

均增長17%，2017年達到286
億美元（約2,245億港元）。史丹稱，中
國現為全球知識產權市場的最大買家，
2017年支付美國知識產權使用費高達71.3
億美元，約佔中國對全世界支付知識產權
使用費的25%。「中國的產業發展和升
級、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美國等發達國
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發達國阻擾發展中國家崛起
史丹的同事、副研究員鄧洲表示，近

年來，發達國家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經常
違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國際貿易一般規
則，利用知識產權限制和阻擾發展中國家
崛起。事實上，中國在創新方面取得的成
績，源於高度重視創新以及不斷增加研發
投入，並非所謂「竊取知識產權」。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辦事處主任陳

宏兵也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中國的
主動作為，中國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正常技
術交流合作，依法保護在華外資企業合法
知識產權。
數據也顯示，2017年，中國發明專利

申請量達138.2萬件，連續七年居世界首
位，申請者中近 10%為外國單位和個
人；國外來華發明專利申請量達13.6萬
件，較2001年3.3萬件的申請量增長了3
倍。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表評
論員文章，指美國白宮貿易和製造業
政策辦公室日前發佈的名為《中國的
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世界的技術
與知識產權》報告，在缺乏事實支撐
和有效論證的情況下，以所謂的「強
制技術轉讓」為藉口指責中國。報告
內容生拉硬扯、顛倒黑白，其指責均
為莫須有。

誤將商業行為 視作政府行為
文章指，首先，美方錯誤將外國企

業與中國企業間正常的技術轉讓商業
行為，視作政府實施的強制技術轉讓
行為。美國企業對華技術轉讓是正常
的商業行為，美國國內也存在大量技
術轉讓和交易行為，比如谷歌、微軟
等公司也常通過投資購買技術。我們
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
作，保護中外企業合法知識產權。美
方此次發佈的報告正如301調查一
樣，仍未提出中國政府實施強制技術
轉讓的確切證據，而是將一些難以證
實或無關的材料強加拼湊，作出單方
面的主觀臆測，並藉口涉及商業秘密
拒不提供具體事例，這不得不令人懷
疑美方所謂強制技術轉讓問題是否真
的存在。

誤將正當制度 當成強制手段
文章又說，其次，美方錯誤將正
當的市場准入和市場監管制度，當
成強制技術轉讓的手段。美方在報
告中列舉了15項所謂中國強制技術
轉讓的「手段」，但事實上這些
「手段」與強制技術轉讓毫無關
係。美方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故
意混淆概念，將完全無關的市場准
入、市場監管及其他制度，牽強附
會成強制技術轉讓的手段，充滿偏
見。事實上，市場准入和市場監管
制度是正當的，在包括美國在內的
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

誤將技術傳播 用作貿戰大棒
文章進一步說，第三，美方錯誤將

本應促進技術傳播的知識產權制度，
用作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中國

技術進步靠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和科技創新，而不
是強制技術轉讓。近年來，中國製造業技術水平
大幅度提升，是全面貫徹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的結果。中國堅持創新引領發展，知識產權
規模連年高速增長，已從主要的技術使用者轉變
為技術生產者。
文章最後說，無端指責改變不了事實。對中國

而言，無論美國如何歪曲事實，最重要的是堅定
不移地走好自己的路，按照既定節奏，堅定推進
改革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快建設現代化
經濟體系，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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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汽車（Volvo）總裁漢肯．塞繆爾森：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摩擦
會讓新工廠效益難以達到預期。

■ 美國電單車製造商哈雷（Harley-Davidson）：為躲避歐盟對美國
的關稅報復，決定將部分生產從美國轉向海外工廠。

■ 美國樂器製造商穆格：特朗普政府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將「立即
大幅增加樂器製造成本」，公司極有可能被迫裁員。

■ 德國三大車企寶馬、大眾、戴姆勒高管：如果美國不對歐盟汽車加
稅，他們可能聯合承諾保持對美投資水平不變。

資料來源：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 自今年3月以來，中美貿易衝突可謂是跌宕起伏，
中美「貿易戰」陰霾籠罩，給中美關係乃至世界經濟都帶來了諸多不確
定性風險。中央廣電總台發表文章指，貿易戰一旦開打，中美雙方會兩
敗俱傷，將從五個方面失去中美兩國巨大的利益。換一個思路來考慮問
題，雙方如果能化干戈為玉帛，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也許能夠創造世界貿
易史上的「奇跡」。
文章指，美國發起貿易戰將失去五方面的重大潛在利益。第一，會使中

美兩國失去未來合作的廣闊空間。如果兩國繼續糾結於傳統貿易的逆差，
不肯向前看、向遠看的話，推進中美更加緊密合作和融合的前景就不存
在。第二，會使中美兩國失去全球產業鏈分工帶來的巨大利益。第三，會使
世界失去經濟復甦、轉暖的重大歷史機遇。根據有關機構的研究表明，如果
中美貿易衝突不能很好解決，其影響會波及全球，世界貿易甚至會因此下
降40%。第四，會使全球多年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失去權威性
和約束性，進而導致世界經濟出現混亂。第五，最重要的是會使美國失去
中國巨大的市場紅利。中國的市場發展快速，2017年中國市場規模已經
與美國市場規模持平，中國很快會成為世界最大市場，未來五年，中國
進口額將增加10萬億美元。中美貿易戰將會使美國失去中國巨大的市
場紅利。
文章指，如果美國能夠轉換思路，中美兩國可以從五個方面創
造新的「奇跡」。第一，放鬆美國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僅此
一項，中國就可以增加1,000億美元進口。第二，共同推進
數字經濟。第三，要加快推進BIT談判。第四，加強「一
帶一路」的合作。第五，推進中美FTA。按照彼得森

研究所的研究結論，雙方可以增加5,000億美元
貿易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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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為全球知識產權市場的最大買家中國現為全球知識產權市場的最大買家，，去年僅支付去年僅支付
美國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就高達美國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就高達7171..33億美元億美元。。圖為觀眾圖為觀眾
在參觀華為智能手機產品在參觀華為智能手機產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方錯誤將外企與美方錯誤將外企與
華企間正常的技術轉華企間正常的技術轉
讓商業行為視作強制讓商業行為視作強制
技術轉讓行為技術轉讓行為。。圖圖
為上汽通用汽車廣為上汽通用汽車廣
西一生產車間西一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
在其3月份公佈的對華301調查報告中
稱，「在與許多公司多次私下接洽後，
我們沒有發現有哪一家公司未曾感受到
過這一壓力，多數情況下公司只能屈於
壓力而轉讓技術」；「中國的大部分技
術轉讓制度都是『幕後操作』的，通過
匿名調查這一重要的信息來源，我們了
解這些制度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
對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研究員張宇燕稱，美國通過私下接
觸、匿名調查的形式，在沒有任何實質
性證據的情況下，指責中國通過「口頭
指示」或「幕後操作」強制技術轉讓，
「這樣的指責是『莫須有』的」。

外企競爭受壓 以為備受歧視
張宇燕指出，中外企業合作過程中，
雙方依據契約就技術轉讓達成一致，屬
於自主自願達成的正常商業行為，政府
不會干涉。把企業間行為理解為政府的
強制性要求，屬於誤解甚至曲解。

張 宇 燕 的 同
事、副研究員王碧
珺也表示，美國這種
沒有客觀依據的指責，很
大程度上來自美國企業的主
觀感受，而這種主觀感受源自
其在中國投資經營所面臨的壓
力。
王碧珺稱，過去外企在中國一度

享受「超國民待遇」，如今中國對內
外資企業一視同仁，這讓外企誤以為
受到「歧視」。此外，中國企業競爭力
不斷提升，也加劇了外企進入中國市場
的壓力。高期待和現實之間的落差，使
美國企業主觀感受中國投資環境在惡
化，主觀認為中國政府在「幕後操作」
技術轉移，但這與事實不符。
學者認為，在國際技術轉讓相關規

則缺失的情況下，中美應攜手合作打
造一個技術轉讓方和技術受讓方利益
綜合平衡的規則體系，以解決這一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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