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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谈产权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袋的产物。欤l?世纪中叶到19

世纪，是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在西方因家

陆续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标志

着人们从法律上确认了篱力成果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全体的重要性。对个体而

言，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权从法律上得以确立，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可以通

过英对知识产权的拥有丽享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幂|j益，对人类全体磁言，知识产

权制度通过确认知识产权为个人私有财产权而建立的激励机制，极大的激发了人

类进行缨力创造的积极性，使人类科技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战以后，新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新技术革命的产生，都对知识产权制

度发鹾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困际交徒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广泛

展开，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个普遍关注的M题。发达国家因为其经济和科学技术

水平的高度发展，最先认识到了知识产杈对翻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馒知

识产权更有力的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发达圆家在圈内和圈际层面上采取了有

效措施。在国内层面，发达国家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先是大量弓|进技术，继

而对技术进军f消化吸收，时至今霹，发达豳家已经拥有了强大酶自主铷薪能力，

凶而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成为世界领头人；另一方面，在国际层血，发达困家

主导签订了TRIPS协议，使其成为WTO国簖贸易体系下的一揽子协议之一，邋过

TRIPS协议对发达幽家企业或个人所有的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高水平保

护，以维护其垄断利益。

随着TRIPS协议的实施，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TRIPS协议所造成

的利益失衡状况，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崮家在设计TRIPS协议时的“巧妙：

心思”。发展中函家与发达国家在黉际知谈产权制度下的利益赢现了严重冲突，

发展中围家国为此作出了艰难尝试束协调同益凸显的利益冲突。

本文将以利益平鬻论为理论基磷，从豳际法的角度对TRIPS协议的产生背

景、困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新特征、以及发艟中国家的弱势地位等问题进行考察，

葺先指出TRIPS协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剥盏冲突的现状，继两分毒厅冲突产生

的原因，最后寻找解决冲突的对策。

文章共分为矗章

第一章，TRIPS协议概述。在此章中，笔者论述了TRIPS协议的产牛背景和

影响。3'RIPS协议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在发达图家主导下所建立的

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虽然有一定范围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更加深远，它使

利益天平向发达国家倾斜，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此



铃，此章蔫重论述了TRIPS协议下知识产权制度的新特征，包括：知识产权私极

性质强化：客体内容和权力形式如现新变化；地域性特征逐渐淡化；此外，知识

产权与国际贸易的紧密结合也是其新特征之一。

第二章，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的表现。此章中，

首先在第一节论述了TRlPS协议下利益冲突的表现，包括私权利益与公共利慈的

矛盾，垄断利益与发裂权利益的矛盾和知识产权与其他人权的矛盾。在第二节，

笔者通过对TRIPS协议条文的具体分析，详细论述了冲突在条文层丽地反映，使

入们了解了TRIPS协议条文中的诸多不公难条款。第三节描述了冲突在司法层惹

地反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发现了发达因家对TRIPS协议条文的精巧设计。

第三章，TRIPS拂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原因及危害。通过

第一节对原因的分析，找到了冲突产生的根源，即知识产权制度的双重属性。同

时也对冲突产生的现实原因进行了分析，即知识产权对圈际贸易的重要作用以及

发展中匿家与发达舀家力量不平衡的现状。在对原因进行了分析后，笔者又论述

了冲突的危害，使人们认识到TR]PS协议所造成的不平衡状态对经济全球化的健

康发矮，对固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康发展以及对氆赛静共同进步起到了阻碍作

用。

第四章，鲡何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嚣家的剩益冲突。笔者首先论述了协调

冲突的理论依据，即利益平衡原则。通过对利益平衡原则的分析使人们了解到合

理的知识产权制发成该达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半徽，从丽指明了对冲突

进行协湄的iF当性。继丽，在第二节，从制度层面和现实层面介绍了发展中豳家

为协调冲突所作的艰难尝试。在第三节，笔者对发展中圈家协调冲突的对策进行

了详细论述，这一节是文章的重点，也是笔者的写作目的之所在，提出了发展中

国家若想馒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得以协渊，必须改变现有的在TRIPS协议在

实施过程中的被动地位。TRIPS挤泼下利益冲突协调的过程，帮是发展中国家被

动变书动的过程。

第五章，对中罄的窟示。中霞是最大的发展中困家，中越的积极参与对发展

中国家协调冲突的尝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首先描述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现状，进焉从阶段性的角度对中国的立场相对策作了分析，指出无论是知识产权

法律的制定，还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还有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都应注意阶段

性问题，即从中阑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发来实施相应对策。

关键词：TRIPS协议；知识产权；利益冲突：协调



The Interest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rn o ‘

under l rlpS Agreement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mod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mmodity economy．It is no doubt

that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is one of the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It has renewed people’S mind of the definition of‘property’．

Ever si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has been designed，the content of

‘property’has been widened from the former tangible—connecting-

meaning to include intangible—connecting—meaning．People got to feel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grade． And emphasis of the

high-standard—IPR—protection has been repaid by large quality of social

warfare gained through the new technology．

After Wrorld W打II，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intemational trade

system a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greatly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Mth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becomes

an issue of general concern．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firstly because of their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In order to

Promot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taken much effective measures nerther in the domestic field nor 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On one hand，

in the domestic field，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ctively implemen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First，they introducing a massive amount of

technology and then they make the technology to be their own

knowledge．And till now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 strong

capabi 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On another hand，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developed countries used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 to establish the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reement(Trips)。Trips agreement was signed to form an

important part of WTO，it was really an milestone，since this treaty,which，

on one hand，regulates all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on another

hand，is guarded by a strong executive mechanism．

Trips agreement has always been viewed a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cost，which has to be paid in order to get something else in

return．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ips agreement，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gradually aware of the situation that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it exist interest imbalance under Trips

agreement。Under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legal system，

a serious interest conflict rises between development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interest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e issue to b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Besides the forewords，the paper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ve

chapters：

Chapter 1：Introduction of Trips agreement．Firstly,it introduce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how Trips was signed and then it goes on

to look into influence that Trips changes member states’IPR protection

policy．At last，in this chapter it focuses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IPR

legal system under Trips．

Chapter 2：Actual interest conflict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rips agreement．In this part，firstly,it

describes the specific fight conflict on actual situation．And then．it

analyses the provision of Trips agreement，with the analysis of legal

provision，it makes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he unfaire content on Trips

agreement．Thirdly,by the analysis of concrete case we Can see the

conflict on judicial level．

Chapter 3：The analyzing of the causes of interest conflict under

Trips agreement and the harm of the interest conflict．Through the

analyzing of the causes，the essay find the root which make the conflict

rises．The root i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IPR legal system．At the same time．

this part also analyzes the actual causes of the conflict which i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IPR in intemational trade and the status of the



power imbalance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ment countries。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this part also discusses the harm of the conflict，

it makes people realize that the imbalance that brings by Trips Agreement

has hind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on progress of the word．

Chapter 4：How to coordin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This part firstly giv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conflict witch iS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balance．And then．

it introduces the coordinating attempt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been taken．At last．it discusses the coordinating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flict，this part is the focal point ofthe essay which is also the objective

of the essay．This part proposed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change their passive posi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ips agreement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 conflict between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Chapter 5：Enlightenment to China．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d．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onflict．At first．the essay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of IPR protection

that China face，and then this essay analysizes the position and policy

than China should take in stage point of view．The conclusion i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its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1evel．

Key words：

Trips agreement：intellectual property：interest conflict：

coordination



独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

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

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

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岔铂钳 签字日期：幻口暑年岁月2宫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

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

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

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

众提供信息服务。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叁钳甜 导师签字：



TP,J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L‘-J一
刖吾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或者说，

知识已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新的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足知识

产权的时代，知识产权作为“制度文明的典范”，在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贸易交

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思科诉华为、吉利诉丰田等一系列涉及中国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

纠纷引发了人们关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关系

的一系列讨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作为WTO体制下对

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因为其先天的利益失衡特点，更成

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WTO的国际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发达国家掌

握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他们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通过经济霸权相威胁

的手段，迫使发展中国家与其签订了TRIPS协议，将发达国家的标准强加给发展

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建立与其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知识产

权制度。在TRIPS协议下利益的天平明显向发达国家倾斜，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

发达国家的垄断利益，使发展中国家合理使用现代科技、文化的道路受阻。可以

说，TRIPS协议具有先天“扶强抑弱”的特点。

TRIPS协议的利益失衡状态，引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知识产权的

广泛而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在公共健康领域。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

人口因无力购买昂贵的专利药品而遭受疾病的威胁，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制药公司

却为了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对专利药品的仿制。知识产权财

产权和生命健康基本人权产生了严重冲突。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失衡现象，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

某些方面发达国家也难以幸免，为了促进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健康发展，有

必要反思TRIPS协议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性。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现状及

危害，从而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协调冲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通过对知识产权

双重属性的分析，找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深层原因。然而，这些

并不是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笔者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对原因和现状的分析，为发

展中国家找到使TRIPS协议利益天平得以平衡的正确道路，从而使国际贸易活动

在更加公平、有序的状态下运行。

我国作为‘‘个发展中国家，对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

突与协调的探讨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此种探讨对TRIPS协议在国内的使用具

有现实意义，尤其是以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式灵活利用TRIPS协议的弹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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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另～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郄将难式窟动，政府以把帮助企业和科研单

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其重要任务。对该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有助于我国知识产

权制度整体战略麓完善。

第一章TR l PS协议概述
第一节TRlPS协议的产生背景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

政治、文化的不断变革，法律制度也不断变革、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知识产

权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它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商品经济的出现而产生的。世

界上第一部专利法是于1474年在商业盛极～时的威尼斯共和冒颁布的，这部专

利法中已明文规定给某些机器和技术的发明人授予十年的特权，被认为具有现代

专利法的特点，从焉为现代专利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外，英豳、美国等商品经济

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建立较早的圈家。随着各国商品

经济的发展和各豳经济贸易往来的目益频繁，作为围内法的知识产权制度己不能

适应经济贸易国际化的要求，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应运而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是国际社会于1983年所缔结的第一个多边网际知识产权条约，此后，多

边知识产权条约不断增加，产生了多部对国际交往和贸易往来具有重要作用的国

际知识产权公约，如：1886年9月9同签订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1891年4月4曩签订的《商标国际注嚣马德里协定》和1891年《制止商显虚假

产地或者欺骗性标记马德犟协定》等。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交往出现了新的特

征，知识产权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工具，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显得更为重要。

顺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发展的需要，1967年51个囡家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了《建

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并成立了关于知识产权圈际保护的政府问国际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乍雳，然丽，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匿际经济关系的纵深发展和

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日益显示出了他的缺陷与不足。TRIPS协

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TRIPS协议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建立的。早在关

贸总协定的第七圈合即东京回合蜃期，欧美代表就提出了知识产权问题，但由于

时间仓促，问题复杂，该议题被搁置。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后，美圈积

极主张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列入谈判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

WlPO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经不适应新技术革命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更高

要求，并且认为由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已经造成了其巨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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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在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下建立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是发达国家

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抵制，理由是GATT所管辖的是有形商品贸

易的自由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属于GATT的管辖范围况且在当时的国际社会

中已经有一套WIPO主持下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组织机构。在此状况下发达国

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甚至威胁，另一方面又承诺给予发展中国家诸多

贸易优惠，如在纺织和服务贸易方面的优惠，在发达国家软硬兼施下，发展中国

家最终做出了妥协，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的乌拉圭回合的议题并最终与发达国家

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使TRIPS协议成为了WTO

一揽子协议中的一个重要协议。

第二节TRI PS协议下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新特征

TRIPS协议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技术贸易和知识经济在国际贸易和竞争

中日益重要的形势下产生了，它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TRIPS协议因是

WTO一揽子协议的重要协议之一而成为协调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它提供

了一个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涉及到了

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地理标记、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

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由于TRIPS协议提供的是“最低保护标准”，各国可以在这

一“最低保护标准”上自由发挥。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各国的知识产

权立法在符合TRIPS协议的基础上不断变革和完善，在变革国内法的同时，各国

在国际层面上不断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协调，签订了许多新的双边、多边国际知

识产权条约。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以TRIPS协议为主要框架，各种双边、多

边知识产权公约为补充的新的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下，知识产权制度出现了许多

新的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可以看作是TRIPS协议下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新特

征：

一、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得到强化。

TRIPS协议在其序言中明确规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知识产权作为一

种智力成果权利，通常被看作为“财产权”。TRIPS协议序言将知识产权确定为

“私权”，与知识产权理论界的通说是一致的。但是在知识产权公约中说明知识

产权的性质，以条文的形式明确知识产权为私权，TRIPS协议却是第一个。

根据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劳动是获得私人财产权的重要途径，并且基于个

人劳动所获得的私人财产权有其合理性。1社会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

社会劳动不仅能创造有形的物质产品，还能创造非物质形态的产品。知识产权的

1【英】洛克：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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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一智力成果是产权入在利用大量财力、物力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形

成的。因此，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也是合理而且是应然的。但是，作为知识产

权客体的智力成果不同予有形的物质产品，它是在继承前人已有理论和成果的基

础上产生的，同时它也肩负着促进社会发展的任务，因此知识产品又具有公戴商

品的属性，知识产权也具有了公权性质。换句话说，知识产权同时具有私权性质

和公权特征的双重属性。

TRIPS协议在承认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的同时，也承认知识产权所承担的

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任务。TRIPS协议在其序言中表示“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

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圈的"。但是，

放TRIPS协议的整体内容与制度设计来看，对知识产权私权的保护无疑被作为整

个协议的主旨而贯穿于始终。仅从序言的结构来看，把承认知识产权“公共利益"

的是的放在了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条款之后，对私权性的重视也可略知～

二。此外，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规定了高水平的保护标准，无论从客体范围上

还是权力内容上较之以往的内国或者是国际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说都实现了较大

的突破和扩大。可以说，TRIPS协议更加强化和强调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对

知识产品产权人的财产权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保护，使知识产权显示出了较之

传统知识产权更加明显和强化的私权属性。

二、知识产权制度在调整对缘上突破了传统的界限，新客体不断增加，保护

范圈不断扩大。

TRIPS协议在第5节第27条中规定了可获得专利的发明的范围“一切技术

领域中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发明或方法发骧，只要其新颖、含创造性并可付诸

工业应用，均应有可能获得专利”，这一规定为可授予专利的客体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专利范围扩展到了～切技术领域。特别是TRIPS协议要求成员国政府在基

因资源、制药及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也进行知识产权{采护，丽基于道德或文化上酶

考虑，这些领域本是排除私人产权制度之适用的。1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在新技

术条件下，智力戚采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且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零|j润。馋为高

科技成果主要拥有者的发达国家在这一条款的支持下极力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

圈，许多被使统理论认为不受知识产权傈护的新客体也被纳入了法律的保护范

围。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对基因片断、商业方法以及各类转基因动物、植物

授予专利。此外，随着医疗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进步，一些国家的学者提漱了

是否应对医疗方法发明授予专利权的问题。R本特许厅就此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

论，结论是与再生医药相关的某些发明，例如皮肤移植，应可授予专利权。2这

～结论使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以及疾病的诊敝和

‘D．Murpy Biotechnology and Intemational Law f．11．42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Joumal 47 2001

。http：／／www．wipo．int／cn／meeting／govbody／wo-gb-ga／doc／wo-ga-3l-l-annex—1．doc[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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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不应受专利保护的观点受到挑战。事实上，TRIPS协议也对上述智力成

果授予专利的情形进行了限制，TRIPS协议在第5节第27条中写道：“3．成员

还可以将下列各项排除于可获专利之外：(a)诊治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方法、治疗

方法及外科手术方法；(b)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

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表面看来，TRIPS

协议是反对把诸如诊断、治疗方法，动、植物生产方法等的研究成果纳入授予专

利的范围的，但是仔细研究条文可以发现，这种限制不具有明确性。条文中规定

的是“可以’’将上述各项排除于专利之外，并非“应当”或者“必须”，因此，

笔者认为，这项规定不具有强制性。从而为知识产权权利的授予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同时由于TRIPS协议提供的是“最低保护标准”，从而使授予权利的客体可

以不断扩充而不会违反TRIPS协议。正是由于TRIPS协议的这种几乎是没有限制

的权利客体范围的规定，使得知识产权制度的传统调整对象的范围限制不断弱

化，是当今TRIPS协议调整下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客体范围越来越远离传统客体范

围而具有了新的特征。

三、知识产权制度在内容上突破了原有的权利形式，新的权利形式不断出现。

TRIPS协议在扩展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同时，也开辟了新的权利形式。例如，

出租权，TRIPS协议在第二部分第1l条规定“至少对于计算机程序及电影作品，

成员应授权其作者或作者之合法继承人许可或禁止将其享有版权的作品元件或

复制件向公众进行商业性出租”。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符合TRIPS协

议最低保护标准的制度下，在一些国家立法中也出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措

施保护权等新型权利，同时一些原有的权利形式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例如发行

权这一著作权人的重要的传播权，传统意义的发行指的是向公众提供复制件的行

为。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建议在网络环境下将作品从计算机某一终端通过网

络一数字信号形式发往另一端的行为也是为发行，由著作权人专有，这其实是赋

予了发行权以新的内容。

四、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特征R益淡化。

知识产权制度本来是属于一国的国内法律范畴，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财

产权也应在一国的范围内有效。但知识产品具有与一般的有形物不同的特征，既

无形性、流动性和继承性，这使得知识产权国内的保护具有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TRIPS协议弥补了这种不足，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各国的知识产

权立法都要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标准，这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范围内

有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加之，经济全球化下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知识产品的所有者在国内申请保护的同时也重视在国外的权利申请，并且

由于在TRIPS协议下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层面得到协调，在一国内申请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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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也往往符合另一国的申请条件，因此知识产品所有人在多国同时拥有知识产

权的情形不断增多。同时，随着地域性统一实体法的产生，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

可获得多个国家都予以承认和保护的统一的知识产权，如根据《欧洲共同体专利

公约》而产生的共同体专利，根据《比荷卢统一商标法》而产生的比利时、荷兰、

卢森堡三国统一商标，根据《班吉协定》而产生的跨国工业产权和版权。此外一

些国家还签订了相互承认和保护对方知识产权的双边协定，使得一国的知识产权

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了某种域外效力。这些都说明作为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重要特征

的地域性特征已经淡化。

五、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紧密结合

在进入知识经济的21世纪，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工具，知识产权在国

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已从单纯的保护产权人的私人权

利和促进技术进步变成了提高贸易竞争力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中

关税壁垒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壁垒。而运用和强化技术壁垒的重要手段

就是对知识产权进行国内和域外保护。TRIPS协议首次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

易结合起来，其在序言中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是“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

与阻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使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相互促进。TRIPS协议

把知识产权保护放在了更为现实的基础上，与贸易紧密结合，实行交叉报复，如

果某国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而使他国的利益遭受损失，就会受到他国的贸易

制裁，从而促使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有力。

第三节TR I PS协议的影响

TRIPS协议的签订使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涉

及内容之多、规定之复杂是以往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所无法比拟的，TRIPS协议对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意义更不容忽视。

TRIPS协议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能够鼓励创造发明，促进世界范围的技

术进步。一项新发明、新技术的出现需要昂贵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复制的便

利和低成本。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创造发明人来说其研究成果可以被任

意的复制、传播，其付出的成本得不到回报，而复制者可以坐享发明人的智慧成

果，对发明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创造发明行为得不到激励，

从而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TRIPS协议可以促进世界范围的信息技术交

流和思想文化的交流。有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人可以没有顾虑的

公开和应用自己的知识产品，企业可以运用自己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著作权人

可以也放心发行和公开自己的作品而不用担心盗版的出现。再次，TRIPS协议促

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活动的有序进行。知识产品、智力成果在当今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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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的作用同益重要，TRIPS协议把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紧密结合起来，从

而避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因包含于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当而遭到破坏。

但从总体上说，TRIPS协议主要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其虽然有积极意

义，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更是显而易见。TRIPS协议是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各自让步而获得的一致结果，是国与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发达国家承诺

降低关税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在纺织、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优惠，而发展中国家提高

了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才使TRIPS协议得已达成。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悬殊，发展中国家在这场谈判中牺牲了更大的利益。可

以说，TRIPS协议一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不足，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

家的利益。TRIPS协议的签订并非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使其不得不制定超出

其国内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这种与其国情不相

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利于其国内的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并使其在国际

贸易的竞争中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使其牺牲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财富从发

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

第二章TR I 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利益冲突的现状

TRIPS协议的签订是妥协折衷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

框架内达成的一个交易，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接受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愿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做出了包括市场准

入、关税优惠等的一些让步，并承诺在TRIPS协议的执行上给予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不同的过渡期。这就达成了一种字面上的平衡，但这种字面的平衡仅仅是

表面的平衡，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落后地位，并没有从表面的

平衡中获得实质的平衡。随着TRIPS协议的执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明显地感觉

到，一方面，发达国家依靠TRIPS协议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和日

益优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少关税、开放农业、纺织

品市场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而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承担TRIPS协议项下的诸多负

担。可以说，TRIPS协议从被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题开始，就显现了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冲突与对抗，而随着TRIPS协议的签订和执行，二者之间的利

益冲突更加明显和强化。

第一节TR I PS协议下利益冲突的表现

利益是在法律上的体现和确认的权利，权利使利益实现了合法化。TRIPS

协议下的利益冲突，究其本质，是权利冲突，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私权利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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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利益之间的冲突。

一、发达国家的专利权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利益之间的冲突

TRIPS协议第27条第一款规定“一切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发

明或方法发明，只要其新颖、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均应有可能获得专利”，

“获得专利及享有专利权，不得因发明地点不同、技术领域不同及产品之系进口

或系本地制造之不同而给予歧视”。这一款规定了专利权的授予范围，一切技术

领域的任何发明除公共秩序或公德所禁止的发明、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发明以及或

人类、动物的诊断、治疗方法等外，都可授予专利。换言之，TRIPS协议规定了

包括药品在内的广泛的发明专利授予范围。也就是说，TRIPS协议对药品实行专

利保护。

TRIPS协议要求最低20年的专利权保护期，这就赋予了拥有专利权的制药

企业对其专利药品的垄断权，使这些公司摆脱了市场竞争，在专利权的保护下将

药品费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同时TRIPS协议即保护产品专利权又保护生产过

程专利权，使制药公司在药品专利保护期满后，还可以为其生产过程申请保护，

从而延长了对药品的垄断。

全球具有新药研发能力的制药商大都集中在美国、瑞士、德国、日本和英国

等发达国家，仅美国和日本的药品专利就占了世界的60％以上。新药的研究开发

需要大量的资金、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和长期的临床实验，制药商为了收回成本，

进行后续开发，更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在全球收取高昂的专利费用，提高药品

价格，使得发展中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药品费用。

发展中国家因为受经济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一般不具有药品研发能力，甚至

有些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生产通用药品的能力，只能通过生产和进口廉价的仿制

药和通用药的方式获得药品。TRIPS协议虽在第30条规定了权利的“例外”，但

在第31条中，列举了12款对权利“例外”的限制规定，被视为“专利权限制的

限制’’，使发展中国家采取强制许可措施和平行进口受到诸多约束，可行性大大

降低。TRIPS协议的实施使这些廉价药品的来源R益干涸了。研究表明，在印度

和阿根廷进行药品专利保护后，相关药品的价格最高上升了2倍，平均价格上升

了30％左右。2005年以后，TRIPS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结束，发展中国家

必须对药品实行全面的专利保护，使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无法生产同类药

品，药品价格将进一步上升。

此外，由于专利权利益的推动，制药商的研发投资首先会投向最具有利润回

报的疾病，而很少考虑贫穷国家的需求，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民

在面对疾病时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正如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在《知识产权与发

展政策的整合纲要》中所言：“除非那些流行性疾病在发达国家也有重要市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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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糖尿病或心脏病)，否则知识产权制度很难激发对特别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疾

病的研究”。

一方面国际市场上药品价格上扬，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仿制和进口廉价药品

的道路受阻，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了严重威胁，有些发展中

国家甚至爆发了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1400万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90％以上

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主要的致死性传染病是艾滋病、呼吸道传染病、疟疾和

结核病，而用于治疗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传染性疾病的有关药品的专利只掌握在少

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制药公司手中，严格的药品专利保护造成了药价高昂，发展中

国家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由于不能支付巨大的治疗费用，而无法进行疾病疫情

的预防和控制。1据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占全球总数的70％，达

2800万之多，其中女性约有55％。这些贫穷国家的人民没有能力购买受专利保护

的昂贵药品，大多数人只能面临死亡。截至2000年，超过1200万的非洲儿童因

为艾滋病失去了母亲甚至父母。而仅在2001年，艾滋病就夺去了230万人的生

命。如果这些国家人民的健康条件不能得到改善，在未来的十年，死亡人数将会

翻倍。在布基纳法所，大约20％的农村家庭因为家中有人忠艾滋病而减少农业生

产，甚至荒废土地。在南非，有47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肺结核的发病率也很高，

很多病人对原有药物产生了抗药性，而新型的抗生素药品却在专利保护期内。

事实上，TRIPS协议对药品实行高标准的专利保护，有时使发达国家也难以

接受，在面临公共健康问题时，也会处于两难境地。2001年，在美国和加拿大

爆发了炭疽病毒危机，民众强烈要求中止关键药品希普罗的专利保护，以获得廉

价、充足的药品，但两国政府最终没有采取强制许可措施，而单纯就降低希普罗

的价格与拜耳公司进行协商。美国和加拿大最终采取了有利于拜耳公司的做法表

明了发达国家认为私人财产权优先于公共健康权利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与发展中

国家要求知识产权保护不能以牺牲健康权等人权的观点形成了明显的对抗。

健康权是人人依法享有健康的权利，是与公民的政治权力相对应的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的一部分，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而TRIPS协议对私权的强化，发

达国家在面临知识产权财产权和健康权冲突时的利益倾向，使得发达国家的专利

权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利益之间的冲突成为TRIPS协议下二者之间利

益冲突的主要表现。

二、发达国家垄断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TRIPS协议下，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受到保护，知识产权人可以有效阻

止他人利用其受保护的智力成果，他人若想使用其智力成果必须经产权人同意并

1贺小勇：《wTo(多哈宣言)“第六条款问题”之研析》，《法学评论》WTO专栏，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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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要支付相应的许可使用费。换言之，谁能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谁就是知识产权的最大受益者。发达国家由于其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巨大优势，

拥有90％以上的知识产权，据统计，1994年至1995年，世界上只有不到5％的专

利和不到1％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是授予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国民的。1而在1997年

到2000年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10个发达国家拥有222万项专利，占

世界专利总量的94％。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其专利权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赚

取高额的利润，另一方面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想使用较

先进的技术必须向发达国家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而这一数目决不可小觑。1998

年以来，美国获得的专利使用费达到了190亿美元，德国、日本分别为67亿美

元和57亿美元，与此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支付了高昂的专利使用费。此外，

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其对专利的垄断，禁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未经其许

可的情况下使用其专利技术，并积极展开专利使用诉讼，收取了巨额的专利使用

费和赔偿费用。

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施超过其发展水平的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而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引进技术的需要，而在发达国家发展的早

期，为了加快本国的发展速度，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美国在1790年到1836年间，其法律仅仅将专利权授予本国的公民和

居民，使其可以自由引进技术和文化成果，本国经济、技术水平得以快速提高。

即使到了1836年允许外国人申请专利，对外国人的专利申请和维护收费仍是本

国公民的十倍。日本在上世纪50一60年代，大量引进欧美各国的先进技术，并在

消化吸收的基础一k实现技术创新，不仅成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还大大加快了

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由此，日本不仅迅速缩小了与欧美各国的差距，还以加工

组装型产业为中心，在制造业方面形成了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2现今，部分发

展中国家正处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时期的水平，这个时期正是迫切需要引进技

术、实现创新进而实现发展的关键时刻，然而，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发达国家那么

“幸运”，其引进技术，实现发展的道路因为TRIPS协议的实施被阻断了。这对

发展中国家国家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待遇。

发展权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在第一条明确规定：“所有人民都

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联合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中要求发达国家“给予

发展中国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机会，以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的方式和适合其经济

发展特点的途径，促进技术转让和发展中国家本国技术的创造”。任何国家都需

1卡洛斯．A．普顿姆，卡斯顿．芬克和克劳地尔．帕泽普迈达：《知识产权和经济发展》，《专利法研究》2002年

2朱江岭，张炳烛：《知识产权保护．‘j战略运用》，2006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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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以便为本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发展中国家

更迫切需要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许多人还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国家需要大力引进新技术以提高本国经济文化水平。TRIPS协议部分条

款的实施，无疑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对新科技的引进，增加了高科技利用成本，延

缓了其发展的步伐。使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更加加

剧。

三、发达国家的专有权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其他权利利益的冲突

TRIPS协议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进行的制度设计，他使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存在多方面的利益冲突，除上文所论述的两点主要的冲突外，还对发展

中国家其他方面的权力行使造成了诸多限制。

首先，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行使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知识共享权和

再创造权的行使。与有形财产不同，知识产品天生就存在专有权和共享权的平衡

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面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

另一面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成果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这两项权利紧密联系

在一起。1如果无限加强专有权，必然会损害共享权，阻碍知识的传播和共享。

知识产品在发达国家极大丰富，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极度贫乏，发展中国家渴

望分享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但在TRIPS的制度下，其需求得不到满足。

知识产权的价值目标应该是鼓励创新，但是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强化规定，提高了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壁垒，发展中国家实现从模仿到创

造的难度空自i『增大，使其失去了再创造权。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权和受教育权的行使受到影响。文化权是个人参

加各种文化活动，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利益，同时获得保护其从事其文化活动所创

造的精神与物质利益的权利。文化权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受

教育权也是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在版权领域，高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使合理使用遭受冲击，制约了公众

为个人学习、欣赏和研究而获得信息的J下当权利。TRIPS协议明确要求各成员国

将计算机软件视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我国为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在《计算

机软件保护条例》中规定侵权责任追及最终用户，超出了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水平，

剥夺了公众在文字作品中所享有的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文

化权与受教育权因此受到影响。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遭到破坏。知识产权制度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进化与保持具有重要价值，它是环境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却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威胁，从而

1罗晓霞，葛海《知识产权国际利益平衡机制之法理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第6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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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了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这一点在传统生态知识和技术领域尤为突出。传统生

态知识和技术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使人类生存了数个世纪，不仅维护了生物

多样性，还具有环境持续利用的价值，但其本身不能满足现代专利法的授予条件，

而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对其进行研究开发，掌握了其原理，并进行

了创新而获得了专利权。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专利权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人民

对本为其所有的传统知识的利用，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使，发达国家有可能利用

这些知识和技术对资源进行过度开发，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事实上，不只在发展中国家，上述冲突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但TRIPS协议的

实施使发达国家所享受到的利益多于损失。同时，发达国家因为本身的社会发展

水平高，制度完善，可以有效的减少或避免冲突带来的损害。这样一来，发展中

国家成了实施TRIPS协议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TRIPS

协议的冲突愈演愈烈。

第二节冲突在条文层面的反应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在发达国家的倡导和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发达国家基

本掌握着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制度设计权。WTO贸易体系框架下的TRIPS协

议也是发达国家精心设计的产物，目的是最大限度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维护其

海外经济利益。通过对条文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TRIPS协议有诸多不公讵条款

一、客体范围方面。TRIPS协议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纳入到版权的保护

领域(TRIPS协议第1节第10条)。此外，还对地理标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未披露过的信息等进行保护(第3节、第6节、第7节)。在专利权领域把知识

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扩大到“一切技术领域"，包括许多被传统观念认为不应被

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领域。(上文已有论述)这都维护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贸

易中的利益，但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等TRIPS协议却未作规

定，反映了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漠不关心。

二、权利期限方面。对知识产权规定了比较长的保护期限。特别是对专利

权的20年的保护期限和对计算机软件50年的保护期限，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

延长了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获得利益的期限，而发展中国家要想引进并利用发

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则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三、在权利限制方面。TRIPS协议第30条是授予专利权的例外：“成员可对

所授的专有权规定有限的例外，只要在顾及第三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该例外并

未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的冲突，也并未不合理的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利

益。”表面看来，这一条款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但此规定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对

何为“有限”，何为“不合理”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对这条规定的理解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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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国家认为，为了维护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比如

为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危机)而使用专利，而且不以商业运作的方式进入

流通，符合TRIPS协议第30条的规定，但发达国家却认为此举会与专利的正常

利用产生不合理的冲突，会损坏专利权人的利益。此种分歧对发展中国家利用此

条款带来很大的阻碍，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中得到实惠。

与30条的模糊规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31条极为繁琐的限制性规定。

TRIPS协议第30条是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其对强制许可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1)对强制许可的使用必须个案处理；(2)在申请获批准实施强

制许可前，必须已做出向权利人要求获得许可的努力，但在合理期限内此种努力

未获得成功，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公共非商业使用场合不受此限制，但应及时通

知权利人；(3)使用范围及期限均应局限于强制许可使用的目的之内；(4)这类

使用应系非专有使用，即强制许可不享有独占权利；(5)此种许可不得转让，除

非与使用的企业或商誉一同转让：(6)强制许可所生产的产品应主要供应本国国

内市场；(7)一旦适用强制许可的条件丧失且很难再发生，则应停止强制许可；

(8)在考虑有关授权使用的经济价值的情况下，应向专利权人支付适当费用；

(9)强制许可之授权应接受司法审查或更高级主管当局的独立审查；(10)在符

合以下条件情况下，可授权使用为允许开发一项专利(“第二专利”)不得不使用

另一专利(“第一专利”)：a．第二专利之权利要求书所覆盖的发明，比起第一专

利之权利要求书所覆盖的发明，应具有相当经济效益的重大技术进步；b．第一专

利所有人应有权按合理条款取得第二专利所覆盖之发明的交叉使用许可证；C．

就第一专利发出的授权使用，除与第二专利一并转让外，不得转让。

TRIPS协议规定此强制许可制度是为了保持专利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合

理平衡，但因实施强制措施的条件近乎苛刻，在现实中此目标难以实现。最大的

限制来自第3l条(f)款：强制许可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国国内市场。这一

制度设计有可能导致极不合理的现象发生。例如，若某国发生公共健康危机，而

克服危机的重要药品在该国受到专利保护，此种情况国家可授予制造该药品的强

制许可，但如果其本国企业不具备此种药品的生产能力，则该国无法通过强制许

可授权本国企业制造药品，如果通过强制许可请求另一国企业帮助生产药品，则

除非该另一国也爆发同样的公共健康危机，此种专利药品在该另一国有强大的国

内市场(“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可理解为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量超过生产总量的

50％)。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国家而言最需要实施强制许可的是关系民

众生命和健康的公共健康领域，而TRIPS协议下的强制许可制度，实施起来困难

重重，无药品生产能力的国家一旦遇到公共健康危机则只能坐以待毙，南非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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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近年来的公共健康危机与此也有一定联系。发达国家的专利权人在

TRIPS协议这种强有力的保护下，可以高枕无忧的牢牢掌握着在全球的垄断权

利，赚嘏垄断利益。

四、在过渡期方面。TRIPS协议分别赋予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5年和10年的过渡期，这使发展中国家努力的结果，然嚣，美困、欧盟等发

达国家为了强化对专利权的保护，最大限度的维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在其

具有具大经济利益的医药化工产品和农用化工产品领域，设置了“邮箱申请"制

度来保障其最终和益。这一制度涉及第70条第8款和第9款。根据第8款的规

定，不论成员是否享有过渡期，如果自1995年1月1日TRIPS协议生效之日起，

该成员尚未在医药化工产品和农用化工产黼领域提供专利保护，则应“规定出使

上述发明的专利申请案可以提交申请的措施”，即设立专利申请的“邮箱”，并且

此款还规定，所提交的专利孛请案享有申请嗣优先权，若该成员对药晶和化学晶

实施专利保护，则今后的专利期从该申请同期算。这似乎对发展中国家没有重大

不利之处，恧第9款的规定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该款规定通过

“邮箱”制度所提交的发明，只要其专利申请案已在另一成员国提交，并已在该

另一成员国内获产品专利及获准投放市场，则此发明可在提供“邮箱申请”的成

员国内享有五年或该专利申请案被批准或驳回之前(以二者中时间腾短者为准)

的独占投放市场权，而不论此成员国是否享有过渡期。这要一来，即使在发展中

国家的过渡期内，发达国家仍可享有专利独占销售权，且这～权利在未经专幂|l审

查的情况下即可获得。独占销售权虽没有专利权保护范围广，但却是专利权中最

重要的权利。发达国家依靠这一“邮箱申请"制度，不仅有效维护了自身利益，

而且使发展中国家过渡期的优惠名存实亡，使其在医药化工用品和农用化工用品

领域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通过对TRIPS协议的条文分析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处心积虑。他们对TRIPS

协议进行了精巧的制度设计，使TRIPS协议在权利范围、权利期限和对权利的

限制等方面做出了对其极其有利的规定，最大限度的维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翁发

展中国家成了TRIPS协议知识产权制度的牺牲品。

第三节冲突在司法层面地反映

TRIPS协议所造成的不公平状态，必然会导致冲突。TRIPS协议签订后，发

生了多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纠纷，发达国家通过提起

纠纷维护了自身利益，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遵守TRIPS协议所确

定的知识产权傈护规则。本文通过对鼹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发达国家如何通过

知识产权诉讼来维护其在全球的知识产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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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DVD专利侵权案

中国DVD产业虽在1997年才l习lJDJ起步，但是发展迅速。到2001年中国DVD

全年销售总量就己达到2598万台，出口总量达到1050万台，成为世界DVD设备

生产大国。然而，正当我国的DVD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飞速发展时，却遭受了

来自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专利联盟的挑战与威胁。外国DVD专利技术的拥有者相继

组成了若干联盟，包括6C(主要由东芝、日立、松下、三菱、JVC、时代华纳六

公司组成)、3C(由飞利浦、索尼、先锋三公司组成)、IC(汤姆逊公司)和MPEG-LA

(16个专利人组成的专利收费公司)等。这些组织利用其掌握的专利权组成知

识产权联盟，目的是形成对专利权的垄断，限制他人利用DVD专利技术进行生产、

销售，通过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方式攫取巨大利益。例如，6C联盟，在1999年6

月向全球发表了关于“DVD联合许可”的联合声明，表示6C拥有生产DVD的核

心技术的专利权，要求全球所有的生产DVD的厂商必须向6C购买专利许可才可

继续生产。这些联盟从2000年开始向中国DVD企业要求收取专利费。中国电子

音响工业协会代表中国企业与6C、3C等专利联盟进行了历时两年多的谈判，最

终签订了专利使用费协议，中国企业须向这些组织支付数额不等的DVD专利费。

这一案例涉及了平行进口问题。所谓平行进口，通常是指进口商在未经知识

产权人或专有实施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从其他国家市场合法购买并进口知识产权

人在当地制造、销售的知识产品的行为。1 TRIPS协议没有对平行进口进行直接

规定，只在第6条中对“权力穷竭”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条款各国有权自主决定

平行进口是否适用权力穷竭，然而，我国法律对平行进口并没有明确认可。同时

TRIPS协议第28条的规定就意味着平行进口被禁止了。28条规定：“专利应赋予

其所有人下列专有权：(a)如果该专利所保护的是产品，则有权制止第三方未经

许可的下列行为：制造、使用、提供销售、销售，或为上述目的而进口该产品；

(b)如果该专利保护的是方法，则有权制止第三方未经许可使用该方法的行为

以及下列行为：使用、提供销售、销售或为上述目的进口至少是依照该方法而直

接获得的产品。"我国的DVD生产企业在未获得6C等联盟许可的情况下，从外国

进口了机芯、解码芯片等各种核心元器件进行DVD的组装和销售。根据第28条

的规定，6C等联盟有权制止我国企业的上述行为。换言之，我国企业进口元件

并组装、销售DVD的行为必须得到专利许可才能进行。

虽然经过谈判和专利使用费协议的签订，我国DVD专利侵权纠纷暂时平息了

风波，但却对我国企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使我国企业利润极大减少甚至无利可图，

使中国的DVD产业开始萎缩。以上案例充分展现了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手

段：1、拒绝许可，即知识产权人利用对知识产权的专有权，拒绝他人合理使用，

1干凌红： 《论平行进口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各科专论》，法学2004年第5期， 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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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维护其垄断地位。四川鼎天集团为例，该集团投巨资兴建了DVD产业园，并

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获得了6C、杜比等专利许可，但是3C却无理拒绝鼎天集

团向其购买许可证的请求，致使鼎天数亿元的投资全部落空，对其造成了致命的

打击。2、搭售行为，即企业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捆绑成一种产品销售，购买

者想要得要一种产品就必须购买其他产品。6C在中国通过强制性的一揽子许可

进行搭售，他列出的收费清单上包括了1000多项专利(事实上6C只拥有6项专

利)，因而剥夺了中国企业单独购买部分专利许可的权利。3、价格歧视，即企业

在提供或接受产品或服务时，对不同的客户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

遇。在专利收费方面，中国DVD企业与国外的企业受到过不平等的待遇，中国企

业的专利费用比外国企业高出很多。举例来说，2004年7月，Matsushita电器

工业有限公司与美国DVD制造商Cinram公司之间进行了DVD专利诉讼，结果

Cinram公司向原告Matsushita公司支付了数额保密的使用费。保密的原因很明

显是因为专利费数额很少，如果被中国等需要支付巨额使用费的发展中国家知

道，会引起广泛的反对。此外，还有过高定价、限制竞争协议、滥发警告函和滥

用诉讼权等滥用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

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联合起来高举“保护知识产权”

这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借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垄断知识产权，限制了发展中国

家企业的发展，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此，发展中国家应时刻保持警惕，

并学会对发达国家的知识霸权进行反击。

二、印度专利案

1996年7月2日，美国认为印度既没有提供对药品和农业化学品的专利保

护，且缺乏允许药品和农业化学产品专利申请，以提供独占性市场销售权的正式

制度，以此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提出申诉，认为其违反了TRIPS

协议第27条、第65条及第70条的规定。美国就这一问题与印度进行磋商，在

磋商未果的情况下，同年11月7日，向DSB申请成立专家小组(Panel)，同年

11月专家小组成立。1997年9月5日，专家组经调查作出的报告认为印度在药

品和农业化学品发明申请产品专利方面，没有建立充分维护新颖性和优先权的机

制，从而违反了TRIPS协议第70条第8款(a)项或第63条第2款和第3款的

规定，专家组还认为，印度没有建立授予药品和农业化学品发明以独占销售权的

制度，违反了TRIPS协议第70条第9款的规定。同年11月5日，印度就有关法

律和专家小组提出的法律解释提出上述。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对专家小

组的报告作出了修改，支持专家小组根据第70条第8款和第9款作出的判决，

但裁决专家小组的职权范围不涉及第63条第1款。1998年1月16日，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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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采纳了上诉机构的报告和修改后的专家小组的报告。1

通过该案例的解决，印度才发现TRIPS协议第27条、第65条和第70条第

8款、第9款之间的精巧设计，他使得在药品和农用化学品领域，对发展中国家

过渡期的安排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对此上文已有论述)。而专家小组和上诉机

构，也基本上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并没有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在此案中，美国和欧共体联手对付印度，在

美国诉印度专利案中作为第三方的欧共体，在专家小组报告作出前不久，又以原

告身份就同一事件起诉印度，而美国又成了此案第三方。美国和欧共体互相配合，

明显要把印度拉下马，借此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出警告一如果在

药品和农业化学品领域不按TRIPS协议的要求提供专利保护，将受到制裁。2此

案的结果使美国和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感到满意，美国认为，此案就是“对发展中

国家施加压力，促使这些国家完全实施协议第70条第8款与第9款有关信箱制

度与独占性销售权制度的规定”。3

TRIPS协议从提上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议题开始就充满矛盾和斗争，其签订本

身就是妥协的产物，随着TRIPS协议的进一步实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

知识产权保护在公共健康、国际贸易等领域产生了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和冲

突，而冲突一旦诉诸司法层面，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不公正的待遇。可以说TRIPS

协议是发达国家在全球维护其知识产权利益的工具，其有效维护了发达国家的利

益，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围绕知

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会愈演愈烈。 。

第三章TR I 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
原因及危害

第一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知识产权的双重属性是导致冲突产生的根源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产权，他是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这种权利包

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所谓人身权利是指权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

分离，是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反应，即为精神权利。所谓财产权是指智力成果被

法律承认后，权利人可利用这些智力成果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奖励的权利，也被称

为经济权利。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范畴，也就是具有私权属性。这罩的私权可

以被理解为属于具体的、特定的私人的权利。知识产权的“雏形”是在18世纪

以垄断权的形式出现的，是由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授予的一种特权。也就是说

1陈丽华：((WTO背景下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之冲突与协调》，2005年4月， 第5页

2王火灿：((WTO与知识产权争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41页．第259页

3《美国总统1996年度贸易协定项报告》，第七部分， 双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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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知识产权最初是作为对智力成果的垄断权而创设的公权。到了19世纪随

着工业化的发展，垄断特权被改造成了私法之下的知识产权，演变成为今天绝大

多数国家普遍承认的一种私权，一种民事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界定知识

产权的私权性尤为重要。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高度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经济形

态，这种经济形态离不开市场交易，而交易的前提是人们对自己的产品具有所有

权和自由支配权。如果将知识产品界定为纯粹的公共产品，必将严重阻碍知识产

品市场的形成。1

关于知识产权私权性质的理论依据，曾有过不同的理论解释。1996年，澳大

利亚著名知识产权专家Peter Darhos的《知识产权哲学》一书出版。书中对已

有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缺陷，进而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进行

了理论分析。Darhos首先分析了洛克的经验主义学说、马克思的财产权劳动学

说和黑格尔的精神意志理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知识的唯一来源是观

念，即经验。他同时认为财产权的唯一依据是劳动，个人有权拥有通过劳动获得

的合法财产。但洛克并没有区分劳动的不同性质，也没能解释为什么知识创造者

与专利权分离这一现象，带有朴素的古典浪漫主义性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对象化的劳动是财产权的唯一合理依据。马

克思的理论，克服了洛克的财产权古典主义理想色彩，揭示了知识的创造过程和

本质，但忽略技术和资本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因而无法解释投资者为何要

分得巨额的知识产权收益。黑格尔的精神意志论则认为，知识产权首先是精神性

权利。他认为财产是人格的表现和延伸，法律是保护财产，同时也是保护人格和

自由意志的工具。

Darhos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上述古典哲学理论是一种财产权教条

式的解说，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财产观，这种观点鼓励了财产占有而忽略了社

会的其他价值。Darhos认为，财产权并非是先验的，财产表现为消极的、不受

干预的权利，而非积极扩张的工具。财产权是附有义务的。他认为财产权本身不

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它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道德价值。Darhos认为知识产权是

抽象物，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要排除他人干预，另一方面它却能干涉他人

的行为。“抽象物对于实现社会、文化、经济等目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2

从上述Darhos的理论可以看出，他在承认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的同时，

也主张知识产权具有公权特征。知识产权的这种双重属性来源于知识产权客体一

知识产品本身的特殊性。知识产品与有形财产不同，它具有无形性和继承性，它

的形成不可能脱离前人的研究成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同时他又

肩负着使思想、信息被及时、广泛的传播以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任务，它是社

’冯晓青、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2
Peter Darhos：《A Philosoph)’of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1996，P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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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在专利权领域，知识产权的双重属性显而易见，这种属性在

专利权以外的其他知识产权中也同样存在。例如，著作权虽然是私权，但从未没

被当成绝对的私权，而被认为是具有很强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私权。商标权的财产

化使商标权人准作者化，从而强调了商标权的私权性，但商标权的保护消费者利

益和促进有效竞争的社会公共利益功能也使这种私权具有了很强的公共性和社

会性。1

知识产权的双重属性，使产权人和社会公众在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上必然产

生矛盾。知识产权所有人希望最大限度的维护其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和垄断权，而

社会公众则希望尽量弱化产权人的专有权，以减少无偿利用知识产品的阻力。法

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调整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的工具，在赋予知识产权所有

人以专有权的同时，还应对知识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方面由于知识产品的无

形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国家需要通过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以确定和保护权利

人的专有权，否则权利人将会因为知识产权被随意、无偿的利用而得不到应有的

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直接表现为对知识的专有和垄断，国家又需要对知

识产权人的专有权进行适当控制，以使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

TRIPS协议中也体现了知识产权的这种双重属性。TRIPS协议在其序言中要

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这一规定奠定了TRIPS协议立法时价值取

向的基础。而紧接其后，协议又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公权性，即“承认保护知识产

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

然而无论从条文还是在实践中，私权性一直都是“主角"。从TRIPS协议条文内

容来看，对如何保护产权人的专有权作了详尽而周密的规定，而对实现知识产权

公有性的规定却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在TRIPS协议的实施过程中，发达国

家更是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强化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而对发展中

国家共享知识、信息的需求置若罔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找到了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根源。

二、知识产权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新工具

(一)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知识和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重要，

知识产权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世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

赖于技术创新。日本、西德二战后三十年国际经济总产值的巨大增长，有50％以

上是由科学技术的革新带来的。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确立，科学技术起到

了首当其冲的作用。美国对知识产权进行强有力的国际国内双重保护，激励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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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和进步，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成为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

点，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和竞争力居世界之首。

随着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攀

升。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起着决定性作用，商品技术附加

值的高低已成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科技进步步伐的加快，知识产权与贸易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高技术和知识、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信息通信技术和生命科学技

术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利用，使得与之相关的产业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获得了巨大

的利益。使用这些技术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电信、互联网、医疗、保

健、药物、食品和农业等，都成为与这些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开发者、持有者

和使用者。对于这些产业而言，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知

识产权所保护的无形资产，企业依靠知识产权从其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巨大利益。

1同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的作用不断弱化，

技术壁垒成为国际贸易中各国保护国内企业发展免受冲击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的新的手段。

(二)发达国家希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维护其竞争优势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问的矛盾，

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矛盾的发展、演化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唯物论

还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推动作用。这一理

论可以解释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

而成了构成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和

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成为知识产权法进步和完善的依据。20世纪

70年代以前，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虽然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发展，但始终处于边

缘位置，原因就是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显著。然而二战后，随着经

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依靠知识产权的产品的产值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在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变得不可估量。这使得各国对知识

产权的国际保护极其关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科技领头人和知识产权的主要拥有者，希望建立强

有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进而维护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

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曾是国际贸易中的“超级大国"，但近几十年来，

由于西欧和日本的崛起，加上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

朱江岭．张炳烛：《知识产权保护与战略运用》，2006年．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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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发生了变化。美国经过深刻反思很快意识到，日本和西欧之所以能够迎头赶上

是因为他们对科技的重视，使科技在贸易中的重要性迅速提高，而美国由于对知

识产权保护不利，使其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优势难以发挥，使外国能够轻易模仿，

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内和国外加强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美国通过国家的宪法、专利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82年，美国设立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使基层法院驳回的专利在上诉审理中得到承认的案例不断增加，有力

为维护了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在国际上，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积极推动高水

平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TRIPS协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三、实力的不平衡造成了国际规则的权利义务分配不平衡

(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持不同态度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实力上存在很大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科技水平落后，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实力都达到了

一个较高的水平。经济的不平衡造成了在科技研发投入和能力上的不平等。中低

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21％，而其投入的科技研发经

费却不足全球的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研发经费远远超

过印度整个国家全部国民收入。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水平较低，一般都是纯技

术进口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的分布极不对称，因此他

们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态度截然相反：发达国家急欲将知识产权中蕴含的巨大价

值转化为现实的对外贸易利益，迫切需要提高知识产权在国际层面的保护，并不

惜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以提高其知识产权在这些国家的保护水平；而广大发

展中国家基于其对技术引进的需求，对知识产权保护多持消极抵制态度。1因此，

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上，在如何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问题上，二者之间

争论不休并互不让步。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CIPR)2在所作的《整合知识产权

与发展政策》的报告中对二者的争论作了如下描述：“一方面，发达国家中存在

着一些强大的游说团体，认为所有知识产权都有利于商业，使广大公众受益，并

促进技术进步。他们相信并争论说，如果知识产权是好的，越多知识产权就肯定

越好。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喧嚣的游说团体，他们认为知识产权可能会

削弱地方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损害地方人口，唯一受益者只会是发达国家。他们

相信并争论说，如果知识产权是坏的，越少知识产权就越好。”

(二)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TRIPS协议“扶强抑弱”

1孔祥俊：((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足英国国际发展国务人臣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于2001年5月发起成立的。

该委员会由来自小同国家、背景和观点的成员组成，尽力综合代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涵盖

的范围包括科学、法律、道德规范、经济、工业、政府以及学术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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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的建立，开创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纪元，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贸易壁垒，

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WTO反映了各国为其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在更加公

平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经济的普遍愿望。，在实践中，WTO为经济全球

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WTO所确定的世

界贸易体制也存在弊端。WTO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发达国家凭借

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使WTO框架下的各项制度设计，更多的朝着保护发达国

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制定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时也是如此。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

推动把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相联系，并积极促使把TRIPS协议纳入到WTO

体制中，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对，但TRIPS协议最后还是成

为了WTO一揽子协议的重要协议之一。

法律制度是由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反之，它与必须

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协调。TRIPS协议是遵循发达国家的意志建立起

来的，这种制度适应了发达国家的国情，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

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将适合发达国家高水平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加

于发展中国家无疑会与其低水平的经济、科技发展状况产生深刻的冲突。根据世

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美国1987年的人均GDP为18530美元，TRIPS

协议的最低保护条款主要是根据该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和知

识产权法律制定的。1而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人均CDP仍不能达到发达国家当时的

水平，以中国为例，2003年中国人均GDP才达到1090美元。TRIPS协议的实施，

实际上使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从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而～下子跃至人均18530美元

的水平，这无疑会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其发展水平难以衔接，从而对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TRIPS协议的高水平保护制度，有力

的保护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发达国家可以高枕无忧的在全球通过其先进科技

取得巨额的经济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丧失了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的条件，这对

于本身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导致了二者在国际

地位上的不平衡，地位的不平衡又使二者在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有不平

等的发言权，造成使国际制度利益指向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反过来加深了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TRIPS协议也是在这种极度

不平衡的状况下制定的，可以说TRIPS协议带有先天的“扶强抑弱”的特点。

第二节TR I PS协议下冲突的危害

一、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应然状态

1俞文华：《1砌PS协议对我国产业技术创新的挑战积极政策含义》，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专利法研
究，知识产权⋯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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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科．庞德1的社会控制论的核心观点是，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2他

在其著作《法理学》中，对法律的目的进行了追问和探寻。庞德认为：“法律的

目的是尽可能地合理地构建社会结构，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

成员的利益”，“法律的目的主要不是最大限度地自我维护，而主要是最大限度地

满足需求。⋯⋯在20世纪，应该用更加广泛地承认人类的需要、要求和社会利

益这方面的发展来重写这段法律历史”。可见，法律的目的不是使一些人凭借法

律授予的权利获取个人利益，而是通过赋予个人权利，使社会本性得到合理张扬，

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从而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使社会更加有序的运行。

知识产权制度涉及到了两种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一种是个体利益，一种是

整体利益。这里的个体利益，是指智力仓0造者或知识产权人的利益，而整体利益

则是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传播、使用知识产品的利益所组成的一种相互

协调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延伸到国际层面则指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的创造

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所共同

构成的利益整体。按照庞德的“法律目的"理论，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不是为了

授予知识创造者权利维护其个体利益，而是通过授予和保护权利来激发从事智力

创造活动的热情，丰富社会的知识供给，从而更有效的促进整体利益。合理的知

识产权制度应使这一目的得到有效的发挥，在处理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关系的时

候，应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和地位，应把整体利益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体利益作为

手段。

国际社会应致力于达成一种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在这一规则下，知识

产权应被看作是国家和社会帮助促进实现人类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一种手段。

它的应然状态应能实现如下目的：(一)知识产权人的个体利益得到满足。合理

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最直接的作用应是保护知识产权人的私人权利，使知识产

品的创造者和拥有者通过知识产权获取应得利益，从而使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激情

得要有效激发。不仅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创新技术得到有效保护，发展中国家

的传统文化也应得到有效保护。(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得到合

理协调。保护产权人的个体利益只是手段，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应把促进先

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全世界的合理传播作为最终目的。应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合理

的范围内使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积极推动各

成员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框架下的共同发展。(三)促进人权的实现。正如英

国知识产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言：切记在任何情况下，最基本的人权都不能从

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知识产权是各国授予的，有一定的期限(至少专利权

和著作权是这样)，而人权是不能剥夺的，是永恒的。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应

1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法学派在美国的创始人和代表者

2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84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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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幂|』子人类健康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和环境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丽不应成

为实现其他人权的障碍。

二、RIPS拚议所造成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实然状态的危害

TRIPS协议的“应然"目标逐渐被发达国家所推动的“实然”状态所消弭，

TRIPS协议的利益{呆护天平不断向个人和发达国家倾斜，不但没有芷常发挥波有

的“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掇曲与阻力"的作用，反而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带来

了围绕知识产权的严重冲突，从而产生了诸多危害：

(一)不利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康发展。

TRIPS协议是妥协的产物，它虽然顺应了发达国家的意志，但这一制度却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因此，这种制度不可熊成为一项合理

的知识产权制度，它使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

首先，知识产权权利入和社会公众之闻静利益平衡被打破。知识产权制度通

过对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保护能够超到鼓励技术创新和文化进步的作用，因而强调

知识产权保护理所当然，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扩张，却使公众对知识和信

息的合理使用被剥夺，更严重者使一部分入的基本人权难以实现。TRIPS协议过

分保护产权人的个人利益，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机制。

其次，缺乏发展中孱家与发达国家的剩益平衡机制。各簪包括发达国家在创

设国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时，均会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问题，美国

司法界也承认知识产权“是由于其对社会共同体的有焉性露受到保护的，并不仅

仅由于创作他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而成为法定的财产”。1然而发达网家在主导国

际知识产权制度TRIPS协议时，并没有考虑这一平德阿题，藤是尽可能的加强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以维护发达国家自身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却置若罔

闻。即便TRIPS协议设置多项灵活性条款，也是要么限制过多，要么模糊其辞，

使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很难适用这些条款。

TRIPS协议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之一，其对国际贸易和国

际交往的影响是任何其他鎏际知识产权条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它的这种不合理

的制度规则会对囡际知识产权的正常发展带来阻碍，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

圜益与其{分值冒标背道露驰。

(二)阻碍了科技和文化的正常发展，最终不利于世界的共同进步。

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通过激励机制，鼓励创新，从丽推动整个

社会科技、文化的进步。事实上，最初这一目的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大大加快了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了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丽确定了世界科技、经济强国的地位。僵是，物极必反，

’John．S。Lawrence：((FairUse and Free Inquir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 980，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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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可麓会带来消极作用，知识产权的激励价值受到了质疑。这

一问题在美国已经出现并产生影响。美国近年来专利申请量在过去5年罩增长了

50％以上，这种过快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因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是因为美

国国内实旎“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怒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丽授予标准降

低，这使人们感到颁发了不少范围过广质量低下的专利。这些专利对竞争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使本来具有同等研发能力的企业难以出售与之竞争的产晶，或者使

专利产晶价位的抬高超出消费者购买能力。另外，这些专利还对研究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尤其在软件和生物技术领域，因为在研究晕甥申请的专利很可能会阻碍

下一步的研发和知识产品的商业化。在国际层面上，TRIPS协议使发展中国家被

迫建立了超出其国内发展水平的离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使得发达国家能

够有效阻止发展中国家学习、利用其专利技术，这在表面上和短期内对发达圈家

有利。但是，科学是无圈界的，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在某些

领域也可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达国家垄断创新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技术交流与学习，从长期看，不利于世界的共同进步。

(三)不利予经济全球他的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

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丽形成的全球

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载体，除了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

球化外，科技全球化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它是指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是经济全球化最新拓展和进展迅速的领域，表现为，先进

技术和羲开发麓力的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匿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以信息技术产

业为典型代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TRIPS协议正是在这一时代大

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硝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TRIPS协

议是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一经济基础产生的，它反过来也应对经济全球化

产生促进作用，即TRIPS协议的根本任务应是“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攮曲与阻力"，

促进科技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提高，它的最终结果应是有利的促进经济全球化发

展。

TRIPS协议在发达国家的主导和利用下，异化成了维护发达国家全球利益的

工具，发达国家通过TRIPS协议受益颇多，然而，世界不只由发达囡家组成，发

展中国家成员占了绝大多数。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强，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TRIPS协议使发展中囡家

利用、学习先进技术的道路严重受阻，使其无力充分的分享科学进步带来的巨大

经济利益，使其与发达园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从长远来看，必将对不利于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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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健康发展。总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经

济全球化需要共同完成。

第四章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

第一节协调冲突的理论依据一利益平衡原则
一、 知识产权法需要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

所谓利益，简单的说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努力争取的要求、需要和愿望，

是法律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根本因素，反映到法律条文中去，就成为法律权利，法

律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利益就其本性而言是盲目的、

无止境的、片面的。不同的利益之间彼此会存在冲突，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

有必要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1平衡，即是均衡，用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来

解释，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如上所述，权利是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和确认，是利益的合法化。利益有多

种类型，有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有正当利益和非证当利益等。按照庞德的法是

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的观点。法律要通过对各种利益的干涉、调整来达到利益的

平衡从而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在法的创制过程中，认识各种社会利益是法的

创制活动的起点”，“对各种社会利益作出取舍和协调是法创制的关键”。2具体

到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也涉及到了很多利益关系，如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

与知识共享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财产权利益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利

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知识产权法的目标就是对这些利益进行

理性的取舍和合理的配置，以使这些利益关系得到总体上的平衡，从而促进科技、

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存在以下两组基本的利益关系的平衡：

(一)创造者从事创造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需求、使用之间的平衡。

从利益角度看，在智力产品中，智力创造者与其他对该智力创造物享有权利的知

识产权人以及社会公众都享有合法的利益。创造者的合法利益来源于其智力创造

的事实行为，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则根基于智力产品的社会性、继承性以及人

类自身发展对知识共有物的合法需求。智力产品的创造者和智力产品的使用者和

消费者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不同的：智力产品的创造者和生产者追求垄断利润的最

大化，可能会忽视社会对知识的合法需求；知识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则从知识

产品的公共性出发，追求对智力产品的共享利益的最大化。与有形财产不同，知

识产品天生就有专有权和共享权的平衡问题。知识产权法首先要保护专有权，否

则，知识创造者的智力劳动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和利益，智力创造活动就会因缺

1罗晓霞、葛海：《知识产权国际利益甲衡机制之法理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卷第5期

2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人学出版社，1995年，第67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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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激励而消沉。但是对智力创造者的利益保护不能成为社会公众合理使用、传播

智力创造物的阻碍，换言之，知识产权法应在对智力创造的激励公众与对智力创

造的使用和需求之间利益一个理想的平衡。

(二)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是不

言而喻的，私人利益表现为通过赋予专有权，知识产权人可以凭借对智力创造的

独占而获得精神和经济上的利益。现代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无不对知识产权人的专

有权作了尽量周全的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也在于保护知识所有者的知

识产权。近年来这种专有权有不断扩张、强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有助于更好的实

现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但是，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只是知识产权利益天平

的一端，知识产权这种私权中还存在着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尽管在总体上属于

“私法’’，但都有公共利益目标，这种公共利益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有

不同的表现：如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增进知识的学习，促进文化和科学的进步以

及方便接近信息和信息的流动；在专利法中表现为，信息、技术的交流和合理使

用，最终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没有对公共利益的保障，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将无

法实现。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人私人权利的同

时还应该兼顾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的关系是“皮”

与“毛”的关系，即私人利益之“毛”依附于公共利益之“皮”，作为“私权”

的知识产权不应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者的“公权”之上。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规

则应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发展与个人利益的均衡协调的基础之上。这种关

系上升到国际层面，即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平衡。发

展中国家也应有一定的权利来分享技术进步与创新成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是

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应建立起一种利益平

衡机制，这一平衡机制的建立需要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来完成。

二、如何达到利益平衡

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复杂而且敏感，法律

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应全面分析各种利益关系，做出慎重选择以建立起

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具体到知识产权制度，在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平

衡机制时，应掌握以下原则：

(一)以节制与发展为手段。利益总量的恒定性决定了必须采取节制与发展

的观点来对待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是个人

利益，从总量上来看，利益在一定时|’丑J、条件下是恒定的，此消彼长。1个体利

益的过度扩张必然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反之，过分强调整体利益也是以牺牲

个体利益为代价。节制的观点要求既不能无限扩张个体利益也不能无限强调整体

1崔毅：《利益平衡论》，科技与法律，1996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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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因为任何一端利益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端利益的减损。发展的观点则

要求在对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进行制度安排时，应本着发展的原则，使二者能够

相互促进，达到共同发展。把节制与发展结合起来，则能够找到使个体利益与整

体利益达到和谐统一、共同发展的最佳点。在这一平衡点下，一方面个体利益与

整体利益都能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二者得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以适度与合理为标准。从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

予的知识产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解决知识产

权保护的“充分而有效"是发挥知识产权法激励机制的前提，而实现知识产权保

护的“适度与合理”则是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达到最佳效果的基石。根据法

理学原理，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于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表明任

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者称为平衡

点。具体到知识产权法的规范要求上则是对知识产权的适度而合理的保护。“适

度与合理”这一标准要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而是应该

维持一种适当的保护水准。从知识产权本身的权利配置看，适度与合理要求知识

产权人的权利设置既能保障知识创造活动得以有效激励，又使得知识产权的授予

不至于成为社会公共合理使用知识和信息的障碍。总之，这一权利设置在总的社

会效用上、在增进社会的总的福利上，应当具有最佳效果。

(三)奉行“法益优先保护”原则。所谓法益，从广义上讲泛指一切受法律

保护的利益，权利也包含于法益之内。法益优先保护要求首先明确法律保护的各

种权利的价值位阶，即明确哪种权利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哪种权利次之，

进而在进行法律规则的制定是优先保护具有更高价值的权利。在知识产权领域，

知识产权可能会与其他人权产生冲突，这种冲突需要适用“法益优先保护"原则

来解决。健康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等都是国际公约承认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

是主体存在不可欠缺的自由，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条件，相对于知识产权而言，

上述权利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及应当被作为具优先性的法价值。实行“法益优先保

护”原则意味着知识产权制度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到人权的实现，使知识产权保护

不应阻碍人权的实现。

三、利益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的，静止是相对的，没

有绝对的静止。按照这一观点，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

只有绝对的不平衡。知识产权法中的平衡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由于知识产权人

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都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一旦条件或环境改变，原有的平衡就

会打破，原有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就会变得不适当，这就需要在新的条件和环境

下重构利益平衡机制。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平衡与不平衡是相伴而生的，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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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失衡，才需要实现平衡。尽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但却不能因为“暂

时”的平衡而否认平衡的价值，知识产权法在利益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发展中，

总体是趋于平衡的。只有在平衡状态下，知识产权法才能更好的促进科技进步和

社会发展。为了使知识产权法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用，就需要不断对知识产权制度

进行调整，使其不断从平衡达到新的平衡。

四、TRIPS协议中的利益平衡问题。

TRIPS协议在其第7条中指出了其目标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权利形式，

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与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

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这一条款指出了TRIPS协议的“应然”目标是建立一种平衡机制来协调知识产权

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发达国家垄断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益。然而，

这一目标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并没有实现。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所有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都是一种互相协作、互惠互利的关系。国际知识产权制

度应当找到一个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整体利益的平衡点。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协调冲突的现实努力

TRIPS协议的签订及施行，引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公共健康、经济

发展、人权保障等诸多领域的严重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必须采

取措施，积极行动来对抗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保护下的“知识霸权”，为此发

展中国家在制度层面和司法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围绕TRIPS协议的制度改革尝试

TRIPS协议对药品实行专利保护的规定，使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问题F1趋

严重，非洲国家成员积极主张WTO应该及时有效的改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因TRIPS协议药品专利制度所引发的公共健康问题，他们要求对TRIPS协议条

款具体实施做出更清楚的法律解释，以使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公共健康问题使能够

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要求事实上就是要努力实现TRIPS

协议的目标和原则，使TRIPS协议实现“应然”的价值目标。

(一)《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

在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努力下公共健康问题被纳入2001年11月9日到14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会议的讨论议题。并最终于11月14

同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确认

了TRIPS协议的实施应该有利于各成员公共健康地维护，尤其是能够让所有人得

到必需的相关药品。《宣言》既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又强调了采取措

施保障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它就有关公共健康问题作出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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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隧家的解释，其重大成果有：

l、确认TRIPS协议中的每一条款，都应按照协议的目标和原则进行解读。

2、在《宣言》第4条规定，TRIPS协议不应该妨碍成员采取措施以维护公

共健康。

3、在《宣言》第5条中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的弹性

条款。包括：TRIPS协议应按其目标和原则进行解释；成员有权决定实施强制许

可措施，并有权融由决定颁布强制许可的理壹，理融应包括号|起公共健康惫机的

国家紧急情势和其他极端紧急情势，明确成员在不违背最惠囡待遇和国民待遇原

则的前提下，自由确定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力用尽"规则。

4、在《宣言》第7条将最不发达国家在药品方面履行TRIPS协议有关义务

的过渡期延长到2016年。

《宣言》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确认了公共健康优先于私人财产权，箍显赋予政

府出于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目的而充分使用TRIPS协议中的安全例外的权利。

《宣言》重大意义在于承认了TRIPS协议中存在着基本能不平餐，然焉，《宣言》

也有其局限性，其实际上只具有澄清的性质，并没有具体改变TRIPS协议所确定

的权捌义务，最必关键的是，它没有对3l条(f)款作出解释，没有药品生产能

力的贫穷国家公众的药品可获得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二)《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第六段的决议》

《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廉宣言》第六条靓定；“认识到在制药领域生产

能力不足或缺乏生产能力的WTO成员方在有效实施TRIPS协议下的强制许可方面

可能面临的困难，我髑指示TRIPS{办议理事会在2002年年底前找囊这一闻题的

迅捷解决方法，并向WTO总理事会报告。”这一款规定即构成著名的“第六条款

闫题”。为解决第六条款阀题，2002年春，TRIPS协议理事会收至l了成员方提交

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法律建议：(1)通过解释TRIPS协议第30条的方式解决，

这一建议主要由发展中困家提出；(2)通过修改TRIPS协议第3l条的方式解决，

这一建议代表的了欧盟的观点；(3)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延缓审查涉及TRIPS

协议第30条(f)款案件的方式，或通过豁免第30条(f)款项下的义务的方式

解决，这主要是美国的观点。1圈绕此问题发展中图家与发达国家之闻展开了激

烈的争论。经过长达1年零8个周的争论，2003年8月30日，WTO总理事会终

于通过了《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第六段的决议》<以下篱称《决

议》)，此外还有WTO总理事会主席的一份补充声明(以下简称《声明》)。

根据该《决议》，对于缺乏药晶生产熊力或不具备药品生产能力的贫穷国家，

可以进豳其他成员方通过强制许可而生产的廉价仿制药。这一规定豁免了出因方

’贺小勇：《VETO(多哈宣言》“繁六条款问题”之醑析》，《法学评论》WTO专栏，2004年第6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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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强制许可职能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义务，从而有利于贫穷国家在必要时

更容易进口用于治疗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廉价仿制药品。其内容主要有：

l、关于豁免义务的内容：凡符合本决议及《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

言》的药品，可豁免TRIPS协议第31条(f)款和(h)款项下的义务，即实施

强制许可生产的药品可出口。

2、资格问题：涉及药品资格、进口方和出口方资格三项资格。使用的药品

是指为解决《宣言》第1条所承认的公共健康问题的需要所生产的专利药品或使

用专利方法制造的药品。合格进口方是指任何最不发达成员以及任何向TRIPS

协议理事会发出通知有意成为“进口方”的成员。决议在附件中规定了“缺乏或

没有医药生产能力标准”。合格出口方指符合决议规定的生产药品并出口至合格

进口方的成员。并规定了合格出口方豁免第31条(f)款项下义务的具体条件，

还有出口方颁布强制措施所必须符合的条件。这些条件繁琐而复杂。

此外，还规定了防止药品转移的措施、对于专利人的经济补偿等项内容。从

《决议》内容看在《宣言》第六款问题解决方案的争议中，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

主要观点得到了肯定，如对疾病范围的确定问题、合格进口方的界定标准等，此

外，第5条关于“对权利人的补偿”要求出口方向专利权人支付报酬，免除进口

方的补偿义务，一方面体现了公平原则，使专利权人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也照顾

到了经济水平相对较差的进口方的实际困难。该《决议》在宏观上是对TRIPS

协议涉及专利制度若干限制的重要突破，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成员要求防止滥用知

识产权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愿望，虽然《决议》仍有许多具体使用上的限制性规

定或障碍，程序要求繁多累赘，但是，无论如何，《决议》还是反映了TRIPS协

议对发展中成员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和对这种不平衡进行重新谈判的现实性与可

能性。《决议》采取的是义务豁免形式，是对贫穷国家购药问题的临时安排，此

问题要想再WTO框架内得到彻底稳定的解决还有待于对TRIPS协议的正式修改。

(三)TRIPS协议的正式修改

鉴于《决定》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TRIPS协议理事会于2003年年底前启

动了修改TRIPS协议的准备工作，并争取在六个月内通过修改。虽然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在修改案的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巨大分歧致使修改谈判一再搁浅，并未

如期通过修改。但历史前进的潮流无法阻挡，在2005年12月6日，WTO最终宣

布修改TRIPS协议有关公共健康条款，将2003年达成的总理事会《决议》变成

(<TRIPS协议有关基础药品修正协议》(以下简称《修J下协议》)直接纳入TRIPS

协议条款中。这是WTO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核心协议的修改，此次修改将在获得三

分之二成员接受后正式纳入TRIPS协议。成员国做出接受决定的最后日期为2007

年12月1日。此外，在做出这一决议的前几日，11月29日，WTO曾作出决定将



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最不发达国家实施TRIPS协议的过渡期延长至2013年。根据该决定，WTO现有

的32个最不发达成员在2013年7月l同前可以不遵照TRIPS协议对版权、专利、

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商业秘密等进行保护的规定。

这次修改还存在很多不足，非政府组织对此次修改并不持乐观态度，认为修

改所确定的机制繁琐低效，给发展中国家启动该机制来获得带来诸多困难，事实

上鲜有国家启动该机制。国际消费者组织的项目主任詹姆斯．罗威(James Love)

甚至认为《修正协议》是一个可怕的协议，体现了反竞争、反贸易自由化的精神。

(主要就其中的反分销条款而言)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此次修正的积极意义。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说，对TRIPS协议的修改再一次说明了WTO成员方致力于保证WTO贸易体

系以人权和发展为目标。《修正协议》的达成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集团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修正协议谈判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发展中国家已理清思路，

拒不退让，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国则制定中的同益成熟。相信在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日益成熟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下，今后WTO贸易体制

下的利益天平会慢慢达到平衡。

如今，成员国接受决定的截止日已经过去，然而，到目前为止，批准接受《修

正协议》的成员国只有12个国家1，2007年10月23同，WTO做出了推迟批准《修

正协议》批准目的决定，将截止日期推迟到2009年12月31日，《修正协议》最

终是否得到的三分之二成员的接受成为未知，何时能够『F式纳入TRIPS协议有可

能会变得遥遥无期。

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应对措施

除对TRIPS协议进行澄清和修改外，发展中国家还就TRIPS协议对其所造成

的利益损害的现实进行了积极应对。特别在公共健康领域这一关系民众基本生命

健康人权和国家稳定的重大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甚至不惜面对被发达国家诉

诸司法诉讼的局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维护其国内民众的基本人权。这些措施当

然的遭到了发达国家的反对，然而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

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TRIPS协议所造成的利益严重失衡的现状也使发展中国

家所处的被动地位有了些许改观。

(一)跨国公司诉南非案

据统计，南非是世界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有高达470多万的患者，平均

每星期约有5000人死于该疾病。然而，几乎所有的关键治疗药品都由发达国家

跨国医药公司掌握专利权，其价格是一般通用药品的4到12倍。为了应付日益

严重的艾滋病危机，南非议会于1997年通过了《药品与相关物质控制修正法案》，

1这12个国豸：分别为：中国、美国、瑞士、萨尔瓦多、韩国、挪威、印度、菲律宾、以色列、日本、澳大

利哑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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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南非健康部长有权使用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以期从其他国家获得廉价药品。

在南非颁布修正案不久，美国就将南非列入特别301条款调查名单，1998年2

月，南非医药生产者协会和39个跨国制药公司对南非政府提起诉讼，陈该修正

案违背了TRIPS协议和南非宪法。跨国公司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跨国公司唯利是图，将药品专利权至于人的健康权之上。来自

130个国家的30万人在“医学无国界组织”组织倡议的国际请愿书上签字，要

求跨国公司撤销诉讼。最后，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无法得到支持的诉讼理

由，跨国制药公司于2001年4月无条件撤诉，并自发降低药品价格，捐赠相关

药品。1

此案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与利用专利制度牟取高额垄断利润的

跨国制药商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虽然跨国制药公司的起诉缺乏

法律上的根据，但引起撤诉的根本原因却是世界舆论的压力。国际社会的非政府

组织联合起来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把跨国制药商的行为给公共健康造成的影响暴

露在公众面前，药品国际垄断行为受到全世界的批评，致使美国政府在巨大舆论

压力的面前也不得不让步。正是受这一胜利的鼓舞，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积

极推动了前文所述《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的通过和TRIPS协议的正

式修改。

(二)发展中国家颁布强制许可令

如果说跨国公司诉南非案中，南非政府的最后胜利来源于舆论的支持，那么

在《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的通过和TRIPS协议正式修改后，发展中

国家为本困公共利益所采取的强制许可措施就有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2007年，泰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频频颁布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令，以

确保国内患者获取更多廉价救命药品。2006年11月，泰国卫生部发出第一张强

制许可令，允许该国生产及进口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依非韦伦。2007年年初，泰

国卫生部再一次对一种治疗心脏病的专利药物就举起了强制许可令。据了解，泰

国是全世界第一个签发非艾滋病药物强制许可令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5月4

日，巴西政府由于与一家制药公司就一种治疗艾滋病药品的价格谈判未果签署首

长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令。此前巴西政府一度利用强制许可立法迫使专利持有人将

药物降价。

泰国和巴西等国政府的强制许可令行为，毫无疑问遭到了国际压力和指责，

国际制药企业对此反应强烈。2007年5月，泰国首度被美国列入“特别301”的

优先观察名单。然而泰国政府并未对此作出让步，2007年7月，泰国政府为了

让更多患者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所需药品，决定扩大药品强制许可的政策范围，包

倪贵荣：《WTCI智慧财产保护与公共健康议题之发展趋势》，《经社法制论从》，2003年第l期，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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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扩大药品范围和扩大受众范围。10月1日，泰国卫生部再次宣布，如果与全

球制药巨头就降低药价的谈判失败，泰国可能针对四种治疗癌症的药品再次实施

强制许可。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颁布强制许可令的行为，在制药产业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

巨大的震动，并使这些国家处于巨大的政治和贸易压力之下，然而，对公共健康

利益进行优先于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已是大势所趋，不少发展中国家表示将紧随

泰国、巴西之后，以保障本国患者获得基本药品。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行为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TRIPS协议所带来对公共健康利益的威胁。TRIPS协议所造成的利

益不平衡和利益冲突正在发展中国家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第三节发展中国家协调冲突的对策

由于TRIPS协议在WTO体制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及其实质上的不平衡，在实施

过程中触及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引起了新的南北对峙。

这种矛盾和冲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垄断利益不断扩张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

到充分保护。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寻找协调冲突之对策以改变现有的利

益失衡局面。

一、协调冲突对策的己有研究成果。

学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对策意见，包

括：

(一)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条款。TRIPS协议中

存在着诸多弹性空间(《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中某些弹性条款得到

了进一步的澄清)，主要是宗旨、目标和原则及实体规则中的弹性条款，包括第

1条第款中的最低标准的规定；第6条中的权利用尽原则；第7条和第8条的目

标与原则；第13、17、26于30条的权利限制与例外条款、第31条的强制许可

规定；第66条的过渡性安排以及第67条的技术合作与援助的规定。

这些弹性条款可以照顾不同缔约方在立法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与利益上的

分歧。如，关于过渡期的规定，虽然TRIPS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已到期，

但WTO己于2005年12月9日做出延长最不发达国家过渡期至2013年的决定。

最不发达国家在过渡期到期前，完全可以不必履行TRIPS协议的义务，以暂时避

免由于执行TRIPS协议的高标准而带来的损失。

(二)积极参加国际多边谈判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在现今的WTO体制中，国

际谈判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是一场博弈和妥协的过程。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的大国

操纵着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发展中国家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会顾及发展中

国家的需要而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做出让步，也不能仅靠简单的抵制，而应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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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行之有效的对策，积极主动地适应国际谈判藏则，提高谈判能力，改变其在国

际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三)大力培养WTO方面的法律人才。发展中曝家大都缺乏WTO方面的法律

人才，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另一方面是意识落后。因此，发展中

国家急需培养精通WTO法律的谈判和诉讼专家。这样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

判和规则制定中准确掌握利弊得失，避免因目光短浅而签订一些从长远看有损于

自身利益的条约。如TRIPS协议的签订，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因为力量弱小，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发达国家的一些贸易优惠而做出妥协，现今发展中国家认识

到了与其国情不适应的知识产权制度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然而重开TRIPS谈判已

经不可熊，对TRIPS协议的修改也艰难面缓慢。造成这一局面，人才的缺失是不

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另外，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WTO的争端解决中

根据事实和法律据理力争，充分行使权利。

(四)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本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发展。在当前国际知识产权

竞争R趋激烈的形势下，困家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知识产

权竞争熊力。首先，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对本国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予以

扶持，推动本国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建立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

相互协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增强匿家的知识产权创造和利用能力。

二、从发展中国家“被动变主动”的角度分析协调冲突的对策

笔者对于如何协调发展中薰家与发达霆家的剩益冲突润题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并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学界前辈和同仁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协调冲突的对策问

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国家若想对TRIPS协议下与发达国家

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的平衡，必须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即变被动为主动。

(一)发展中国家被动地位的表现。

在TRIPS协议下的囡际知识产权规则及其运行中，发展中国家处于极其被动

的地位。这种被动地位表现在多个层面：

1、从制度层面分析。宏观上，TRIPS协议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保护标

准，这种“高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楣适应，更确切的说，发展中国家社

会的经济与技术水平很难适应这种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对其发展造成

障碍。微观上，TRIPS协议在内容上向发达国家的利益倾斜，对知识产权合理使

用作了诸多限制性规定(如第3l条对强制许可的严格限制)。在这种状况下，发

展中国家若严格执行TRIPS协议，会面I临包括公共健康、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

领域的遁大利益损失；焉如果不顾TRIPS狲议规定，则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巨

大压力，严重者将遭受国际诉讼甚至经济制裁。发展中国家因此面临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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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极其尴尬的被动地位。

2、从国际交往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

发展水平悬殊，这使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的政治和经济霸权。在国际谈判和交往

中发达国家利用这种霸权有力的维护了自身的立场，一旦发生有关知识产权的纠

纷，发展中国家将在与发达国家的磋商与谈判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

为了保护其对于知识产权的垄断利益，积极展开广泛的诉讼，一旦发展中国家政

府和企业的行为损害其垄断利益，既面临被诉讼的危险。而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内

法律的不健全，民众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在遭遇诉讼时往往不会积极应诉乃至

通过反诉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3、从科技水平看。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低，技术创新能力弱，受经济

发展水平的限制，国家和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活动中。在发达国

家充分享受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处于技术仿制

阶段，并且发展中国家还要处处谨慎以免因仿制而可能造成的侵权，而遭到发达

国家的制裁。总之，发展中国家因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在技术上

只能跟在发达国家身后，而很难超越发达国家，因此，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上处于

极其被动的地位。

(二)发展中国家如何改变被动地位

发展中国家若想改变TRIPS协议下的利益失衡状况，使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

冲突得到协调，必须改变所处的被动地位，否则，发展中国家很难有效保护自身

利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协调与发达国家利益的过程即是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

权规则运行中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以下将分析发展中国家掌握主动权的具体对

策。

1、加强团结协作，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

就WTO多边贸易体制来看，这一体制既具有论坛性质，又具有立法与执法相

结合的独特性质(即通过多边谈判以制定规则，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

议机制以实施这些规则)。在这样的体制中，虽然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参与权，

而且拥有“一员一票”的法律上的平等性，但事实上不可能有一样的参与能力，

也不可能有一样的地位和影响力。虽然各项多边协议都不是也不可能由某一成员

或某些成员单方面制定，而是各成员谈判妥协的结果，但妥协只是各方利益在法

律表面上的平衡，而实质的利益天平最终会倾斜于经济实力和谈判实力强大的成

员。实践证明，单靠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很难对付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TRIPS

协议的制定充分显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所处的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要

想更好的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协调与合作，来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和实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需要克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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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障碍：首先，要克服内部分化问题，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某些

国家之问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也带来了协调

方面的困难，彼此的协调和合作并非易事；其次，发展中国家内部在WTO体制中

也存在差别待遇问题。最不发达国家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往往享有更多的待遇优

惠。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发展中成员的内部团结，在关键时刻其内部有可能出

现矛盾。

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内部问题时必须“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和需求，

以此作为联合的基础。前文提到在解决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时，就显示了发展

中国家联合、团结的力量。无论是跨国公司诉巴西案的成果解决还是对TRIPS

协议的修改，都是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结果。总之，发展中国家要想再WTO

中有一定的话语权，要想改变其与发达国家博弈的被动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

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单独跟发达

国家抗衡前，目前在TRIPS协议的实施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仍是主要的抗

争手段。

2、主动应对发达国家的“知识霸权’’

首先，发展中国家应强调发达国家的责任。从法理学上讲，权利义务是对立

统一的，二者具有本原上的一致性。义务并不是独立与权利之外的异在物，它是

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

和资格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从法律特别是私法的制定上来讲，在赋予主体

权利的同时也应为其设定相等量的义务，使同一主体所享权利和所负义务达到基

本平衡，否则就不可能是一部科学、合理的法律。具体到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发

达国家在充分享有知识产权权利的同时也应负有相应义务，包括允许知识的合理

传播和利用、对发展中国家施以技术援助等。事实上，TRIPS协议从条文上也对

发达国家作了一些义务规定，如序言中的承认“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的原则性

义务，再如第67条的“技术合作与援助”的义务。然而在实际的TRIPS协议的

执行过程中，这些有限的义务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事实上，发达国家充分享受

知识产权私有权却承担了较少义务，而发展中国家背负着对知识产权进行高标准

保护的沉重义务，却连最基本的民众的生命健康权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发达国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在充分享有权利的同时，应承担起相

应的义务，兼顾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和合理的利益，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应该具有

的“合理预期”。发达国家围绕TRIPS协议的义务包括(1)给弹性条款以实施空

间；(2)促进知识的合理传播和利用； (3)避免知识产权成为实现其他基本人

权的障碍；(4)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对垄断进行必要限制以促进

公平竞争。发展中国家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交往中，应该认识到尽管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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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对知识产权的垄断，但这种权利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自由发挥的，权利的行

使应以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和代价。在TRIPS协议的运行中，发达国家之所以占据

主动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对自身权利的重视和对发展中国家义务的强

调。与之对应，发展中国家若要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则应该坚定立场，在国际

交往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志，重视自身权利，强调发达国家的义务。

其次，对发达国家的诉讼积极应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

诉讼，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应诉，据理力争而不要期望公平的裁决会自动到来，一

味沉默只会助长另一方的气焰。在思科诉华为案1中，正是因为华为的主动应对

才使双方最后以和解的方式结束诉讼，同时也使华为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此案件

中，华为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1)在思科起诉华为的第二天(2003年1

月24日)，华为就做出回应声明其一贯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并注重保护自己的知识

产权；(2)此后华为停止了部分被指侵权的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3月19日，

华为否认了被指控的剽窃思科知识产权的行为并起诉思科诋毁华为形象；(3)3

月20日，华为和3COM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共同抵御思科。25日，3COM公司为思

科作证称华为没有侵权行为；(4)6月10同，思科、华为互不相让，分别声称

将继续寻找法律手段解决和保护公司正常权益。

华为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概括来讲包括：通过积极发表声明的方式维护

自身形象，以避免消极舆论对其正常经营活动带来的损失；对可能造成侵权的行

为及时修正，以免在诉讼中处于不利位置；积极应诉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反诉，以

掌握诉讼中的主动权；寻找合作伙伴以增强自身力量。在这场诉讼中，华为冷静

分析、沉着应对，最后使思科放弃诉讼，与华为达成了和解。虽然有人评价，华

为在这场诉讼中并非真正的赢家，不得对其产品进行了修改，但思科毕竟没能阻

止华为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华为以较小的代价避免了巨大的损失。华为在这种

诉讼中的态度和表现值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学习。

与此相反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但不会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的诉讼，

甚至在自身权利遭到侵犯时也委曲求全。以前文提到的中国DVD专利侵权案为

例。鼎天集团合理的购买专利许可证的请求被3C无理刁难、置之不理，致使鼎

天集团数亿元的创业和经营投入全部落空。对于3C这种显然不合理的做法，鼎

天集团完全可以对其提出诉讼，可惜该公司没有任何专利攻防意识，对法律也不

感兴趣，吃了大亏仍然沉默。

从以上两个截然相反的案例可以看到，当事方对案件的态度往往影响的案件

1思科诉华为案件缘由：美国思科是世界最大的网络及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华为，是中国实力最强的网

络及电信设备制造商。2003年1月23|J，思科公司在荚国得克萨斯州地方法院正式起诉中固华为公·d及

华为n!荚罔的两家分公司(华为美围公司、Future Wei技术公司)，称华为n：荧国销售的Quidwa)’路由器和
转换器侵犯奠专利．要求‘#为停止jj述行为。思科主要指责华为非法抄袭、盗用包括源代码在内的思科lOS

软件，抄袭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义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其它多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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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裁决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提高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主动应对来自发达

国家的诉讼和侵权行为才能有效保护自身权利。

3、绕开TRIPS协议，寻找新的途径。

TRIPS协议的利益天平始终倾向于发达国家，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围绕TRIPS协议的激烈、广泛的矛盾和对抗。这也是发展中

国家一致要求修改TRIPS协议的根本原因。然而，对TRIPS协议的修改并非易事，

发展中国家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在公共健康领域对予强制许可的修改，

然而，已经达成的(<TRIPS修正协议》，至今仍未被WTO三分之二的成员接受，

批准接受的截止同期一拖再拖，这使《修正协议》最终能否正式纳入TRIPS协议

成为未知数。况且，TRIPS协议下的利益冲突并非只表现在公共健康领域。要想

使TRIPS协议的利益天平完全平衡，必须对TRIPS协议进行彻底修改，这无异于

重开TRIPS协议谈判，很明显，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开通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防换条思路，避重就轻，在某些方面绕开TRIPS协议，

寻找新的途径。其实，这一思路在某些发达国家已有运用。美国在2002年通过

《自由贸易法案》后，声称要在“将来的多边贸易协议于双边贸易协议中签定与

美国本国条款类似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为了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在国外的保

护，美国通过“曲线救国”方式，绕过TRIPS协议与很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1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以其他方面的市

场准入条件，换取了高于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标准，例如利用各种途径延长专

利权期限，让专利权常青化。发达国家可以绕开TRIPS协议寻求更高强度的知识

产权保护，则发展中国家也可在一定范围内寻找较缓和的、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者在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在TRIPS协议之外通过签订双边协定，建立对本国更

有利的知识产权规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注意分清对象、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1)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技术或文化领域的不同优势，甚至

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签订双

边协定，实现相互帮助、优势互补。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许多

国家有着相似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实现团结。发展

中国家也应认识到，在发达国家掌握主导力量的当今世晃，单个国家能力有限，

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充分沟通、相互交融，形成一种他为我用，我为他用的局面，

则能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大的成果。(2)发达国家可能会主动与发展中国家签

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期得到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应用长远的眼光充分

考虑利弊得失，不要被发达所提出的条件所吸引，为眼前的优惠失掉了长久的利

益。为“一棵树木”失掉“整片森林”。

1与美国签订FTA的国家主要有：约旦、新加坡、智利、多米尼加、澳大利亚、摩洛哥、巴林、阿曼和秘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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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有关知识产权的双边条约应以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为目

的，而在与发达国家签订有关双边条约时则更多的是以防御利益侵害为任务。然

而，通过绕开TRIPS协议签订双边协议的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TRIPS协议

的不良影响，只能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确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时掌握有限的主

动权。在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利益冲突中，这一手段作用有限。真正使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运行中掌握主动权的最终办法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

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科技、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知识产权被赋予了新

的重要的地位，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权利，而成了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

的重要工具。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知识产权从以前的纯法律范畴

提高到了战略角度。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最成功的国家，

同时也是通过这一战略受益最大的国家。

美国是知识产权的创始国，也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最好的国家，自美国总统

卡特在1979年第一次提出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后，知识产权

战略就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之一。并利用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巩固

和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保持了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美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的主要特点，一是根据国家利益和美国企业的竞争需要，对专利法、版权法、商

标法等传统知识产权立法不断修改与完善，扩大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力度；二是

加强调整知识产权利益关系，在鼓励转化创新方面强化立法；三是在国际贸易中，

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

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TRIPS协议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

国际贸易规则。1

日本也是成功运用知识产权战略的典型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日本

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就己十分重视技术的引进和运用。进入90年代，日本政府和

企业界一致认识到，21世纪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财产和人才的流动

速度加快，知识、财产若不充分利用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2002年7月

日本正式公布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

略口号，明确国家要朝着发明创造的方向，把知识创造作为国家战略，进一步实

现R本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日本通过不同阶段实行的国家发展战略，现在已成

为世界一流的经济技术强国。2

在知识经济日益显示其重要性的今天，发展中国家要使本国经济得到较快发

展以跟上世界潮流，必须提高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美国、日

1朱江岭、张炳烛：《知识产权保护与战略运用》，海洋出版社，2006年，第28一第36页
2叶京生：《知识产权制度与战略》，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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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欧洲国家等国的知识产权战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经验，发展中国家应

积极吸收先进经验，同时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其应注意

以下几点：(1)选择适合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

度都是从国外移植来的。再加上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要求，发展中国家所建立

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阻碍发展和创新的不利因素。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

各国立法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刁‘得低f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这即是知识产权制

度的国际化的一般要求。具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

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应过于攀高，只要达到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保护

水平即町，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士化与国际化之FBj的协调。再者建立相关配

套制度，如建立反垄断法规制不当竞争。(2)增加科研投入，提高本国技术创

新能力。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不能确保科研开发必然成功。国家要从知识产权制度

中获益，必须加大科研投入，提高本国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科技能力。这种能力决

定了国家消化吸收和应用外国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自主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中国家转变在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斗争中被动地位的

最终手段。(3)利用外交、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争取本国利益。资

本具有争取利益最大化的特征。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全球对其知识产权进行高度

保护，另一方面却经常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权利随意侵犯，以扩充自身利

益。发展中国家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利用外交、法律手段，同时团结其他

力量维护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

发展中国家若想在TRIPS协议下使其与发达国家冲突得到协调，使其自身利

益得以正当体现，必须通过一些措施，改变被动地位，掌握一定程度的主动权。

如果其在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冲突中低姿态的被动应对，则永远无法改变利益

天平的倾斜。

第五章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节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深层弊端。

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相继颁布并实施了《专利法》、《商标法》、《著

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众多相关法律法规，在形式上形成了比较完

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建立了行政执法和司法相结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WT0前总干事鲍格胥评价“中国只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

用一两百年走过的知识产权立法过程，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然而这一“举

世瞩目”的成就的背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

(一)知识产权制度“形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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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跨越二百年才得以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其特点可以用“外来强制、形式输入”来概括。中国为了加入WTO，并为了信守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在“入世”前，全面修订了著作权法(2001年)、专利

法(1992年、2000年)、商标法(1993年、2001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1997年)、《集成r乜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2001年)等。使其知识产权

保护标准和水平达到了TRIPS协议所规定的要求。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到

21世纪初，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仪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低水平向高

水平的发展，实现了从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转变。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应该顺应国际

化的潮流，承诺相关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知识

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并不等于在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

律舰范的统一化。同时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在知识产权法律保障方面还存在

诸多问题，如，拥有创新科技成果，但没有及时产权化；拥有一些科技成果产权，

但在关键技术领域没有完全建立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国内知识产权，但没有及时

取得幽际保护。

(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知识产权流失现象严重。

虽然知识产权制度早已在我国建立，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国民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使知识产权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尤其在70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国的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及政府决策人员，由于缺乏知谚{产权保

护意识，在对外交流中把自己国家的技术成果拱手送于外国人的事例举不胜举。

另外高校和研究机钩的科研人员中成果、轻专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智力成果

的意识淡薄。在商标权领域，我圜企业损失也很大。据统计，我囝驰名商标被外

国抢注多达200多起。被外商抢注商标的我国商品无法爵向该国出口，或被迫花

重盒买回本属于自己的商标。

(三)罔内企,Jkg,J新水平低，而跨国公司利用专利跑马圈地，推行标准化战

略，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垄断。

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企业技术能力与发展规模明显不

相适应。大量关键和核心技术要严重依赖进口，技术人力不足。以药品为例，我

国制药企业所制药品90％以上都是靠仿制发达国家技术来生产。而发达国家的跨

国公司联合推行标准化战略，将专利和国际技术标准巧妙结合，把实现这种标准

的核心技术注册为专利，以此获得巨大垄断利益。

在知识经济的当今世界，专利已成为企业占领和保护市场的重要武器，知识

产权和技术标准等技术壁垒同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非关税壁垒。跨国公司以

专利战略为实现垄断的核心战略，高度重视专利的技术含量。丽我国企业不注重

对知识产权的尊重，4：注重在现有技术上的改革和创新，只凭“拿来主义”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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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利益，这种短视行为的结果，只能使步步被动，自己的原有市场轻易被跨国

公司占领。DVD专利案提醒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能永远受制于人。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进步表现。

尽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着广泛的深层弊端，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活动

的R益活跃，知识，批权已逐渐被中国政府和食业所重视，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后，涉及我国的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不断上升。从彩电、DVD、无汞电池等专

利纠纷，到丰田诉吉利的商标纠纷，思科诉华为的多项专利纠纷，使中国企业在

专利侵权之痛中受到了更多启发和教育。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程度和一定

范围内有了值得欣慰的进步：

(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已初步启动。

2002年，国家知识，托权局开始酝酿制定知识产权战略。2004年7月，国家

知识产权局向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汇报了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设想，随后知识

产权局将报告报送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给予明确批示。之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20多个部委进行了沟通，就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形成‘致意见。2005年6月

30日，固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l：，研究《制定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领导方案》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纲》等文件，正式启动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1有关人士表明，2008年，制定三年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将正式出台。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初步启动，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

一丝曙光，这一战略如果能有正确、有效的实施，将在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方面

产生深远影响。

(二)企业创新能力增强，部分企业初步形成了自主创新能力。

近年来，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稳步提高，企业创新在国家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逐步增强，中国企业领导对创新越来越重视。部分企业创新文化逐步形成，企业

研发费用占企业全部费用三分之二以上。截至2006年4月，中国企业拥有各类

研发机构476个，拥有各类技术人员161万人，拥有专利数达到30520项，申请

专利数以年均28％的速度递增。2(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

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

部分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通过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形成了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成为国内同行业的带头人，甚至在国际市场

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海尔集团就是依靠自主创新能力而逐步成为中国家电特大

企业。海尔集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企业知识产权和标准化平台的建设。截至2006

年，海尔集团累计申请专利7000多项，在境内注册商标1033个，境外注册商标

’朱江岭、张炳烛：《知识产权保护与战略运用》，海洋H{版社，2006年，第52页

2季晓男：《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与发展规模不适应》，2007年11月3日，“中国CEO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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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7个，拥有中国驰名商标981个。海尔集团通过建立和完善专利与标准预警

机制，海尔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和标准保护体系，并在企业的全球化战略阶段

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海尔发展之快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精神。此外，海尔重视对自

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市场上的侵权行为给予坚决回应，不主张但也不回避诉讼，

有力的遏制了假冒产品对社会的危害。海尔集团的发展，我们深深体会到技术创

新是企业高速、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的基石。

(三)国民知识产权意识开始苏醒，部分企业开始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

益。

中囝入世后所发生的诸如DVD专利侵权案、思科诉华为等一系列围绕知识产

权的案件，给国内企业和国民上了形象的一课，部分企业和困民开始认识到，如

果再不提高知识产权意识，注重知议产权策略，将会给中国氽业和发展带来无法

挽回的巨大损失。

王致和海外商标维权案显示出了这一民营企业在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时的重

视和决一ib。2007年1月25同，王致和集刚就德国欧凯(OKAI)公司恶意抢注其

王致和商标一事向德围法院提起诉讼，并取得了初步胜利。维护了自身的良好声

誉和利益。这一案件也显示出我国部分民营企业已经开始懂得通过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知识产权利益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既有令人忧虑的深层弊端，也有值得欣慰的

可喜进步，我们应该看到，进步是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而弊端在中国具有普遍

性。以王致和案为例，尽管王致和集团表示将以“不惜一切代价，将维权进行到

底"的方式解决案件，但同样遭遇商标侵权的其他几家民营企业如老干妈、洽洽、

今麦郎、白象等却显得格外“低调”。造成这一现象，除诉讼成本高，担心销售

受影响等原因外，民营企业整体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

素。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使中国在TRIPS协议体制下的国际贸易

及其他交往中占据主动地位，需要把这种局部的进步表现转变为普遍性的整体进

步。

第二节从阶段性角度谈对策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很不成熟，自身存在很多弊端，同时又面临发达

国家的“知识霸权”。在此情况下，认真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策，找到灵活处理

TRIPS体制下的不利形势的应对方法已成为迫切而必须的任务。对此学界也进行

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系统的对策意见。主要包括：l、将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到战

略高度，注重对知识产权的统筹管理；2、强调科技投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3、

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4、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等；5、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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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团结，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和运行中掌握更大的

主动权和话语权。学界的这些对策意见目光长远、高屋建瓴，在一定程度上为中

国政府和企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指明了方向。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上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然而中国有着其本身特有的国情和阶段，中国在具体运用上述对策意见时，在向

发达国家学习时，应该十分注意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以下笔者试从阶段性

角度论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制度的阶段性问题。

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其社会发展水平相

当于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状态。然而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中国国内

的知识产权制度却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的立法过程。诚然我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立法的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际压力不无关系，如中

国须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标准”。然而，对国际化潮流的盲目跟从也是

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应从自身的国情出发，特别从经济发展状况、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等方

面考虑，在确定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保护手段时，不宜一味照搬发达国家

知识产权法，而应当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最低保护水平为基准，实现遵循国际

知识产权规范与维护本国利益之间的平衡。我国在今后制定和修改知识产权立法

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在符合国际规则，特别是TRIPS协议的前提下，确保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我国现实国情相结合。(二)从我国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

战略角度考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对我国主权和经济安全的损

害。(三)在保障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知识的合理使用和正常消

费。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固然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有利作用，但也应该看到

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成本。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与国情相适应，否则将

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弊大于利。

二、知识产权战略的阶段性问题。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使本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有

了飞跃性的进步。其先进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实施知

识产权战略时不能只对其经验进行简单移植。如果知识产权战略不顾本国国情，

超越本国发展阶段，则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反而会给国家社会发展带来阻碍

作用。日本在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其实施战略的阶段性策略。

1冯晓青：《南北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失衡及其利益平衡之重构》，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7月，第26卷第

3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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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1

时期 战略 具体内容

20世纪 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

50年代起 技术引进战略 技术创新(改进型创新)

20世纪 以开发基础技术为主振兴国家

80年代起 技术立国战略 (基础技术创新)

知识创造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利用

1992年起 知识产权战略 (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

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时，经济比较落后，开始积极引进技术，希望通

过引进战略来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大量引进欧美各国先

进技术的同时，非常重视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技术创新。20世纪，80

年代后，日本开始实行技术立国的战略，在继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进

一步加强自主开发研究。2可以说，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在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

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企业创新能力还很低，在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时，应准确定位，确立技术引进——创新的战略，在薄弱领域，通过技术引进

进而实现创新；在优势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并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中

国的企业和科研人员应该认识到，现阶段在TRIPS协议的体制下，技术引进无法

再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容易，技术引进受到诸多限制，在引进技术时应注

意策略，避免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造成侵权，受到发达国家的诉讼和制裁。

三、自主创新能力的阶段性问题。

目前，中国技术能力的现状是：中国从事研发活动的人3850万人，占全球

第一位，直接从事研发的人1093，占全球第二位，研发投入总额占全球第六位，

但技术能力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不会一蹴而就，因此，中国的核心专利很少。在

高新技术领域，发达国家的核心专利占90％，中国的技术装备也主要依赖进口。

据相关数据，中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于50％。3

华为是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氽业之一，但其相天负责人在一片内刊文章中却

坦言：“华为在过去十八年罩，虽然将高于10％的销售收入投到研发}：，年投入

额高达70一80亿元，fH迄今为．1卜仍无一项原创性产品发明。与国外对手几十年、

1叶京生：《知识产权制度与战略—它山之石》，立信会计Jq{版，2006年版，第101页
2同一J：

3《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创新需奠定什么基础》一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国家知识
产权局嘲站，http：／／www．sipo．gov．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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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上百年的技术积累相比，中国的食业创新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

进口技术并不可怕，问题是消化和吸收能力太弱，中国注重引进而不注重吸

收，更谈不上再创新。中国大中型企业对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是l：0．5，

而日本、韩国是l：8。日本堪称引进创新的模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小

关哲哉认为，模仿是学习的基础，日本人在模仿和学习他人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基

础上，在世界上创造了许多一流的新产品，录像机、随身听就是范例。再以复印机

为例，同本购买了美国的基本专利，但日本企业并不是简单的“机械”使用专利，

而是不断地进行完善和革新，创造出了诸如双面复印和高清复印等新技术，在世

界上很受欢迎，以致向美国企业“返销’’这些新技术，最后，双方进行复印机技

术的交叉许可贸易，也减少了各自的成本。1

中圈的技术引进策略也应该学习R本经验，中国有广大的科研队伍，中国

在很多领域也有着超越世界水平的骄人成绩，中圜应该有能力在技术引进的基础

上实现创新。中国要加强引进创新能力，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加大技术创

新投入。技术研发活动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投入作基础，否则研发活动很难开展；

其次还需要加强人才投入。科研创新活动离开了人／j。就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另一方面是要增强技术创新意识。企业应有长远眼光，从长远利益考虑，充

分意识到通过技术创新，掌握专利技术对企业的长远生存有羲决定性影响。

中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困家，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作用的WTO

成员国，应该通过多方面努力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强国，掌握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动

权，为世界，。大发展中国家树立良好榜样，并连同其他发展中圈家一起，逐步改

变TRIPS协议下的不公平体制，使表面上的平衡逐步变成实质利益的平衡。

结论皇口◆匕

笔者认为，应该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权衡、

协调来达到实质的利益平衡。否则，对利益的无止境追求和对自由的无限制行使，

将会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和对弱者应有利益的剥夺和滥取，引起社会关系

的失衡，最终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和发展。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也应该体现利益的平衡，这种平衡包括知识产权人私

权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然而，

TRIPS协议这一对国际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却在发达国

家的主导下显失公平，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尖

锐的矛盾。TRIPS协议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用表面上的民主谈

判和协商，建立了由发达国家主导，体现发达国家发展愿望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1《日本知识产权战略落后于欧美的文化原因》，国家知识产权局嘲站，http：／／www．si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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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其国情极不适应的高水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实

质的利益失衡。

从TRIPS协议的实施来看，通过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的维护了发达国家的

垄断利益，发达国家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承担了较少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却牺

牲了其合理使用知识产权的正当利益，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享有较少权利。在知

识经济的当今世界，TRIPS协议的实施无疑扩大了南北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很

难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

步伐，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爆发了公共健康危机，民众的基本生命健康权正在经

受威胁。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TRIPS协议的利益冲突广泛而复杂，在公共健

康领域的矛盾尤其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协调TRIPS协议的利益冲突，进行

了艰难的尝试。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了<<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并就

药品的强制许可问题对TRIPS协议进行了修改。然而，对TRIPS协议细枝末节的

修改和解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失衡状况。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所确定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下的利益冲突的协

调必定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近期措施和长远措施结

合起来，最大限度的减少TRIPS协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文章在协调冲突对策一节，笔者所论述的前三条对策，即为暂时协调冲突

的近期措施，包括：(1)加强团结协作，增强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2)主动

应对发达国家的“知识霸权”；(3)绕开TRIPS协议，寻找新的途径。之所以

称为近期措施或临时措施，是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发展还很落后，政治、

经济、科技实力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加强团结

是因为单个发展中国家力量薄弱，需要联合起来增强实力，以形成可以与发达国

家对抗的力量；主动应对是为了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竞争与

纠纷中的被动位置，以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发达国家的主动进攻；而绕开TRIPS

协议是因为TRIPS协议所达成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利益严重失衡，而改变这一即

成规则几乎没有可能，因此这一对策是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在一定程度和范

围内对TRIPS协议的暂时、有限回避。

然而，发展中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使国际

知识产权制度达到真正利益平衡的目标，却不是以上近期措施所能实现的。利益

冲突的根本协调需要通过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来实现。因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便

成为协调冲突的最终手段。发展中国家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形成自主创新

能力，通过自主知识产权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提高本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摆

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从而最终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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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被动地位，使TRIPS协议下利益的天平不再向发达国家倾斜。然而，这

一目标的达成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实现的，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因此被称

为远期措施，这一远期措施才是从深层协调冲突的根本性措施。

具体到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笔者在此强调的即是阶段性问题。中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也希望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冲突能够得以协调，为此，

我国政府和企业正在或将要寻找对策，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正确认识现阶段发展状况，

从现实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阶段出发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根据唯物辩证法理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是不断转变的。笔者相

信，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不平衡现象终会得以协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终将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

全世界共同发展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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