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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中的论坛选择政策研究：

历史、策略与哲学


刘银良

　　内容提要：为追求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保护始终处于扩张之中。

美国不断追逐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

易组织和最近的《反假冒贸易协议》，采取的论坛选择策略包括论坛加入或退出、论坛转移

和新论坛构建等，意图在于把不断提高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实质地延伸至全球领域。为支

持其论坛选择政策，美国交互采取单边、双边和多边贸易措施，包括“特别 ３０１”、自由贸易协

议和 ＷＴＯ的争端解决机制。持续推动美国域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力量来自其跨国公司，支

撑其论坛选择政策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历程及其论坛选择

政策的考察，有助于人们认识知识产权全球化的实质，正视其内在冲突，把握其合理方向，理

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应是一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无条件延伸，从而有助于我国吸收相关经

验与教训，在知识产权对外交往中采取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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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立法权，“保证作者和发明者在一定时间内就其作品和发现分别

享有独占权，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１〕 此即美国专利法和版权法的宪法依据，被

称为“知识产权条款”。１７９０年美国分别通过第一部联邦专利法和版权法，开始知识产权制

度构建。迄今约２２０年间，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绵延不绝，逐渐成为强国之本。伴随国内知识

产权制度建设，美国也逐渐重视域外知识产权保护。自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参与

专利国际保护体系，但它参与版权国际保护体系则基本始于１９５０年代。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初它又把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相联系，积极推进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于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促成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建立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等签

署。伴随其域外知识产权扩张，美国的知识产权强国地位得以奠定，率先完成从工业经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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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转变。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美国又成功推动《反假冒贸易协议》（ＡＣＴＡ）谈判和签署。

在美国寻求域外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尤其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降的快速扩张时代，

有很多历史事件值得回顾，也有很多现象值得探究。本文将通过梳理美国的相关国际论坛

选择行为，揭示它所惯用的域外知识产权扩张策略及其背后的哲学支撑。回顾性的历史研

究或可帮助人们认识美国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目的和策略，进而厘清知识产权全球化

的合理性与内在问题。本文第一至第三部分将主要按照历史顺序，梳理美国在域外知识产

权扩张过程中的国际论坛选择行为，然后阐述它所实施的论坛操纵政策及其背后起支撑作

用的国家行为哲学。

一　从 ＵＮＥＳＣＯ到 ＷＩＰＯ：论坛的选择与转移

美国专利法自１８６１年就开始为外国人在美国申请专利和保护专利权提供国民待遇，此

举吸引了众多外国发明家到美国从事发明创造，促进了美国科技发展。〔２〕１８７３年维也纳举

办国际博览会，当时奥匈帝国专利法规定外国人要在奥国获得专利，需在本地生产其产品，

美国认为此规定“极为荒唐”，并且美国的发明人由于担心其发明在展会期间得不到保护而

不愿参会。〔３〕奥国为此通过特别法，对参加展会的发明和商标等提供临时保护。１８８３年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下称“巴黎公约”）签署，在该公约生效三年后即１８８７年，美国选

择加入该公约，开始参与专利国际保护事务。

与专利保护快速国际化相反，美国对于外国人的版权（著作权）保护一直持保守做法。

美国１７９０年版权法规定，该法不禁止在美国重印外国人在国外写作、印制或出版的任何地

图或书籍作品等。〔４〕该情形持续约一个世纪，直到美国于 １８９１年通过“国际版权法”，才对

外国人的作品提供有条件的保护，条件包括该外国也为美国人的作品提供对等保护，且作品

需在美国出版和印刷，并于出版日前向国会图书馆提供印制样书等。〔５〕外国人的作品需在

美国印制才可享有版权的规定被称为“印制条款”。它作为美国版权法的一个特色，是专为

维护美国印刷业利益而设，持续近百年，直到１９８６年美国决定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

尼公约》（下称“伯尔尼公约”）才被废止。〔６〕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美国可能已经忘记它对

奥匈帝国专利法关于本地制造规定的“极为荒唐”的评价。即使美国版权局注册官员也曾

认为，在版权国际保护方面，美国的做法体现了“智力上的短视、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狭隘

的自我经济利益”。〔７〕当然它也体现出一种虚伪主义。〔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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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７９０－１８９１年期间，美国大肆盗印英、法、德等国家的作者创作的作品，其中尤以英

国人的作品受盗版侵犯最为严重。英国著名作家查理·狄更斯因不堪作品在美国被广泛盗

印，曾于１８３７年游说美国要求其尊重外国作者的权利，呼吁美国国会立法制止盗版行为，最

后却失望而归。〔９〕而１８９１年后，由于印制条款、对等保护和及时报送样书等苛刻要求，外国

人的作品事实上也难以在美国获得版权保护。尽管美国存在广泛的盗版行为，欧洲一些国

家曾拒绝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如英国版权委员会认为，不管其他国家如何，英国版权法需坚

持正确的原则，故不考虑报复美国的盗版行为。〔１０〕法国走的更远，拿破仑三世曾于 １８５２年

发布命令，规定不论作者国籍和作品首次出版地为何，法国都对所有外国人的作品提供保

护，相应的盗版行为在法国可构成犯罪。〔１１〕这些做法与 １９８４后美国动辄适用“特别 ３０１条

款”制裁它认为不能充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伯尔尼公约》于 １８８６年签署，于次年生效。依据该公约，版权属于自动产生，其享有

不附任何前提条件。〔１２〕由于其版权法对于外国作品的特别规定等，美国长期游离在《伯尔尼

公约》之外。“二战”后，美国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工业、文学和艺术中心。由于认识到

长期脱离国际版权保护环境可能为美国带来负面影响，降低其国际影响，因此为维护它在国

际贸易中的版权利益，美国也希望逐渐融入国际版权保护体系。但当时它还不能加入《伯

尔尼公约》，因此从１９４０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选择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以推

动《世界版权公约》制订。该公约基本属《伯尔尼公约》和《泛美版权公约》或美国版权法的

折衷，为作者提供弱于《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恰是美国为争取其国际地位、维护其版权利益

所需要的。〔１３〕在ＵＮＥＳＣＯ主持下，《世界版权公约》于１９５２年签署，于１９５５年生效，ＵＮＥＳＣＯ

遂成为美国直接参与版权国际事务的国际论坛。可把美国支持 ＵＮＥＳＣＯ以达成《世界版权

公约》视为其实施国际论坛选择的起点。〔１４〕

然而，美国对于 ＵＮＥＳＣＯ的热情并未持续太久。伴随“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国家

独立运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版权事务，但其出发点主要是为更好地维护本国国民受

教育的权利，使其更容易地获取有益信息和图书资料。发展中国家把 ＵＮＳＥＣＯ作为平台，

发起“新世界信息秩序”运动，向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版权保护体系提出挑战，要求修改

公约规定。为方便图书进口等目的，《伯尔尼公约》的部分成员国试图脱离该公约而加入

《世界版权公约》。美国虽然不是《伯尔尼公约》成员国，但对此种行为感到不满，担心它会

影响美国的版权利益。１９８０年代初，在综合评估多方面的因素后，美国认为 ＵＮＥＳＣＯ已属

于具有“严重政治化问题”的国际论坛，〔１５〕它将难以继续在该组织有效维护其版权利益，遂

于１９８４年底退出该组织，也不再向它提供资金支持。〔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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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动退出某国际机构的做法并未为国际法或国际惯例所禁止，但美国作为联合国

主要成员，它主动退出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的做法仍属较为少见的行为。美国敢为天下先，

为本国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对 ＵＮＥＳＣＯ先恭后弃，其行为可被视为该国在知识产权域外

保护领域实施的第一个回合国际论坛选择。其后，美国认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或

可成为维护其知识产权利益的国际论坛，逐渐把活动重心转移至此。

ＷＩＰＯ的历史可上溯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各自的国际局

于１８９３年合并成为“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在发展中国家接连崛起的历史大背景

下，经过公约等成员国长期磋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于 １９６７年签署，于 １９７０年

生效，ＷＩＰＯ依约成立，并于１９７４年成为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联合国机构，〔１７〕并在１９７０

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性国际论坛。在成为联合国机构前，ＷＩＰＯ及其

前身基本由欧洲国家控制。美国只加入《巴黎公约》而未加入《伯尔尼公约》，在 １９８０年代

前并未成为 ＷＩＰＯ的主导力量。在退出 ＵＮＥＳＣＯ前后，美国认识到为保证其国际贸易中的

版权利益，《伯尔尼公约》应是主要舞台，就开始积极参与 ＷＩＰＯ进程。ＷＩＰＯ也认识到美国

的参与和支持对于维护其地位的重要性，也积极配合美国的要求，尽力使其发展项目与美国

利益相一致，还为之提供辅助性研究项目。双方投桃报李，美国在 ＷＩＰＯ的地位迅速提高，

已在较大程度上主导着 ＷＩＰＯ的发展动向和活动。〔１８〕

然而，若从美国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角度看，ＷＩＰＯ的优势也同时孕育着不足。ＷＩＰＯ

属联合国机构，除贯彻本机构宗旨以实现本机构目标外，还需遵守联合国的相关目标及管理

规定，如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化以及文化、科技和商业领域的发展能

力。这些目标或项目可能绵延很长时间，如 ＷＩＰＯ于２００７年通过的“发展议程”即可视为其

发展目标的延续。〔１９〕与此相关，在 ＷＩＰＯ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占据多数，而每个国家拥有同

样的投票权，因此在决议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优势，这与联合国多数机构（如世界卫生组

织）基本一致。并且和在 ＵＮＥＳＣＯ一样，随着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的觉醒，它们也逐渐联合

起来，积极主张发展、减贫、公共健康等基本人权议题，以对抗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诉求。这

些因素相结合，就可能有效阻遏美国推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议程，甚至使之变得实质不

能。因此，ＷＩＰＯ的知识产权保护议程常陷入两大集团的无尽争论中，也因而难以满足美国

对于高水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需求。〔２０〕

更为重要的是，ＷＩＰＯ虽然管理着二十多个国际公约，但这些公约却没有强制性条款，

也缺乏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并没有足够的可执行性，ＷＩＰＯ也缺乏相应的强制性争端

解决权威。针对相关争议，ＷＩＰＯ更倾向于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然而如此处理可能导致冲

突被掩盖，因为它们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美国跨国公司代表曾明确表示，没有执行力的条

约毫无用处。〔２１〕

由此可知，美国对于 ＷＩＰＯ的关注，开始就注定具有过渡性质。它在 ＷＩＰＯ找不到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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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国际法机制以保障其知识产权利益，也没有可能集结足够的成员国以构成多数，但它却

要面对联合国机构需要坚持的原则（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维系平衡），而这些原

则对于美国而言可在关键时刻成为掣肘。例如，虽然 ＷＩＰＯ曾长期执行亲美政策，但当其时

任总干事为谋求连任时就不得不在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平衡。高水

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美国希望的，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不赞成，其

他发达国家也没有足够热心，解决方案被搁置，美国也逐渐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像独行客，在

ＷＩＰＯ几乎处于“被隔离”状态。〔２２〕对于 ＷＩＰＯ的这些特点，美国在选择它作为倚重的知识产

权国际保护论坛时就应当认识到。随着时光推移，美国逐渐对 ＷＩＰＯ失去信心，认为在维护

其需要的高水平知识产权方面，它不再是可信赖论坛。〔２３〕

综上，美国在退出 ＵＮＥＳＣＯ后，先是选择 ＷＩＰＯ作为域外知识产权扩张的国际阵地，但

由于看不到成功的机会，就逐渐远离它。美国这次并没有退出 ＷＩＰＯ，是源于它认为 ＷＩＰＯ

仍有用途。与美国再次实施阵地转移相对应，ＷＩＰＯ也从知识产权领域唯一重要的国际论

坛看到权力旁落。其时任总干事为此表示不满，认为美国新选择的舞台即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ＧＡＴＴ）并非合适的国际组织。美国谈判代表反唇相讥，说总干事看到确立知识产权标

准的权力被一个非国际组织拿走，这可能让他感到屈辱。〔２４〕

二　从 ＧＡＴＴ铸造 ＷＴＯ：知识产权全球化论坛的构建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或８０年代初，美国就开始在 ＷＩＰＯ之外寻求构建新的知识产权

国际论坛的可行性。这次它把目光放到了 ＧＡＴＴ，希望在其框架下，签署涵盖知识产权的多

边贸易协定，从而使ＧＡＴＴ成为容易控制的知识产权论坛。ＧＡＴＴ原本是为关税与国际贸易

议题而设置，在最初五轮谈判中仅涉及关税减让，但随着国际社会发展，它也开始关注其他

相关议题，如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等各回合的议题多是由美国提出并实质推动。〔２５〕

然而，在 ＧＡＴＴ是否应纳入知识产权议题方面，在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存在不同观点。美国极力主张在下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中纳入知识产权内容。之所以如

此急切，是因为美国在退出 ＵＮＥＳＣＯ和发现 ＷＩＰＯ难以操纵后，意识到可选择的知识产权国

际论坛已经不多，ＧＡＴＴ无疑是一个优选。这有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方面的理由。〔２６〕ＧＡＴＴ

非属联合国系统，不受联合国政策和规则制约，并且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实质控制。如果发

达国家达成一致，就基本可使一项议题获得通过———知识产权更是如此，因为此时发展中国

家尚未真正了解知识产权的本质和相关法律后果。〔２７〕美国主张，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有一

定关系，不尊重知识产权可能损及国际贸易，因此需把知识产权纳入谈判议程。在该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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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推广过程中，美国的跨国公司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２８〕

该提议受到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印度和巴西认为，ＧＡＴＴ的基本目标

在于通过关税减让等措施促进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作为垄断性的产权制度，宗旨恰与贸易

自由化原则相悖，它如何能够纳入该体系？它们主张知识产权问题应留给 ＷＩＰＯ解决，而知

识产权与贸易的关系问题则属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职责范畴。这种反对理由难以反

驳。美国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逆转发展中国家的对抗，遂采取联合欧洲和日本等主

要发达国家、分化和击破反对派等策略，最终使谈判按照其设定方向演进。〔２９〕

美国首先说服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赞成其主张，其中欧洲最为重要，一旦欧洲赞成，日

本基本持跟随态度。但当时欧洲和日本对此议题并不热心，它们更多地偏重于中间道路。

为避免美国在谈判中再次陷入孤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的建议，美国的跨国

公司团体通过其欧洲和日本同行分别向其政府发起游说活动，呼吁支持美国的动议。幕后

活动全部由美国的跨国公司团体负责完成，包括由其组成的行业协会或专门机构，它们涉及

的产业与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事务密切相关。其中，行业协会包括由美国版权产业组成的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ＩＩＰＡ），而全程参与支持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专门机构则是于 １９８６年

成立的“知识产权委员会”（ＩＰＣ）。作为专门的知识产权游说机构，“知识产权委员会”负责

推动知识产权谈判事务，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一切必要的技术和法律文本支持。

在说服欧洲和日本同行参与行动要求其政府支持美国方面，“知识产权委员会”短期内

就取得成功。它利用未来经济目标的宏大叙事绘制了一幅绚丽的知识产权贸易发展画卷，

要求欧洲和日本同行联合起来，一起控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它们都接受了“知识产

权委员会”劝告，分别要求其政府（在欧洲为欧共体）支持在谈判中加入知识产权议题，尽管

此时日本企业正处于其美国同行的知识产权阻击战中。〔３０〕美、欧、日的商业公司联盟还发布

联合声明，为谈判中的知识产权议题确定基本框架，该框架及其原则后来成为 ＴＲＩＰＳ的基

础。〔３１〕因此有评论认为，为知识产权全球化奠定基础规则的 ＴＲＩＰＳ，实质是由美国的１２个跨

国公司推动产生。〔３２〕

为什么欧共体和日本的商界肯接受“知识产权委员会”劝告，积极游说其政府支持美国

呢？有研究者认为，它们也许认为在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方面虽然不能与美国平分秋色，但至

少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３３〕至于其他发达国家，如当时被称为“知识产权之友”的一些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瑞士和北欧诸国，可能有多种考虑。如澳大利亚曾倾向认为，经过发展它将

成为“聪明国家”，从而成为知识产权出口国，而非一直停留在知识产权进口国阶段；并且，

政府也乐意相信产业界提供的夸大的侵权数据，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其知识产权的侵犯

已经对其经济带来较大损失。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乃使澳大利亚等成为美国方案的跟随

者。〔３４〕然而其后的发展却证明，在美国主导制定的规则下，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此种想象中的超越发展机会并不当然存在。例如 ＴＲＩＰＳ实施已逾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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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澳大利亚是否已成为知识产权净出口国？显然现有数据并不支持肯定的结论。〔３５〕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很多参与 ＧＡＴＴ谈判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曾经因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力而饱受美国贸易制裁之苦。美国１９８４年贸易法

实施后的第一起“特别３０１”行动，实施对象就是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也曾有类似经历。发

展中国家同样是美国强权贸易制裁措施的受害者，如巴西、阿根廷、印度、泰国以及当时的新

加坡和韩国。〔３６〕当美国提议在 ＧＡＴＴ框架下把知识产权议题纳入多边贸易协议时，其他国

家可能设想这意味着以后知识产权争端将在多边环境下解决，并且情愿认为这或许比在双

边环境下直接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更好承受，也可能有更多回旋余地。对于此种单方面的

理解，美国予以鼓励。但其后历史又证明这些国家的想法多么幼稚，因为美国从未打算要放

弃单边制裁措施，取而代之，美国更希望通过交互使用单边、双边和多边措施的形式，使其知

识产权利益最大化。因此无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还是在ＴＲＩＰＳ实施后，美国都未曾放弃

把“３０１条款”作为单边贸易制裁的工具。〔３７〕例如，直到 ２０１０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在发

布“特别３０１”调查报告，对很多国家的知识产权状况甚至科技促进政策做出妄自评价。〔３８〕

针对拒绝知识产权议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和印度等领头者，美国采取分而击之

的策略，在瓦解由它们领导的发展中国家同盟之后，充分运用单边贸易措施，使各国分别就

范。在前期，美国应用较多的单边措施为“关税普惠制”，在后期则主要是“３０１条款”（包括

“特别３０１”等），二者的有效结合充分体现了美国近 ３０年来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对外

贸易政策。〔３９〕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期间，美国共对巴西发起３次“特别３０１”行动，通过实施单边

贸易惩罚措施迫使巴西就范，既按照美国要求修订其专利法，又不再反对加入知识产权议

题。随后印度也不得不被动跟随。因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咄咄逼人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已位居劣势，难以扭转被动局面。

美国率领欧、日和加拿大组成“四国小组”，使之成为谈判中坚。通过分解并各个击破

策略，美国基本瓦解和清除了反对知识产权议题的障碍，因此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依

然反对纳入知识产权议题，但已难成大碍。在长达 ７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中，针对知识产权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在“知识产权委员会”全程支持下，美国基本

主导着谈判进程。它以本国为中心，把参与谈判的国家分为不同组别，充分运用各种谈判技

巧和策略，一方面尽力避免各方（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在细枝末节上争论，从而把重点放在

原则性框架的设置上，另一方面又通过精明的条款安排，把关注的内容纳入协议文本中。〔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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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据 ＷＩＰＯ统计，就 ＰＣＴ申请（专利的国际申请）而言，来自澳大利亚的申请在国际上的排名，１９９５年为第 ９名，２００９
年降为第１４名。在２００９年 ＰＣＴ申请的全球 ５０强公司中，没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公司。在 ２００９年依据马德里体系
提交的商标国际注册的全球５０强公司中，也没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公司。ＷＩＰＯ，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０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ＰＯ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９４１，２０１０；ＷＩＰ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ＰＣＴ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１９８５－１９９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ｉｐｓｔａｔｓ／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ｃ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８８－１０７．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ｐ．１９４．有研究者把“特别３０１条款”称为“双边措施”，似有不妥。因为是否把他国列入观察名单并采
取特别３０１行动仅由美国政府决定，而它在决定前并不需要与该措施的被施加方磋商以达成一致，尽管在实践中美
国政府通常会发起此类磋商以避免贸易战。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８６－９０．
例如，该报告对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做出负面评价，认为它“可能不公平地让美国的权利人处于不利地位”。

ＵＳＴＲ，２０１０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Ａｐｒｉｌ３０，２０１０，ｐｐ．１９－２３．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８５－９０．
关于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叙述，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１０８－１４９；ＰｅｔｅｒＫ．Ｙｕ，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４６Ｈｏｕｓ．Ｌ．Ｒｅｖ．９７９，９８２－９９２（２００９）。



ＧＡＴＴ秘书处密切配合谈判进程，甚至 ＷＩＰＯ也积极配合，为谈判提供相关资料。美国

原打算在完全抛开 ＷＩＰＯ的基础上制定全新的知识产权协议，但时任 ＴＲＩＰＳ谈判小组主席

认为这样做可能会让众多具有敌意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在 ＷＩＰＯ，从而不利于知识产权事务

开展。在美国改变看法后，ＷＩＰＯ得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ＧＡＴＴ相关会议，而在每次会议后该

小组主席都与 ＷＩＰＯ时任总干事讨论相关问题。表面上的尊重显然有助于化解怨气，总干

事此时看起来已经对 ＧＡＴＴ攫取其知识产权议事权不再耿耿于怀，也似乎已忘记他对 ＧＡＴＴ

属非合适的国际组织的评论。〔４１〕

乌拉圭回合谈判时间长，成果也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建立 ＷＴＯ、更新争端解决机制和通

过 ＴＲＩＰＳ。该协议设置了知识产权全球化的基本框架，涉及范畴广泛，除包括传统的知识产

权外，还包括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新兴知识产权形式（其权利多为发达国家

拥有）。它以最低标准的形式要求 ＷＴＯ成员完善其知识产权制度，并且可利用有效的争端

解决机制维护该框架标准。这种全面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属美国商业公司此前所

难以想象的突破性成就，因为知识产权毕竟属于垄断，而多边贸易协议主要关注贸易自由

化，二者可有深层次的冲突。使它们在 ＷＴＯ框架内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协调”，的确需要高

超的国际谈判技术和坚实的单边或双边贸易制裁力量。〔４２〕这两者美国都具有。因此从美国

利益角度看，尽管其商界对于ＴＲＩＰＳ赋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过渡期耿耿于怀，对

协议文本的缺陷也批评不讳，但无论如何该回合谈判的完成都是美国了不起的成就。〔４３〕

藉由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的力量，一个新的知识产权全球化时代得以来临。美国的知识产权

立法标准被实质地延伸至域外以至于世界各地，从而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贸易（以

及贸易制裁）全球化的载体，全面冲击既存国际贸易秩序和经济格局，使各种利益得以重新

配置。可认为，随着 ＧＡＴＴ脱胎换骨地成为 ＷＴＯ，一个全新且权威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得

以构建，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保护也由此飞跃至全球化阶段。

三　《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知识产权实施论坛的构建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就其域外知识产权利益保护而言，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行业

协会）似乎没有满意过，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新疆界的努力也从未停止。在其要求和推动下，

美国政府作为其代理人，交替运用多种贸易措施，要求其他国家为其知识产权提供满意的保

护。可以理解，美国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是其域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国内知识产权制度

的扩张也因而成为域外知识产权扩张的理由和基础，ＴＲＩＰＳ文本的形成充分说明了这点。

然而从跨国公司视角看，ＴＲＩＰＳ尚有缺陷，因此它们在 ＴＲＩＰＳ生效后继续寻求如何在其基础

上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此即“ＴＲＩＰＳ＋”或称“超 ＴＲＩＰＳ”保护的动力。

１９９５年后，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 ＷＴＯ。这与它具有高

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关，也与美国咄咄逼人的多方位出击有关。在继续积极运用单边措施

如“特别３０１”调查和双边措施如自由贸易协议的同时，美国也在 ＷＴＯ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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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１９５－１９６．
例如，美国医药产业和电影产业等，都对 ＴＲＩＰＳ文本表示出不满，认为它具有严重缺陷。ＩＰＣ和 ＩＩＰＡ也对该文本提
出批评。参见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ｐ．１４７－１４８。



多个成员提起诉讼。据统计，从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１０年间，在 ＷＴＯ就违反 ＴＲＩＰＳ而诉诸争端解

决机制的案件共有２９件，其中美国作为起诉人的就占１７件，被诉成员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阿根廷、巴西和中国，也包括在乌拉圭回合中紧随其后的传统贸易盟友如日本、加拿

大和欧共体或其成员国。〔４４〕在美国的多种贸易措施压制下，ＷＴＯ成员分别通过修改法律等

形式，实质地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使之至少与 ＴＲＩＰＳ规定的最低标准一致，从而为美

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提供了广泛的制度基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 ＴＲＩＰＳ实施 １０年后，

美国逐渐感觉到 ＷＴＯ这个曾有效维持其知识产权利益的全球化论坛，已变得难以控制。

这是因为，在美国多样化的谈判策略诱导下，虽然成员最终通过 ＴＲＩＰＳ文本，但原有分

歧并未就此消除。在 ＷＴＯ，一方面是美国大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其他成员达到 ＴＲＩＰＳ

或 ＴＲＩＰＳ＋要求，另一方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地主张本国利益，其中涉及发展、

减贫和公共健康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在以本国的发展利益为代价给

予付出后，本希望看到 ＷＴＯ作为相对公平的世界贸易舞台为其发展和公共利益服务，但却

发现它远不如预期，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就知识产权等议题实施的压制措施更为积极。在

印度和巴西等引领下，发展中国家为共同的利益诉求逐渐联合起来，发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

益的声音，其最为显著的成果就是于２００１年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 ＴＲＩＰＳ协议和公共健

康的多哈宣言》。〔４５〕

另一方面，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实施状况越发不满，认为它

没能满足 ＴＲＩＰＳ要求。然而当它们提议 ＴＲＩＰＳ理事会评估成员知识产权实施情形时，却遭

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反对。不仅如此，秘鲁等发展中国家还提议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防止“生物海盗”等议题，以维护遗传资源较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发达国家对

此议题却不感兴趣。２００６年的 ＴＲＩＰＳ会议明确体现了 ＷＴＯ成员在知识产权实施等议题上

的广泛分歧。〔４６〕争议和利益分歧堆积在一起，与之相关的涉及程序或实质问题的争论持续

激烈，相关日程变得缓慢。在美国眼里，ＷＴＯ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像 ＷＩＰＯ。看到其历经曲折

构筑而成的 ＷＴＯ论坛逐渐为发展中国家占据要津，反而不如其前身 ＧＡＴＴ可操控，美国或

产生“被围城”和权力旁落的危机感。依照其惯有策略，美国遂开始探寻新的国际论坛的可

能性。

依然活跃在美国国会山和 ＷＴＯ等国际论坛周围的跨国公司或其游说顾问，对于发展

中国家的表现以及 ＷＴＯ的现状，表现出同样甚至更大的不满。它们本来就对 ＴＲＩＰＳ心存

芥蒂，现在看到即使此框架也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就开始考虑如何构建新的阵地。这与 ２０

年前它们开始关注 ＧＡＴＴ时基本一致，只不过当时是试图改造 ＧＡＴＴ，而现在是希冀筹划新

论坛。在它们的积极要求、推动和支持下，新一轮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论坛构建得以实施，此

即持续数年的《反假冒贸易协议》（ＡＣＴＡ）谈判。

由此观之，《反假冒贸易协议》其实是ＴＲＩＰＳ的延续。在跨国公司眼里，ＴＲＩＰＳ所未竟的

任务仍然需要完成，这自然成为《反假冒贸易协议》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认为，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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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在 ＷＴＯ涉及 ＴＲＩＰＳ的争端案件中，第一起案件就是美国诉日本（ＷＴ／ＤＳ２８）。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ｄｉｓｐｕ＿ｅ／ｄｉｓｐｕ＿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ＷＴ／ＭＩＮ（０１）／ＤＥＣ／２，２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１．
ＩＣＴＳＤ，ＴＲＩＰ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ＦａｌｌＡｐａｒｔＯｖｅ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２００６，ａｔｈｔｔｐ：／／ｉｃｔｓｄ．ｏｒｇ／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７４３５／，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ＴＲＩＰＳ规定的实施措施并不足以保证知识产权法得以充分实施，这也应是《反假冒贸易协

议》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历史经常在重演，尤其是受同样的利益集团驱使，并被同样的谈

判发起者所主导的谈判进程。所不同的是，在吸取ＴＲＩＰ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教训后，美国决

定采取不同的论坛构筑策略，即不再把可能反对基本谈判文本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谈判伙伴，

而是把游戏规则的制定主要限定在发达国家之间。〔４７〕

日本和美国曾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分别提出签署反对假冒和盗版的多边协议设想。〔４８〕日本

原打算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为平台谈判该协议，但美国倾向构建新的论坛，它告

诫日本利用现有国际论坛并非好事。显然在与国际论坛交往中，美国有更多的经验，其中包

括它先后在 ＵＮＥＳＣＯ、ＷＩＰＯ和 ＷＴＯ的遭遇。其后欧盟、加拿大和瑞士参与磋商。《反假冒

贸易协议》谈判于２００８年正式开始。在较长时期内，谈判文本都未对公众公开。人们对它

可能不当限制公众自由获取信息以及可能侵犯隐私权等提出批评。美国“电子前沿基金

会”（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曾为此提起诉讼，要求公布谈判文本。美国部分国会议

员也要求政府部门公布相关文本。欧洲议会曾于２００９年３月通过决议，要求代表欧盟参与

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公布谈判文本。〔４９〕谈判方共进行了 １１轮谈判，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在东京达

成最终协议文本，该文本其后公布供公众评论和谈判方签署。〔５０〕

与 ＴＲＩＰＳ谈判相比，除谈判文本保密外，《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还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这主要体现在谈判主导方对于谈判参与方的高度选择性方面。谈判发起者包括美国和日

本，主要参与者包括属发达国家集团的欧盟（同时代表其成员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阿联酋和约旦参与了开始阶段的谈判，其后退出。韩国、新加坡、墨西哥和摩洛

哥于后期加入。这些国家多与美国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受美国制

约，在谈判中难有实质独立诉求，主要是跟随者角色。因此虽然看起来《反假冒贸易协议》

谈判有发展中国家参与，但它们并未有代表意义，或说只有点缀作用，让《反假冒贸易协议》

被批评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时有所遮挡。有报道称巴西曾表示有兴趣加入该谈判，但却一直

没有得到积极回应。〔５１〕德国曾于谈判初期建议欧盟委员会邀请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参

与，但该建议被否决。〔５２〕这意味着《反假冒贸易协议》的谈判圈子此时并不欢迎真正的发展

中国家代表加入，因为它们可能会扰乱既定谈判进程。

这些现象显示美国充分吸收了 ＴＲＩＰＳ谈判的教训，避免在协议文本形成过程中出现太

多争论，从而既影响谈判效率，又会使发达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如希望早日达成协议）对发

展中国家做出太多让步。国际知识产权联盟（ＩＩＰＡ）领导人曾声明，《反假冒贸易协议》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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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在 ＴＲＩＰＳ谈判前夕，发展中国家曾担心被排除在谈判过程之外，这种担心在 ＡＣＴＡ谈判中得以成真。ＰｅｔｅｒＫ．Ｙｕ，
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ｐ．９８９－９９０。
Ｍａｒｇｏｔ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３４ＹａｌｅＪ．Ｉｎｔ’ｌ
Ｌ．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１（２００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ｌａｙ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７＿ＴＡ
（２０１０）００５８，ｐａｒａｓ．１－５．
对于 ＡＣＴＡ谈判历史的描述，可参见 ＥｍｉｌｙＡｙｏｏｂ，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８
ＣａｒｄｏｚｏＡｒｔｓ＆Ｅｎｔ．Ｌ．Ｊ．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２（２０１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ｅｉｓｔ，ＡＣＴＡＵｐｄａｔｅ：Ｎｅｗ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Ｎｅｗ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ｅｉｓｔ．ｃ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４０９２／１２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６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ｎ
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ＥＸＰＯ／Ｂ／ＩＮＴＡ／２００８／１３，Ｍａｙ２００８，ｐｐ．３０－３１．



标就是针对当今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达成一个野心勃勃的协议，此目标“不能因增加的缔约

国或者为匆忙结束谈判而有所牺牲”。〔５３〕尽管发达国家之间就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多方面的

分歧（如是否应涉及地理标志等），但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水平等方面，它们却有基

本一致的利益诉求。在共同需求指引下，达成协议文本的机会以及各方为此付出的对价，可

能要比在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情形下少得多。由此即可理解为什么《反假冒贸易协议》谈

判始终在回避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

但另一方面，《反假冒贸易协议》的有效实施却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参与。与谈判阶段极

力避免发展中国家参与正相反，在协议实施后，《反假冒贸易协议》会鼓励甚至要求发展中

国家参与进来。例如，促成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就是《反假冒贸易协议》的

目标之一。〔５４〕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要加入《反假冒贸易协议》，前提一定是它们的知识产权

保护和实施能够满足其规定。因此《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知识产权实施标准的过程：作为贸易的或称政治的圈套，一旦它制作

完成并实施，发达国家就会运用必要的单边、双边或多边手段，驱使发展中国家进入圈套。

正是认识到《反假冒贸易协议》可能危及其利益，〔５５〕发展中国家对《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

一直持有足够戒备，中国和印度在 ＷＴＯ分别就该谈判另行开辟论坛表达关注与批评，得到

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５６〕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反假冒贸易协议》在东京开始签署，至 ２０１２年 １月底，绝大多数谈判方

（包括美、日、欧盟及其多数成员国）已经完成签署。依照《反假冒贸易协议》规定，该协议将

在得到６个缔约方批准后１个月生效。如果它将于不远的未来生效实施，则一个新的知识

产权国际论坛在短期内就得以建成。在 ＷＩＰＯ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大权旁落之后，ＷＴＯ

于２０１０年初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相似的命运。针对美国舍近求远谈判《反假冒贸易协议》的

游击策略，欧洲议会曾通过决议从两方面加以谴责：第一，对谈判成员的算计性选择；第二，

试图构建新的国际论坛，而非选择构建良好且能够为公众提供信息和咨询的国际组织，如

ＷＩＰＯ和 ＷＴＯ。〔５７〕

如同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谈判一样，在背后推动和支持美国政府发起《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

的力量，依然是美国的商业公司及其行业协会组织，如美国录音产业协会（ＲＩＡＡ）和美国医

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ＰｈＲＭＡ）等曾通过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机构发布公开信的形式

支持该谈判，并提出激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建议。〔５８〕美国政府在要求严格保密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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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ＥｒｉｃＨ．Ｓｍｉｔｈ（ＩＩＰ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ＵＳＴＲ：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Ｍａｒｃｈ２１，
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ｉｐａ．ｃｏｍ／ｐｄｆ／ＩＩＰＡＡＣＴ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ＵＳＴＲｆｉｎａｌ０３２１２００８．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ｎ
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ｐ．２５．
例如有研究者把 ＡＣＴＡ称为是 ＴＲＩＰＳ＋＋的保护水平，即在 ＴＲＩＰＳ＋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参见 ＳｕｓａｎＫ．Ｓｅｌｌ，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ＰＵｐｗａｒｄＲａｔｃｈｅｔ，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ｉｒａｃ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ｌａｙ，Ｊｕｎｅ９，２００８，转引自
Ｍａｒｇｏｔ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ｐｐ．２４９－２５０。
ＷＴＯ，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ｂ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ａｌｋ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ｏｎｌｉｆｅ，８ａｎｄ９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ｅ／
ｎｅｗｓ１０＿ｅ／ｔｒｉｐ＿０８ｊｕｎ１０＿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ｌａｙ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７＿ＴＡ
（２０１０）００５８，ｐａｒａ．６．
ＪａｍｅｓＬｏｖｅ，ＲＩＡＡ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ＣＴＡ，２６Ｊｕｎｅ２００８，ａｔｈｔｔｐ：／／ｋｅ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１９０／１；Ｊａｍｅｓ
Ｌｏｖｅ，ＰｈＲＭ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ｔｏＵＳＴＲｏｎＡＣＴＡ，９Ｊｕｌｙ２００８，ａｔｈｔｔｐ：／／ｋｅ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１９３／１，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１年１１日１６日。



也让其代表得知谈判文本。可以理解，《反假冒贸易协议》实质上仍然是美国知识产权制度

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因此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保护在步入全球化 １５年后，又将开辟新的

历史阶段。

四　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中的论坛选择策略分析

在本文语境下，论坛选择是指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事务中，一国为优化或最大化其知识

产权利益，选择性地加入、退出、规避、构建或转移相关知识产权国际论坛的策略或行为。论

坛加入或退出是指选择加入或退出某知识产权国际论坛。论坛规避是指在相关国际法框架

下，一国虽有义务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但它却基于本国利益考虑，拒绝加入相关国际论坛并

承担国际责任。论坛构建是指另行构建新的国际论坛。〔５９〕论坛转移是指，一国认为某国际

论坛已不能保证其利益最大化，乃把重点转移至其他论坛，其中包括在不退出某国际论坛的

情形下把重点转移至其他论坛。〔６０〕这些不同的论坛选择过程可交叉发生，如在某国际论坛

的退出或转移，可同时伴随加入或构建另一论坛。所有这些操纵或运用知识产权国际论坛

的策略，都可视为论坛选择政策的运用。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论坛在前期主要是 ＷＩＰＯ的前身即“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

和 ＵＮＥＳＣＯ（主要涉及版权），当今主要是 ＷＩＰＯ和 ＷＴＯ，将来也可能包括《反假冒贸易协
议》。通过对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历史的考察，可知在此前一个多世纪，尤其是在此前 ６０

余年间，美国的论坛选择政策若隐若现，绵延至今。在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美国选择及时加入

《巴黎公约》而长期规避《伯尔尼公约》（直到１９８９年才加入）；〔６１〕它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选
择支持 ＵＮＥＳＣＯ，推动《世界版权公约》签署，后又于１９８４年退出；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美国主要依托 ＷＩＰＯ推进其域外知识产权保护，１９９５年后又把重点转
向 ＷＴＯ；进入２１世纪，它又引领发达国家集团成功构建新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反假冒贸

易协议》。〔６２〕

美国在知识产权国际论坛间的频繁选择，毫无疑问是为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它在逾

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选择不加入《伯尔尼公约》，是为方便本国出版商复制他国作品，并维护

本国印刷商的利益。它之所以选择加入 ＵＮＥＳＣＯ，为的是在国际版权论坛享有话语权，进而
维护国际贸易中的版权利益。进入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美国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获得空

前发展，域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其利益愈发重要，它借助 ＷＩＰＯ平台开始知识产权国际化阶
段。为使知识产权保护延伸至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新形式，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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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坛构建相关的概念还有论坛增殖。它是指在现有论坛的框架中增设知识产权议题，从而使涉及知识产权议题

的国际论坛增加。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ＢＤ）等国际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等国际机构对于知识产权
议题的涉及，就实质增加了当今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ＰｅｔｅｒＫ．Ｙｕ，ＡＴａｌｅｏｆＴｗ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３５ＯｈｉｏＮ．
Ｕ．Ｌ．Ｒｅｖ．４６５（２００９）。
也有研究者把论坛转移等称为“体制转移”。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Ｒ．Ｈｅｌｆ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ｅｗ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ｐｐ．１３－１８。
在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美国的国际论坛规避行为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美国至今选择不加入 ＣＢＤ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京都议定书》，以避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在文化领域，美国也不是《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的成员国。

有趣的是，有研究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运用论坛选择策略，如在 ＣＢＤ、ＷＨＯ和人权组织等讨论知识产权议
题，以制约 ＴＲＩＰＳ的影响等。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Ｒ．Ｈｅｌｆ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ｅｗ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ｐｐ．５３－６３．



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知识产权有效实施，维护国际贸易中的美国利益，它遂推动在乌拉圭

回合中加入知识产权议题，促成 ＴＲＩＰＳ签署，使 ＷＴＯ成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为

完善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海关监管，严格知识产权刑事责任，美国继续推动

《反假冒贸协议》的谈判与签署。透过现象，可知在美国绵延的国际知识产权论坛选择背

后，蕴含的皆是其知识产权利益：它作为驱动力，在持续推动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扩张，维系

着其国际论坛选择政策。

在美国运作知识产权国际论坛的行为中，既有对论坛的主动选择和创新性构建，也有它

主动退出和转移相关论坛的情形，并且它退出或转移相关国际论坛的行为多是不得已而为

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随着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的觉醒，它们不再对发达国家言听计

从，而更为关注本国公民受教育和自由获取信息等权利，ＵＮＥＳＣＯ也因而成为多数国家维护

其文化和教育事业权益的国际舞台，至今已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领域成绩斐然。在发展中国家包围下，美国难以追求其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认为该组织已

有严重政治倾向，遂决定撤出该国际论坛。它在 ＷＩＰＯ的遭遇与此基本相似：构成多数的发

展中国家认识到团结一致的力量，它们积极探讨知识产权与发展的关系，支持 ＷＩＰＯ的发展

议程，逐渐成为美国扩张域外知识产权利益的掣肘，使其不可随欲而为。其他发达国家的策

略亦各有侧重，美国难以获得其全力支持。最后在无奈中，美国开始考虑新的国际论坛。与

对待 ＵＮＥＳＣＯ的做法不同，美国并没有退出 ＷＩＰＯ，而只是构筑新的国际论坛加以倚重。事
实上它也不可能退出 ＷＩＰＯ，因为其是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在其平台上聚

集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完全抛开它可能激怒发展中国家，使之成为反对美国知识产权议题的

根据地，因而不利于美国域外知识产权保护。〔６３〕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在 ＷＴＯ汇合，人权、发

展和公共健康等议题渐上日程，美国越发感受到发展中国家成为维护其知识产权利益最大

化的制约，并且该制约无可消除。美国不得不再次考虑阵地转移，构筑没有发展中国家实质

参与的国际论坛。《反假冒贸易协议》———但美国仍会继续把 ＷＴＯ作为重要论坛使用，《反
假冒贸易协议》也或可被视为其框架下的一项诸边协议。

历史似乎经常在重复，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选择策略是如此，其论坛转换的原因和

每次转换后的结果也是如此。这指示着，一方面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总是在积极追

求其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寻求最适宜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总

会随后联合起来，以有效维护本国利益。伴随着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就表现为虽然美国的论

坛选择策略绵延不绝，时常使用，但在一定时期后它都需要做战略性撤退或转移。在美国积

极的论坛选择政策背后，是跨国公司的全力推动和支持。这在 ＴＲＩＰＳ谈判中体现地尤为明

显。从谈判目标的提出，到谈判盟友的动员与协调，再到谈判资料的准备和谈判框架文本的

拟定，都有跨国公司的全面参与。在乌拉圭回合中，美国的 ＩＰＣ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

１２个跨国公司的力量，为知识产权全球化奠定基本规则框架，其影响力足令所有国家或国

际组织侧目。有研究者为此揶揄，在由 ＩＰＣ提出的基础框架文件和 ＴＲＩＰＳ谈判文本之间具
有如此高的相似性，以至于人们会问它们是否出自同一支笔。〔６４〕由此观之，美国的跨国公司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国会的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它也可以通过美国政府，在很大程

度上支配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的制定。在美国的国际知识产权论坛选择中，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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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其跨国公司的国际代言人。这体现了资本的力量，也可由此解释在其他国家较为少

见，但在美国却较为普遍的“旋转门政府”机制，即直接连结跨国公司高管与美国政府高官

的人事跨越制度。〔６５〕

据此即可理解，由美国发起和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化运动，其实是美国国内立法的实质

延伸。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反假冒贸易协议》实质是美国试图在 ＷＩＰＯ和 ＷＴＯ之外扩张

其知识产权利益的多边立法行为。〔６６〕美国《优化知识产权资源和组织法》（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ｃｔ）和《反假冒贸易协议》交叉的立法和谈判

历史，也可推知这点。达成《反假冒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具有“政策洗

钱”的意义，即《反假冒贸易协议》反过来可以漂白该法，使倍受批评的美国国内知识产权立

法正当化。〔６７〕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看似例外的情形。在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ＷＩＰＯ成员国磋商数

字版权条约过程中，虽然美国及其跨国公司也深度参与，但最后达成的《ＷＩＰＯ版权条约》

（ＷＣＴ）和《ＷＩＰＯ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ＷＰＰＴ）却并没有为数字环境下的版权和邻接权提

供更高水平的保护。据分析，原因之一是美国的网景和太阳微系统等公司结成联盟，以维护

公共利益之名，援引合理使用条款，努力阻止为数字版权设置更高的保护标准。〔６８〕这也从反

面证明美国的跨国公司影响国际立法的力量。

美国近年来的域外知识产权保护及贸易制裁史表明，它在运用多种贸易措施以维护域

外知识产权利益方面得心应手，其中包括交叉使用各种措施。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为推动

ＴＲＩＰＳ谈判，它不惜利用特别 ３０１条款迫使巴西就范，从而扫清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障

碍。反过来，美国也经常利用多边措施促使对手在双边对峙中屈服，如利用 ＷＴＯ的争端解

决机制促使日本就录音制品版权保护问题进行磋商。这表明，为保证其域外知识产权利益

最大化，美国从不考虑对方是否其传统的贸易或政治盟友。不能有效维护美国知识产权利

益者必被起诉或制裁，似乎是美国域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判断之一。

五　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的哲学

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以行为的可行与实用以及结果的有效等作为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

标准。它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兴起，在美国持续繁荣逾半个世纪，后虽于 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

因欧洲分析哲学传入而有所衰减，但又于８０、９０年代以新实用主义之名得以复兴，表明它在

美国文化中的强大生命力。〔６９〕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理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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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０－
２１页。
Ｍａｒｇｏｔ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ｐ．２５０．
Ｍａｒｇｏｔ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ｐｐ．２４７－２５６．其
实 ＡＣＴＡ的达成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也有类似意义。欧盟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刑事措施立法（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ｉｍｅｄａｔ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２００６）１６８ｆｉｎａｌ）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一直处于停顿状态，那么通过 ＡＣＴＡ谈判及其实施或可绕过阻挠重重的欧洲
议会，在更大范围内为欧盟各国设置国际法责任。

ＳｕｓａｎＫ．Ｓｅ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ｐｐ．１８０－１８１．
ＤａｖｉｄＡ．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６７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８８－１０７
（１９８０）；王元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新析》，载《南开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盛宁：《传统与现状：对美国实用主义的
再审视》，载《美国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陈亚军：《新实用主义：美国哲学的新希望？》，载《哲学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钱满素：《作为美国民族精神的实用主义》，载《社会科学论坛》１９９９年第９－１０期。



如说是对美国社会实践方法加以归纳和系统阐释的理论，在美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被誉

为贯穿美国文化传统、体现美国精神的特征。〔７０〕 有美国研究者认为，实用主义自然地源于

美国的社会实践，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主题，并且在 ２０世纪“几乎是美国的官方哲
学”。〔７１〕也有中国研究者认为，实用主义是支撑美国对外交往战略的哲学理念，全面体现在

美国的国际危机事务处理中。〔７２〕 在美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实用主义哲学也有充分体

现。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工具主义理性也成为论证和判决知识产权案件的

理由。〔７３〕

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域外延伸也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
当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悄然兴起之时，恰逢美国拓展域外专利保护之机。此后一个多世纪，

在与多个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交往中，无论是先支持 ＵＮＥＳＣＯ然后退出，还是在 ＷＩＰＯ完成过
渡后转移至 ＷＴＯ，或者从头构建《反假冒贸易协议》，美国的论坛选择都充分体现出实用主
义的价值判断，最终目的都是为最大限度地维护知识产权利益。若考虑到，无论是国内知识

产权制度的超越发展，还是域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扩张，皆由跨国公司所推动和主导，就更能

对其实用主义哲学有清晰理解，从而知晓资本操纵法律或规则的力量，无论国内与国际

皆然。

然而，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构建并不遵循与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相同的法理和逻辑。

就美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而言，在宪法知识产权条款的工具主义理性指引下，一方面其专利

法和版权法等可以不断提高保护水平，而另一方面，成熟的联邦法院司法机制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公共利益，制约知识产权的过度扩张。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却

难以遵循相同逻辑，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最大化主义者主导着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的制定和实施，而本国的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目标。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反假冒

贸易协议》体现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最大化主义，剥夺了发展中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机会。〔７４〕事实上，在现行知识产权国际法体系中，并没有充足的、可依赖

的知识产权扩张制衡机制，可援引的条约内容主要包括 ＴＲＩＰＳ的“目标”与“原则”两个软性
条款以及其他条约的相关规定。〔７５〕

经济学家诺斯曾论证民主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产权效率。〔７６〕知识产权法研究者德霍斯

评论认为，产权效率最大化需满足三个条件：（１）代表，即所有相关利益均需在谈判中得以
代表；（２）知情，即所有谈判参与方需知晓关于各种解决方案的后果的所有信息；（３）非支
配，即任何谈判方均不得以各种手段压制他方。〔７７〕这三个条件可分别称为民主参与、充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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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平等磋商。然而正如研究者所揭示的，在 ＴＲＩＰＳ谈判中这三个条件都不能得到保

证。〔７８〕显然在《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中它们更得不到满足。虽然《反假冒贸易协议》的设

计者即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清楚地认识到，未来该协议的有效执行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参

与，但在谈判阶段它们却一直刻意避免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一些参与《反假冒贸易协

议》谈判的中间型国家多基于其与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跟随美国，基本处于被支配

地位。由此可知，无论是 ＴＲＩＰＳ还是《反假冒贸易协议》，都不可能是公平的、能够有效规制

产权配置和应用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阿克顿曾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也是如

此：如果没有必要的力量能够制约规则的制定方，则由其制定的规则多是权力滥用的结果。

ＴＲＩＰＳ谈判主要由美国的跨国公司推动，并由其国际代言人即美国政府主导，相关制约力量

已被它分解和各个击破。而在制衡机制缺乏的前提下，由跨国公司所推动制定的知识产权

规则，就缺乏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合理性，因此它不仅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批评，也受到

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团体的质疑与批评。〔７９〕只是美国交替运用多种贸易制裁措施，才得以压

制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不满。

在其实用主义官方哲学指引下，每当美国在国际论坛遇到阻力而致其知识产权利益最

大化目标不能实现，它就可能开始寻求其他可行的国际论坛。伴随其国际论坛选择政策的

持续实施，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保护也得以扩张至全球范围：然而在此过程中，其知识产权

国际论坛的选择策略也逐渐超越实用主义的合理性，而步入机会主义的范畴。这与美国在

其他国际关系事务中经常采取的原则相一致。〔８０〕例如有评论认为：“无论承认与否，在美国

的外交政策中，一直都存在着实用主义倾向，而这种实用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带有

比较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８１〕

更进一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进知识产权高标准的行为，乃属于知识产权全球化

中的强权主义。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国际间事务应属各国之平等协商事项，然而在 ＴＲＩＰＳ

和《反假冒贸易协议》谈判中，美国并非诉诸平等、协商和互利的国际规则制定机制，而是先

依照自己的意志提出规则，并与其他发达国家先达成协议框架，然后再通过“由上而下”的

规则制作模式，促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并在必要时运用贸易措施迫使其接受。这显然背离了

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因而损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法理基础，并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六　结　语

综上，在美国大力推动的知识产权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主导的单极趋势较为明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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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ＰＳ到《反假冒贸易协议》，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扩张行为已实质地突破了以平等为基础、

以对话为机制的国际规则构建机制。为掩盖其单极趋势，且保证措施的可行，美国多引导欧

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一起行动，以对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但相关规则的制定和程

序的设定实质上仍属美国主导。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所受利益侵害较为严重。美国引导其

他发达国家先行一步，事先设置好游戏规则（ＴＲＩＰＳ和《反假冒贸易协议》皆如此），发展中

国家作为后来者并无制订规则的话语权，只能亦步亦趋，甚至顾不上计算本国知识产权制度

的成本与收益。相应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出现质疑知识产权过高保护

的声音，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它们已成为制约知识产权过度扩张的力量。〔８２〕

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在放慢，如同它们在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因此从长远来

看，它们的知识产权创新及产业未必能够持续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尽管

还有不少科技创新和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但总体上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美国等发达国

家当今所极力主张的知识产权高水平保护，或许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就成为发展中国家

所拥护的事情。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开展科技和产业创

新，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也增强知识产权领域的比较优势，并且在知识产权对外交往

中，通过吸收他国的经验与教训，采取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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