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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

易继明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引发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暂时的，它实际上加速了本已存在
的“再全球化”进程。疫情引发世界范围内对公众健康、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等公共议

题的关注，也加深了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解，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

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维持之间获得平衡。在后疫情时代的“再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应在以

下几方面更加重视：一是重视生物、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发展，拓宽知识产权保护范

围，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二是维护ＷＩＰＯ和ＷＴＯ／ＴＲＩＰＳ多边机制并推动其改革，推动建立
更加开放、包容和公平的国际知识产权新秩序，以及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

球治理格局；三是利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提供的契机，通过多边、双边、周边和“小多边”

机制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创新和优

化营商环境中的作用，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关键词：新冠疫情　再全球化　新技术　知识产权　全球治理

易继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引言：新冠疫情中的“逆全球化”现象与“再全球化”

２０２０年伊始，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引起了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大讨论。
疫情暴发以来，与全球产业链、人员跨国流动以及文化认同等相伴的，是甚嚣尘上的“逆

全球化”现象，〔１〕也在客观上造成暂时性全球物流、货运、进出口贸易和人员流动停滞等

情况。疫情刺激了大型经济体建立产业链闭环的意愿，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知识产权输

出国，纷纷确认了短时间内重建国内产业链条体系的战略意义。〔２〕 特朗普曾表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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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参见张刚生、严洁：《论美欧发达地区的逆全球化现象》，《国际观察》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２５－１５６页。
参见王阳、姚、张璇：《疫情“蝴蝶效应”加剧 中国应加速全球产业链角色转型》，《参考消息》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第１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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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建立强大国界和繁荣的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３〕 同时，疫情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

生命财产损失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各国都亟待寻找新的路径与解决方案。

追根溯源，“逆全球化”实则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概念，两者为矛盾的统一

体。〔４〕 一方面，全球化确实表现为各国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

同化；另一方面，与上述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这种趋同化与多样化的

典型表现，即是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５〕 近年来，英国脱欧、国际范围内民粹主

义盛行、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上诉机构停摆、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等情况，无

一不是“逆全球化”的体现。在“全球化”主旋律之中，始终有“逆全球化”这一插曲相

伴。不过，此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逆全球化”思潮，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比如，

人们对公众健康的普遍忧虑，使得“逆全球化”思潮超越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界限，在各国

普遍发酵。而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国仍在为全球化积极贡献力量。在本次新冠疫情

防控中，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等都经受住了考验，这也将对今后中国在全

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疫情跨越国境与种族的蔓延，却也为中国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６〕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团结合作

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７〕事实上，病毒的全球化肆虐，揭示的更是人类和病

毒的关系。

自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协定）生效以来，知识产

权就与国际贸易捆绑在一起，全球化成为知识产权的持续动力，也是知识产权价值得以实

践的重要场所。新冠疫情对经济、贸易、科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将直接或者间接传导给

知识产权治理，并与之互动，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挑战与机遇相互交织，构成了新冠疫情的全球化之维。作为疫情最先暴发、最早得到

有效控制的国家，关于中国治理能力的国际舆情走向，也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

地位。对疫情影响下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以及中国如何提高国际影响力等问题作出准确

研判，分析相关国家战略的适应性，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结合新冠疫情分析全

球化走向与知识产权治理，特别是探讨如何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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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Ｐ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ｉｎ
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ｅｎｃ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４，２０２０，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４－２１］。
参见房乐宪：《全球化的多维政治内涵及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６８－７８页。
参见丰子义、杨学功、仰海峰著：《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第２５６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ｋｉｎｄ）的提出，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基本理念在于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意识。这一概念，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大中明确提出；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
合讲话中强调了其基本内涵。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著《党

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６－５９页。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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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是当下的重要议题之一。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动用各种资源确保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
的主导权，反对汉语作为工作语言，压制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议题。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８〕（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孤立中国，并
推动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特朗普上任后退出该协定，转而利用优势地位进行不对称的

谈判，拿到更高的要价，推动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规则的“美国化”。〔９〕 日本进而主导制

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１０〕（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ＰＴＰＰ），构建起仅次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第三大自由
贸易区。日本同时又通过与欧盟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ＪａｐａｎＥ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ＪＥＵＥＰＡ），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圈。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
ＷＴＯ这一多边框架体系之外，又建立起“复边”或称“小多边”机制。人们所说的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搞小圈子”，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进行“小多边”的谈判，绕开 ＷＴＯ，
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自由贸易区或者自由贸易圈。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再全球化”过程中主要有三个重要指向：一是以地缘经济为基

础，兼顾地缘政治需求；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建立符合自身要

求的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三是有的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遏制相关国

家，重塑西方价值观。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联合国大会１９３个成员国通过了一项由墨西哥牵头的决议，要求
各国可以“公平、有效、及时地”获得为防治新冠肺炎而研制的任何疫苗。在新冠疫情肆

虐全球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发出更多的呼吁还是加强全球合作。联合国大会行动的宗旨，

与世界卫生组织、ＷＴＯ、ＷＩＰＯ等国际组织一样，都是在奉行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尽管
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之初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但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之后，一

直都是这些多边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从这一层面上看，中国当前更应该

高举“全球化”大旗，所行者乃“大道”也。

从新冠疫情的国内防控来看，几乎每在同一时点，中国新冠肺炎病例相关数据在数量

上都远远少于美国相关数据。事实上，中国有效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同时

也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这也反映出，我国在以下三个方面比较成功：一是我国制造业

规模大、体系完备，有效地支撑了疫情防控工作。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

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２００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１１〕 二是中央政府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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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于２０１６年２月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１２个成员国代表在新西兰奥克兰签署。
２０１７年１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ＴＰＰ协定。
参见万勇：《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知识产权》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９－２０页。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退出ＴＰＰ协定后，由日本主导的其他１１个国家在原 ＴＰＰ基础上
形成的新自由贸易协定，２０１８年３月签署，１２月３０日生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区人口
规模达５．０５亿人，经济规模达１０．５７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１３．１％。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仅次于欧盟
和北美自贸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体系初步形成。

参见李玉举、程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改革内参（高层报告）》２０２０年第８期，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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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危机中发挥了较大的优势，国家治理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概念的提出，符合世界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理念。一方面，我国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协

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在新型大国关系之后，及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概念，契合了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人类公共健康要旨。另外，中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

对他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做法，与美国“但求自保”“美国优先”等主张形成鲜明的对

比。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合作，而此时特朗普却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两国

态度截然相反。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需要尽快重启，恢复“中国制造”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同

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需求侧跟踪市场相结合，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战“疫”

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合能力经受住了压力测试；然而，中国想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也

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再全球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国，疫情常态防控

和促进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同时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更应慎之又慎。

二　“再全球化”与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再全球化”的动力与路径选择

历史总是呈现为“螺旋式上升”，全球化也不例外。“逆全球化”所“逆”者，乃全球化

所形成的当前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解构，必然伴随着新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逐渐形成，

亦即“再全球化”过程。由此可见，“再全球化”的动力在于全球化进程本身之不可逆，它

是经济、贸易、科技及对外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存在差异的只是路径选择问题。

诚然，现今知识产权领域的两大国际框架体系ＷＴＯ／ＴＲＩＰＳ体系和ＷＩＰＯ体系已无法
有效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众口难调”的局面。ＴＲＩＰＳ协定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早
已在其出台之日即见端倪。作为“一揽子”协议的组成部分，ＴＲＩＰＳ协定并非利益一致的
产物，而是发展中国家为打开国际农产品市场、吸引国外投资、避免贸易制裁而作出的必

要让步。此一时之妥协，即已埋下一定隐患。ＴＲＩＰＳ协定生效以来，“药品鸿沟”“数字鸿
沟”“技术鸿沟”等持续扩大，在“强保护”与“发展议程”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非但未能加深共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１２〕协定的修订也因此长期处于停滞

状态。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加深，其在ＴＲＩＰＳ修订谈判进程中的影响力开
始显现。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推动ＷＴＯ／ＴＲＩＰＳ框架下的公众健
康、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民间文艺及技术转让等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在中国、

南非等国的努力推动下，《ＴＲＩＰＳ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获得通过，确认了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平行进口等措施的
合法性，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药物的能力。

面对ＷＴＯ／ＴＲＩＰＳ框架体系的这种运行状况，美国开始绕开 ＷＴＯ自行其是：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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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议题或者采取某些手段如阻止新法官任命的方式，使

ＷＴＯ陷入停滞；另一方面，利用双边、复边机制转换国际贸易的平台，甚至直接动用“３０１
调查”或者“３３７调查”，采取单边措施给贸易对象国施压。美国的这些做法，自然导致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框架体系式微，乃至出现失灵现象，出现了“后 ＴＲＩＰＳ”时代。但是，“后
ＴＲＩＰＳ”时代是否意味着就此应该抛弃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框架体系呢？答案是否定的。ＷＩＰＯ
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基本内容，而ＴＲＩＰＳ协定则将这些内容与贸易捆绑，成为国际贸易中知
识产权的基础规范和底线要求。尽管ＴＲＩＰＳ协定容易沦为大国博弈的“政策工具”，但坚
守这一多边机制并对其进行发展，仍然是“再全球化”过程的基本路径。

未来ＴＲＩＰＳ协定的调整，大体上会循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延续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
权基本议题；二是与各种“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版本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下称“《美
墨加协定》”）（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ｘｉｃｏＣａｎａｄａ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ＵＳＭＣ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保持良性互动，最终在ＷＴＯ／ＴＲＩＰＳ框架下达
成新的平衡、乃至达成一致。

就第一个方向而言，ＴＲＩＰＳ协定目前面临七个主要议题：〔１３〕（１）公众健康。ＴＲＩＰＳ已
规定强制许可、平行进口等，但在药品出口数量限制、与ＷＩＰＯ和ＷＨＯ的合作等方面，仍
有完善空间。（２）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领域，成员国在避
免生物剽窃、不恰当授予专利权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就实现路径存在一定分歧，其

既包括要求在专利申请资料中披露基因和传统知识来源、建立资源数据库等，也包括拒绝

为生命形式提供专利保护。（３）地理标志。美国和欧盟就保护模式即商标保护模式和专
门保护模式之间存在分歧，同时也在酒类地理标志登记簿的建立、将更高的保护水准适用

于更多类别的产品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理念。（４）非违反之诉。非违反之诉一般适用于
货物贸易或者服务贸易，尚未延伸至知识产权领域。美国和瑞士积极倡导在知识产权领

域适用非违反之诉，维持ＴＲＩＰＳ协定项下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以防止成员国规避义务。但
反对的国家则认为，非违反之诉将会剥夺其合法利用 ＴＲＩＰＳ协定中灵活性条款的权
利。〔１４〕 （５）技术转让。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技术转让是其对知识产权
提供保护的对价。ＴＲＩＰＳ协定将促进技术转让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１５〕并在“过渡性安
排”章节中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应鼓励其领土内的企业和组织，促进和鼓励向最不发达国

家成员转让技术，以使这些成员创立一个良好和可行的技术基础”。〔１６〕 但就目前来看，技

术转让运作机制仍不容乐观，尚需不断推进。（６）最不发达国家。ＴＲＩＰＳ协定为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了过渡期和一定的灵活性。起初，这一过渡期为１０年，后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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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ｔｒｉｐｓ＿ｅ／
ｔｒｉｐｓ＿ｉｓｓｕｅｓ＿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ＩＰＳ）：Ｎｏｎ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ｐｌａｉｎｔｓ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ｍｃ１１＿ｅ／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ｔｅｓ＿ｅ／ｂｆｔｒｉｐｓ＿ｅ．
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ＳｅｅＴＲＩＰＳ，ａｒｔ７．
ＳｅｅＴＲＩＰＳ，ａｒｔ６６，ｐａｒ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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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延期两次，并将于２０２１年截止。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尤为重要的是找出各自的利
益点和需求，以确保合作方提供的帮助既全面又具有针对性。〔１７〕 （７）执法。至于执法方
面，一些发达国家坚持将盗版和假冒视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希望实施更为严格的执法标

准，其努力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在２０２０年２月举办的 ＴＲＩＰＳ理事会上，知识产权
保护对中小企业的意义、版权保护限制之“三步检验法”的灵活性等议题，也相继被引

入。〔１８〕 上述议题及其解决，都将引领ＴＲＩＰＳ协定的新发展。
就第二个方向而言，《美墨加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欧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等有关知识产权的“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条款，包括欧盟相关知识产权指令或者法
律，总体呈现出高标准、高水平和严保护的趋势。在客体方面，气味商标、声音商标、农业

化学物品和未披露数据等被纳入保护范围。在申请条件方面，专利保护的宽限期进一步

放宽，利益的保护更为倾向知识产权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保护期延长、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的加大，主要反映的也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利益。理论上讲，加入此类协议的国家越

多，在ＷＴＯ层面进行全面改动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规则的可能性就小，多层次相互交织的贸易协
定杂糅在一起，造成“意大利面碗”〔１９〕现象。这一现象，虽并非各国所欲，但各国又不得不

接受，这是既有国际秩序失序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也预示着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重

塑。因此，ＴＲＩＰＳ协定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进一步澄清既有规则，在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的同时，引入更多的例外条款，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

与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之间进行平衡，由此构成了ＴＲＩＰＳ协定未
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再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在经济、贸易和技术之外，又给知识产

权治理夹杂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等因素。而新冠疫情提示人们，技术也将与知

识产权与经济发展等产生紧密联系，并进而影响规则制定与社会治理。

１．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
传统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

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而全球化规则的维系主要依靠经济实力。〔２０〕 从运作机制上看，经

济全球化以“中心—外围”这一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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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Ｌ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ｅｄｓ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ｔｒｉｐｓ＿ｅ／ｌｄｃ＿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ＬＤ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ｅ／ｎｅｗｓ２０＿ｅ／ｔｒｉｐ＿０７ｆｅｂ２０＿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２０］。
“意大利面碗”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提出的。这种现象或者效
应所指的是，在双边自贸协定（ＦＴＡ）和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统称特惠贸易协议之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
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随着自贸区激增，区域贸易结盟

导致“意大利面琬”现象日益普遍，导致贸易规则日趋复杂，各种不同的保护措施增多，这对多边贸易体系带来

较大的负面影响。

参见邵宇：《全球化：从１．０版到４．０版》，载潘英丽、冯绍雷主编《全球化的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
换》，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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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是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２１〕 随着以 ＡＩ为代
表的新兴产业对人工劳动的替代，本已凸显的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也日益加深。即便是

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拉大，通过全球化获取超额资产

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逐渐成为对经济全球化所担忧的主体，更加倾向保护

主义。〔２２〕 新冠疫情更是暴露出既有全球化体系的弊端，人们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需求，

正在被国际交往规则公平化诉求所替代。

２．全球健康治理走向规则化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受本次疫情直接冲击的是健康治理体系。全球健康治理缺乏国

际机制保障，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国际保障机制之缺乏，尤其体现在：其一，缺乏国际安全

合作机制，少数国家单方面追求自己的利益，使全球健康治理的路径选择多次以失败而告

终；其二，由于国际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持续博弈，覆盖所有领域的有效机制难以形成；其

三，缺乏对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有约束力的相关机制安排。非政府组织能否发

挥作用，主要取决于捐助者；而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利益集团形式片面追求功利，进而道德

失控，出现了非政府组织的失灵问题。〔２３〕 上述弊端，在疫情中逐渐显露。虽然ＷＨＯ在疫
情信息通报、全球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权威性的缺乏使其难以实现更进一步的统

筹。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冠疫情有望唤起各国民众的危机意识、安全意识与健康意

识，促使国际健康领域政府间开展深入合作，构建相应的问责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常态化运

行机制。

另一个可能的趋势是，健康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价值进一步显现。通过支持健康项

目积累政治声望，改善与他国的关系，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这也将成为国家获取软实力

的重要手段。〔２４〕 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公共健康将成为谈判的重要筹码，对与之相冲突

的私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形成制衡。但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全球健康治理理念的兴

起，也并不排除少数国家可能会出现借“健康治理”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以维护本国产

业利益的情形。〔２５〕

３．多元力量参与全球治理
“再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全球治理力量的多元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国

家正变得越发依赖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这一“社会治理”现象，〔２６〕开始向国际社会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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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王栋、曹德军著：《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４页。
参见张茉楠：《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新一轮全球化走向》，载潘英丽、冯绍雷主编《全球化的未来———中国面临的挑

战与角色转换》，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５页。
参见鲁新、方鹏骞主编：《全球健康治理》，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参见郑晓瑛、韩优莉、Ｉｌｏｎａ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庞丽华、陈功：《全球健康外交：公共卫生全球化和现代外交发展的结合》，
《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５４页。
这一倾向在ＴＰＰ谈判中已经有所显露。ＴＰＰ对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要求旨在通过具有科学依据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来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国标准不一，且缺乏透明度，具有很

好的隐蔽性，往往被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来使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

室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８页。
参见［瑞典］乔恩·皮埃尔、［美］盖伊·彼得斯著：《治理、政治与国家》，唐贤兴、马婷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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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盖茨基金会目前是ＷＨＯ重要资金来源方，对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阿里
巴巴积极呼吁建立“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以促进全球普惠贸易和数字经济增长，孵化新

时代的全球贸易新规则，就是民间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体现。〔２７〕 本次疫情则进一步

见证了全球治理中专家治理和公众治理的深化：前者集中体现为医学、生物学研究领域的

跨国合作；后者则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民营企业的资源调动能力。在众多国家的政府机

构或者政客采取“甩锅”做法之时，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核心的民间外交力量更多

地背负起了将世界各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职能，传达了平等、友爱、团结的价值，有效促进

了国际关系的缓和，树立了国际合作的新典范。〔２８〕 这种现象，预示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

主权淡化的全球化路径，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维系国际关系稳定的正当性基础。〔２９〕

４．国际竞争愈发依赖高新技术
本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利用方面。在中国，大数

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疫情态势研判、精准防控及后续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３０〕 数字技术为政府治理能力持续赋能，并通过数据收集和多场景运用来创造新的价

值。Ｏ２Ｏ递送服务、线上视频及网络生存等数字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维系着疫情期间人
们的正常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反观欧洲国家，数字技术应用相对落后，给人们带来了一

定程度的不便，由此意识到加速经济数字化进程的重要性。〔３１〕 可见，信息技术已使数据

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

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因外贸受阻而损失惨重的现象相反，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以及

中高端制造业，不但未受疫情影响，反而逆势上扬，如医药及医疗器械行业、精密设备机械

制造、网络服务和设备提供行业与现代医疗服务行业等。疫情的出现，不仅凸显了上述高

技术行业的战略意义，还为今后的产业格局调整和短板补齐提供了指引方向。

三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及其理性回归

（一）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博弈

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是疫情防控背后的核心问题。各国都

希望能够率先研制出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疫苗，占据本轮疫情防控的制高点。这不仅能

展示一国的医疗科研能力和水平，更能把握国际关系的主动，为人类健康做出重大贡

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争取早日推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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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３２〕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国如能率先研发出针对新冠病毒

的药物及疫苗，将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重大时刻，极大提升中国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国

际形象及话语权。

本次疫情对于其他医疗大国，也是不可多得的通过药物研发而获得主动权的机会。

２０００年成立的德国生物制药公司 ＣｕｒｅＶａｃ，是 ｍＲＮＡ（信使核糖核酸）技术领域领先的生
物制药公司，其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危急时刻表示，基于ｍＲＮＡ技术的疫苗开发平台，
其有望在几个月内开发出针对新冠病毒的候选疫苗。而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提供资

金，不惜一切代价确保ＣｕｒｅＶａｃ公司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成果独属美国，这也引发了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并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３３〕

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由于大众健康和公共卫生涉及人权、公共利益，也更将涉

及药品专利的私权强保护政策与公共领域的冲突凸显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强保护”与“发展议程”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冲突日益加剧。“全球南北药品专利资源

配置的差别性决定了除药品专利权人和实施主体之间的矛盾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更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３４〕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相关案例来看，实施强制

许可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中国专利法虽设专章规定专利强制许可，

但实践中竟无一例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的案例。“个中原委，外界压力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知识产权制度初创之际，恐强制许可有碍知识产权规则与私权观念之培育，

因而虽制度上留有空间，但实践中却未轻易动用而已。”〔３５〕而“后ＴＲＩＰＳ”时代自由贸易协
定的扩张，进一步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维护公众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食品安全、促进技

术创新和知识传播等诉求，知识产权保护被看作富国的粮食和穷国的毒药，南北矛盾在自

由贸易协定这一领域再次凸显和激化。〔３６〕 “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享有优势的遗传资

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领域，其无形财产权属性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也导

致发展中国家无法遏制‘生物剽窃’等掠夺行为，从而进一步激化南北矛盾。”〔３７〕

可见，创新能力与创新模式竞争，已然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创新型国家有

能力保持其创新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也有权利去选择与谁合作、以何种形式合作，握有非

常大的主动权。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第７３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
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３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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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姣姣：《我国对瑞德西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困境的应对》，《运城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６３页。
易继明：《专利的公共政策———以印度首个专利强制许可案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
第２期，第８１页。
参见杨静：《自由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南北矛盾及其消解》，《知识产权》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第８８－８９页。
易继明、初萌：《后ＴＲＩＰＳ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应对》，《知识产权》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１页。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７３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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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物及疫苗研制，中国在国际博弈中已进退有据，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二）重新审视知识产权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再全球化”改变了全球治理要素的运作机制与互动方式，需要籍此重新审视后疫情

时代知识产权在国际经贸秩序建构及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随着

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智能化的纵深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不降反升，知识产

权的制度理性也将被更充分地挖掘。

１．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战争冲突是

除法。〔３９〕 本次疫情见证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赋能作用，使这一领域的领军企业进一

步走向全球、引领世界。〔４０〕 而企业成功的背后，均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激励与

保护。从产业链角度看，产业链高端的价值往往由品牌、技术和创新所赋予，而品牌、

技术和创新也正是使企业及其产品具有需求不可替代性，形成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

论是高质量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即便后疫情时代各国开启产业链本土化建设，由于

知识产权形成的比较优势所具有的垄断与不可替代性，对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来说，

所面临的冲击要小得多。诸如华为之类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打压之下依然能够挺

住，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在技术进步的乘法效应之下，没有国家甘心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

势地位。〔４１〕 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实则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竞争，包括未来国家治理

能力的提升，依然仰赖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数据统筹和分析能力的提高，这也将是我们持续

思考和关注的议题。

２．知识产权工具论将继续维持
从ＴＲＩＰＳ协定达成开始，其就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平衡的工具。疫情期间，中美经贸高

级别领导人之间通话，中美磋商持续。〔４２〕 知识产权问题虽然被外媒认为是中美贸易的核

心问题，〔４３〕但实际上它首先是中国打开国门的前提。我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除了国

内市场需求之外，直接目的是平衡对美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进口。美国以知识产权为由遏

制中国，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其知识产权工具主义的认知取向。〔４４〕 伴随着中美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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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在价值论背后，知识产权工具论是主流。即“事后来看，引入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加入和融入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是符合中国长

远利益的”。〔４５〕

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和经济社会高质量需求的提升，知识产权价值的内在认同

感逐步加深，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得以贯彻。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创新及知识产权保护

是其内在的动力、支撑与运行机理。习近平主席提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的理念”；〔４６〕“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４７〕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运用

知识产权工具论时，也应该意识到，知识产权是现代财产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最大的激励。

３．知识产权壁垒将持续塑造国际贸易关系
新冠疫情已推动并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均衡化发展。美国提出退出 ＷＨＯ，

但美国即便正式退出ＷＨＯ之后，其可能也仍将寻求“小圈子”合作模式。而且，有可能对
“小圈子”之外的其他国家建立更高的知识产权壁垒。从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态势和历

史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将不断推动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塑造新的贸易壁垒，以维

护国际竞争优势。这是美国一贯采取的措施。客观地说，美国这一举措的效果是明显的，

《美墨加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即《中美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就是典型。对于一向注重实用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必然不会弃用知识产

权这枚重要的棋子；而作为全球创新大国，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持续吸引力并不会因疫情而

消退。因此，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向高水平演进的态势不会改变。一国境内的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也将持续影响其国际形象。

４．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回归理性
新冠疫情也有望使知识产权制度回归理性，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总体上

讲，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从ＷＩＰＯ向ＷＴＯ的平台转移，削弱了发展
中国家的话语权；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超大贸易区在强化

执法程序、执法标准的同时，在维持公众健康和营养、公有领域保留、促进公共利益等

方面仅作概括性、宣示性规定，无从落实。〔４８〕 而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有望扭

转这一趋势：危及人类生存权的基因保护、关怀公众健康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等，

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议程。例如，加拿大在疫情期间对专利

法强制许可制度作出修改，专利局局长可依据卫生部长的申请，授权加拿大政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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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个人或团体制造、销售专利产品，以应对公共危机事件。〔４９〕 疫情之下，共享理念被

唤醒。“知识产权公开承诺”项目的发起者就认为，在危机时期，知识产权制度的成本可

能远远超过收益，因此倡导知识产权持有人授予免费和临时许可。〔５０〕 无独有偶，企业、科

研机构共享知识产权的实践也不断展开。〔５１〕 对知识产权可及性、知识产权与人权平衡的

强调，将促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回归理性，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参与。事实

上，保护创新和促进信息共享，一直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两项重要目标；两者相辅相成，方能

体现制度之理性。

（三）后疫情时代国际知识产权新格局

当今美国“一超”，欧盟和日本“多强”的专利格局，〔５２〕能够直接映射到整个知识产权

领域即形成“一超多强”的知识产权国际格局。新冠疫情也不会冲击这一基本格局，美国

超强的霸主地位一时难以撼动。不过，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更为直接，也会

间接地影响知识产权的国际格局和治理体系。基辛格就曾断言，“新冠疫情将永久改变

世界格局。”〔５３〕的确，本次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各国的实际表现不仅反映一国治

理能力的高低和制度的优越性，更直接影响着其未来的国际地位。总体上讲，后疫情时代

的世界格局会呈现多极化、均衡化，我国未来国际战略的调整也需要立足这一背景。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预测，其一是全球健康治理理念的兴起，它会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

多话语权，促进国际合作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其二也与中美两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有

关。一国在国际行动中的声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化解疫情的能力及对国际疫情

缓解所做的贡献。美国方面，除了治理能力因不受控制的国内疫情传播状况而受到诟病

之外，在国际层面表现出的推卸责任、对弱国援助不力等做法，尤其是宣布退出世界卫生

组织的举动，更加深了各国对其国际形象的质疑。中国在疫情的国内控制方面成果显著，

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展开了实质性努力，尽显大国风范。

至于在世界格局的塑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的中美关系，其发展态势也不容乐观。两

国在知识产权之争、贸易之争、产业之争与制度之争中的格局未变，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间

接为其他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提供机会，客观上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均衡化和公平化

的方向发展。

四　结　论

新冠疫情到底改变了什么？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角度观察，在结构上似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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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质性改变，只是加速了本已存在的格局变迁。世界仍然在大合唱，“逆全球化”只

是一个插曲，其不过是加剧了本已在进行中的“再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将世界贸易及知

识产权的多边体制所面临的危机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疫情引发的几点变化，仍值得人

们去关注与探讨。

第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战胜新冠疫

情的不仅是医生、医学、医疗设备、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５４〕

等信息技术构成重要的技术支撑。事实上，随着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发展及其相应

业态的变化，传统知识产权理论亟待创新，也亟待立法加以回应。新技术拓展了知识产权

保护范围，专利客体逐步突破天然物质、生物、生命体及抽象思维产品或者技术的范畴，呈

现出开放与扩张的趋势。〔５５〕 “泛娱乐”发展修正着版权的观念，商业标识已经从文字、

图形、颜色转向声音、气味等及其各种组合。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如何保护、人工智能

的创作物，其是否构成版权意义上的作品以及如何有效保护商业模式创新等，成为法律

领域的新议题。无论如何，为了适应高新技术发展，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客体

范围，吸引更多的全球创新要素集聚中国市场，支撑并促进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

业的发展壮大。

第二，新冠疫情深化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理性认知，意识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保障

公众健康、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等方面，本身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平衡和运行逻辑，这有利

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多边框架内达成新的平衡。中国应借此发挥自身作

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身份，推动ＷＴＯ改革，并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
球治理格局。诚然，美国将会通过单边、双边和小多边机制持续地对ＷＴＯ／ＴＲＩＰＳ多边框
架体系施压和挑战，中国应该意识到这一局面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坚持维护多边

机制，并从本国利益出发与其周旋，建立起跨部门合作的不公平贸易应对机制；对涉及知

识产权的不公平行为及时启动相应的调查与磋商，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同时，中国需要

基于自身的地缘经济基础建立起伙伴关系，例如加强与 ＣＰＴＴＰ成员国的沟通，并在条件
具备时加入这一协定。我们可以通过“四边”（双边、小多边、周边、多边）机制扩大“朋友

圈”。另外，应该充分意识到，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它不仅只

是为了履行国际义务，而更是国家走向强大的根本保障：制造业立国，知识产权强国；知识

产权强，国家方真正强大。因此，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知识产权能够服务于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才是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第三，美国在疫情中的“甩锅”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加深了盟友的疑虑，全球“一超

多强”知识产权格局中的“多强”（欧盟、日本等）也在增强自主性，这给中国开展知识

产权多元合作带来机遇。在知识产权相关议题中，美国和欧盟之间本来就已存在一定

的分歧，例如作为新型工业化国家，美国强调地理标志采取商标保护模式，而法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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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等欧盟国家则从保护传统农业优势角度强调专门立法保护，随着欧美互信降低，欧

盟更加有意愿走出美国影响力的辐射范围，寻求自我拓展的自治空间。借助疫情防控

的合作与援助，中国可以更好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大国外交应该具有包容性，平台转换

和多元合作机制是一种重要的外交途径。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中国与德国、欧盟正式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该协定谈判于

２０１１年启动，共历时８年。２０１９年底，中欧双方宣布结束谈判。该协定包括十四条和
七个附录，主要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等内容。根据协定，纳入

协定的地理标志将享受高水平保护，并可使用双方的地理标志官方标志等。协定附录

共纳入双方各２７５个地理标志产品，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该协定的签署也
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欧盟的合作。〔５６〕

如上提及，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日本建立起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同盟，完成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

治的基本构筑。中国一方面要透过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亚洲三边局”专利合作

等机制，推动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与东盟的合作，

消解ＣＰＴＴＰ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塑造和巩固我国周边的地缘经济基础。〔５７〕 需要特别注
意的现象是，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消息，东盟已超过美国，于２０１９年成为我国第二
大贸易伙伴。〔５８〕 客观上，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东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

地区之一，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知识产权合作，通过转移转化、审查

合作、培训交流等建立技术性纽带，推动知识产权规则朝着平衡、普惠、包容的方向

发展。

第四，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建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适时调整了社会治理手段

和宏观政策方向，开始着力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疫情防控期间，中国适时

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该意见

进一步释放出了“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建立健

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５９〕“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等信号，明确了要“加快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６０〕 后疫情时代，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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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参见央视网：《中欧正式签署地理标志协定 三大亮点引人关注》，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９／１６／
ＡＲＴＩｗＨｇ２ＴｇｓＱｐｉＡＢＢｙＰＧｕＬｔｓ２００９１６．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９－１６］。
《亚太知识产权２０２０年度报告》显示，在专利、商标、域名领域，亚洲已成为全球创新枢纽。ｈｔｔｐ：／／ｉｔ．ｇｍｗ．ｃｎ／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９５２０６２．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２０１９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位次发生变化，东盟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
伙伴仍是欧盟，２０１９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４．８６万亿元，增长８％；对东盟进出口４．４３万亿元，增长１４．１％；对美
国进出口３．７３万亿元，下降１０．７％。日本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９年我国对日本进出口２．１７万亿元，增
长０．４％。参见董小迪：《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ｔｘｔ／２０２０－０１／１４／ｃｏｎ
ｔｅｎｔ＿７５６１１４８９．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２２］。
参见刘翔峰：《探索生产要素配置规律，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向》，《改革内参·高层报告》２０２０年第１０
期，第３６－３９页。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０－０５／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１２６９６．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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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的支撑，需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便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

环境。新冠疫情加速了“再全球化”过程，压缩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间和空间，但只

要秉承“知识产权强国”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在促进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和

鼓励创新方面的基础作用，善用知识产权规则，中国就能够在未来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

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为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贡献力量。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８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美网络空间治
理比较研究”（１８ＪＺＤ０４０）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ｔ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ｈａｓａｒｏｕｓ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ｕｂ
ｌ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Ｉｔｈａｓａｌｓｏｄｅｅｐｅｎ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ｈｅｌ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ｓｔｒｉｋｅ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ｒｅ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ａｔｔａ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ｒｏａｄｅ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ｏ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ｕｐｈｏｌｄＷＩＰＯａｎｄｔｈｅ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ｅｍｂｒａｃｅ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ｄｅｒｔｈａｔｉｓｍｏｒｅｏｐｅｎ，ｍｏｒ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ｒ；ｔｈｉｒｄｌｙ，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ｏｓｔ
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
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ｏ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Ｐ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ＰＲ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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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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