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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WTO的技术贸易关联问题及挑战对策 

庞跃辉 

(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1) 

摘要：国际技术贸易是推动现代世界经贸发展的一个内在需求，也是促进产业调整、产品升级的一个 巨大动力。我国加 

入 WTO之后，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会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正是从技术贸易壁垒协议、技术标 

准与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交流与合作、“绿色”条款等方面，较深入地分析论述了国际技术贸易发展态势和 WTO技术贸易 

相关原则；并针对我国在技术贸易中存在的四大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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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ints l lated to Technical Trade of W TO 

and Countermeasures to M eet the Challenges 

PANG Yue-hul 

(Chongq／．g Adm／n／arat／ve College， D 400041，China) 

Allstra~：Internationaltechnicaltradeis aninner needto promotethe development ofthe contemporaryworld economy andtrade and also 

a great iIl to further 8djustment ofindustries and upo~ ng ofproducts．After Chinajoim the WTO，it will inevitably have new opportuni— 

ties for development and at the 8tulle time e~ tex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echnical廿ading field．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dis· 

cIlsses in a relatively deep way the situation ofinternational technic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e WTO technical trade 

born the aSp~"U$0fthe technical trade[~TiPX asretml~t，technical standards＆ trade，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technical exchan 

and coopelatioi'!and“green”texms，and puts forwazd a proposal offive measuI to solve the four major problems。that existed in the field 0f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trade in China．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三大支柱之一的 WTO，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WTO的规则除适用于 

货物贸易外，还适用于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国际 

技术贸易是推动现代世界经贸发展的内在需求，也 

是促进产业调整、产品升级的巨大动力。我国加入 

WTO之后，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同时也会面临严峻挑战。 
一

、 WTO的技术贸易关联及主要特征 

(一)wro通过缔约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对技术贸 

易实施鼓励 

针对技术贸易的特殊性和一定的隐蔽性，WTO 

制订了有关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其主要内容有：(1) 

总则。规定术语含义和协议适用范围。(2)技术条 

例和标准。各缔约方中央政府机构应确保在制订、 

采纳和实施技术条例时不给国际贸易制造障碍，并 

在这方面向它国提供最优惠国待遇；各缔约方在制 

订技术条例或标准时应采用现有的国际标准；各缔 

约方应保证其参加的区域标准化机构遵守上述规 

定。(3)符合技术条例和标准的规定。各缔约方应 

确保中央政府机构对其它缔约方境内生产的产品按 

协议规定的程序、手续、待遇等方式进行。(4)证书 

制度。各缔约方应参加国际证书制度，并保证其境 

内属于国际法或区域性证书制度的有关机构遵守有 

关规定。WTO关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协议，对鼓励各 

成员国开展技术贸易有重要作用。其最主要体现在 

于明确了作为一种非关税措施的技术贸易壁垒，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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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确保技术条例和标准的方法不会给国际贸易造成 

不必要的障碍，不得作为对具有同样情况的国家的 

歧视，也不得作为对于国际技术贸易活动的隐蔽限 

制的手段。 

(-~-)wro通过制订有关技术标准明确技术贸易 

的相关原则 

由于技术贸易的复杂性和动态性，WTO认为技 

术规定和工业标准至关重要，不过各国情况千差万 

别，这些标准可能被作为保护主义的借口，成为贸易 

障碍。WTO通过制订技术标准明确技术贸易的相关 

原则：(1)为了人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 ，为了保护环 

境，或者为了符合消费者的其它利益，其技术规定、 

标准、检验和证书程序不制造不必要的障碍。(2)用 

来确定某项产品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的程序必须公正 

平衡，阻止任何给予国内生产的产品不公平利益的 

方法。(3)鼓励各国认同相互的检验程序，这样才能 

看出被评估的产品是否符合进口国家的标准。(4) 

制造商和出口商需要了解未来市场的最新标准，而 

为了确保得到这种情报，所有 WTO成员政府必须设 

立国家询问站。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它 

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保护人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 

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最终促进国际贸易发 

展。另一方面，在于依托国际技术标准和证书制度 

来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国际技术交流 

与合作，积极推动 WTO目标的实现。 

(．Z-)w'ro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明确技术贸易成果 

的合法转让 

发明者或创造者有权阻止他人使用他们的发 

明、设计或其它创造。这些权利通称为知识产权。 

WTO制订了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该协议广泛适用 

的范围主要涉及五个问题：(1)该贸易体制的基本原 

则和其它国际知识产权协议应如何适用；(2)对知识 

产权应如何给予适当保护；(3)各国应如何在它们 自 

己领土上适当保护这些权利；(4)如何解决世界贸易 

组织成员之间知识产权争端；(5)采用这个新体制的 

特别过渡安排。WTO的知识产权协议适用领域主要 

包括：一是版权及邻接权；二是商标，包括服务标识； 

三是地理象征；四是工业设计；五是专利；六是集成 

电路分布设计(局部解剖图)；七是未公开信息，包括 

商业机密。由于知识产权在技术贸易中越来越重 

要，因此，世界各国保护与执行知识产权的差异就成 

了国际经济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来源。WTO制订的 

知识产权协议试图缩小这方面差距 ，将它们置于共 

同的国际规则之下，使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权益在全 

世界得到保护，以促进技术贸易成果的合法转让，推 

动国际技术贸易的顺利进行。 

(四)WTO通过制订技术合作措施推进技术贸易 

的广泛开展 

为了广泛开展技术贸易，特别是吸纳发展中国 

家参与技术贸易活动，WTO将技术合作视为一项重 

要工作，制订了有关技术合作措施，主要是帮助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多边贸易体制成功运作， 

目标是帮助建立技术贸易相关机构和培训官员，主 

题涉及技术贸易政策和实际谈判。其具体措施主要 

是：(1)wro在 日内瓦定期举办培训班，也包括在许 

多国家举办研讨会和讲习班。(2)参与技术合作活 

动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非洲 

国家是特别重 也有亚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太 

平洋地区的国家。(3)WTO的技术合作培训固定预 

算是 123万瑞郎(约合 85万美元)，专项技术合作活 

动固定预算是 74．1万瑞郎(约合 55万美元)。(4) 

保证最不发达国家是 WTO提供技术合作的重点，而 

且，要集中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创造必要机构的能力 

和培训需要的专家。通过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有 

力地推动了WTO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技术贸易活动， 

尤其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受益匪浅， 

积极促进了他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五)WTO通过确定“绿色”条款强化技术贸易 

与环保相联 系 

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 

视，因此 WTO也热切关注环境问题。明确环境保护 

目标并制定“绿色”条款以强化技术贸易与环境保护 

的联系。其主要内容有：(1)禁止某些产品贸易，或 

者一定情况下允许各国限制贸易，如蒙特利尔保护 

臭氧层协议、危险废物贸易或跨国境运输巴塞尔公 

约、受危害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2)保护人、动植 

物生命或健康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豁免正常的关 

贸总协定纪律。(3)技术贸易壁垒(即产品和工业标 

准)和卫生及动植物卫生措施(动植物卫生和卫生 

学)：明确认同环境目标。(4)补贴和反补贴：为适应 

新的环境法，允许补贴达到公司成本的 20％。(5) 

知识产权：对于危及人、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或严重 

破坏环境的专利，政府可以拒绝发证。此外，针对环 

境问题在技术贸易中也是一个容易发生争议的问 

题，WTO还明确了两项重要措施：首先是合作，即有 

关国家应当试图合作，以防止环境破坏；其次，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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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以(例如针对进口)采取行动，保护 自己的国 

内环境，但是不能歧视。wT0通过确定“绿色”条款 

和相关措施，强化了技术贸易与环境保护的联系，有 

力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国际技术贸易活动规则缺乏广泛了解 

和深入分析 

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缺乏深人 

了解和分析，致使近些年高新技术类无形资产流失 

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专家 

估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取得的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 

达三万多项，而每年受理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发 

明专利申请只有一万多件。并且因只申请了中国专 

利所造成的高新技术流失更令人痛心。按专利法规 

定，专利有其地域性。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到 

1998年底，我国共受理国内发明专利申请 11、59万 

余件，而自1985年我国专利法实施至今向国外 申请 

的发明专利不足3 O00件。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许多人对国际技术贸易的特殊性、复杂性 

和程序性知之甚少，因而在国际技术贸易中难免束 

手无策，屡屡吃亏。 

(二)进入国际技术贸易市场产品附加值不高 

而竞争力不强 

由于对技术创新缺乏足够认识和必要投入，我 

国参与国际技术贸易的产品大多附加值较低，竞争 

力较弱。据国家经贸委技术与装备司有关统计资料 

显示，目前全国2．3万余家大中型企业，仅有9 1o0余 

家企业设立了技术开发机构，占39．8％左右；此外， 

尚有 43．1％的大中型企业基本缺乏技术开发活动。 

究其原因就是不少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者尚未树立 

牢固的技术创新观念，粗放生产经营依然如故。此 

外，缺乏有力的科技投人也阻碍了技术创新。就资 

金投入看，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 

经费已占到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的 50％一6o％，而 

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仅占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 

约 1／3。再就人才投入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 

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从业人员约3 893万人，其中 

工程技术人员约 25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 6．6％， 

比印度等国还低。如此状况，致使我国企业在国际 

技术贸易市场上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三)在 国际技术贸易活动中各 自为阵而难以 

形成集团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外贸经营权，但是，由于各地政 

府扶植支持政策、措施不一，再加上国家宏观控制和 

政策杠杆的调节作用不够，一些外贸公司、出口企业 

为了完成各 自承包的出口创汇任务，在国际技术贸 

易活动中各自为阵，难以形成整体的集团优势。一 

些企业甚至采取了“中国货打中国货”的拙劣技法， 

冒充国内其他企业的知名产品，全然不顾国家利益 

和同行利益。例如，常州柴油机厂生产的 SI95柴油 

机在孟加拉国技术贸易市场曾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但随着我国一批柴油机生产者的涌人，水货充斥，严 

重影响了用户对中国货的信誉 ，以致曾大批采购中 

国柴油机的孟加拉农业发展公司决定基本拒购。 

(四)参与国际技术贸易活动的技术手段和营 

销方式陈旧落后 

纵观那些已在技术贸易领域走在前面的国家， 

尽管其具体措施各异，但有一点相同，就是无不在提 

高国际技术贸易的技术手段和营销方式上投人了巨 

大力量。尽管我国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从事国 

际技术贸易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的工作技能得 

到了较大提高，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某些认识不足 

以及工作中的缺陷，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相 

比，差距显而易见。如电脑和国际互联网是当今世 

界获取各种信息最快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也是建立 

国际技术贸易最佳营销方式的手段之一，但在近期 

北京市委党校和北京市科协对北京市领导干部的一 

项调查中显示：目前从未使用过电脑和国际互联网 

的领导干部，尚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23．7％。北京尚 

且如此，全国状况更是堪忧。 

三、提高国际技术贸易水平的对策 

(一)了解技术贸易规则，避免或减少盲目性 

为了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取胜，就必须广泛了解 

和广泛认识 wT0有关技术贸易的规则。关贸总协 

定第二任总干事奥利维尔 ·朗曾指出：“关贸总协定 

有时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关贸总协定法律 

的复杂性、程序的特殊性和谈判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都使那些不具备关贸总协定活动方式知识的人，感 

到很难去认识其真面目。”关贸总协定第三任总干事 

阿瑟·邓克尔也对此指出：“我非常感谢那些阐释关 

贸总协定原则和这些原则对国际贸易法、国内贸易 

法以及对世界经济运行所产生影响的人士。要有效 

地实施关贸总协定，就必须使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得 

到宣传 、理解和遵守。”因此，必须分析研究 wT0有 

关技术贸易规则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程序性，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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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关技术专家、法律专家、营销策划专家和企业 

家及时制定有利的战略战术，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 

盲目性所造成的技术贸易损失。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适应 WTO技术贸易的 

新形势和新需求 

现代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变化，更加凸现产业 

结构的知识更迭和集约功效。为了适应 WTO技术 

贸易的新形势，必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首先，推进 

支柱产业由条块分割向集约整合，并充分发挥重点 

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的连锁效应，以政府为协调、市 

场为驱动、资本为纽带、产品为基础，依托重点产品 

和优势产业促进产业调整、产品升级。其次，壮大第 

三产业发展规模，并提高第三产业的科技成分和知 

识含量。对 目前发展相对不足的生产性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产业等)，中介性第三产业(金 

融、保险、咨询与技术服务产业等)，发展性第三产业 

(科技、文化、教育产业等)要重点投人和制度创新。 

其三，正确处理产业结构的区域关系，避免地区产业 

结构趋同，从而克服资源浪费、分工效益丧失、无序 

竞争的弊端。对此，要积极引导各地区充分发掘和 

利用自身特色，选准和培植新的产业和产品启动点， 

以形成优势互补、区域相促并适应国际技术贸易发 

展需求的新型产业格局。 

(三)在国际技术贸易活动中发挥集团优势 

集团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 

国际技术贸易的一大趋势。目前，我国的国际技术 

贸易从整体上看，尚未形成有机体系，合力难以显 

现。小、散、滥现象特别突出，国际技术贸易各环节 

之间、各类外贸企业的经营行为之间条块分割、零敲 

碎打的现象十分严重，由此而形成了各 自为阵的高 

耗低效格局，远不能适应 WTO技术贸易的新形势。 

对此，以集团化为契机，完善国际技术贸易的组织体 

系、提高我国技术贸易规模效益是必然选择。其运 

作方式，一是可以组织紧密型集团，即以资产为纽带 

联系有行政隶属或经济关系的多个法人单位，形成 

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国际技术贸易企业群体。二是可 

以组织松散型集团，即以生产或流通为纽带，形成在 

制定共同的营销策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方面具 

有凝聚和整体功能的国际技术贸易相关产业群体。 

三是可以组织横向集团，即以外贸市场发展或产品 

开发为纽带，或由相邻相近地区的技术贸易实体组 

成，或由不同地域在技术贸易上有共同利益的经济 

实体参与。当然，无论何种集团组织形式，都必须不 

断灌注新的动力和激励措施，并以富有较强的整体 

性和配套性措施为基础，坚持政府引导、双向选择、 

互惠互利原则，切忌长官意志。 

(四)提高技术手段，建立知识型营销方式 

知识型营销主要指建立在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与个性化基础上的现代营销方式。随 

着WTO对技术贸易的积极推动，一代新的技术手段 

和知识型营销方式正脱颖而出。1998年5月，w 第 

二届部长会议首次将电子商务列人议题并发表了宣 

言，各成员国承诺：在贸易政策方面对电子传输不征 

收任何关税。然而，目前我国许多企事业单位对上网 

不感兴趣 诸多企业还只习惯于传统的订货会、展销 

会和售货员上门推销等面对面洽谈的方式，对于上网 

查询展示企业和产品感到很遥远。对此，我们必须有 

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要结合国际技术贸易新变化， 

把建立现代技术手段和知识营销方式的工作提上议 

事日程。另一方面，要造就大批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和 

知识营销方式的人才，特别是尽快培养一批高水平的 

软件工程师、项目设计师、网络安全专家。此外，还要 

针对资源计划调配、营销环节控制、客户增值需求等 

国际技术贸易难题，开发具有突破性的技术成果，以 

降低技术贸易成本，提高技术贸易绩效。 

(五)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以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指该企业拥有的专利、 

专有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和商标等属于企业最主 

要的资源优势所形成的核心功能。随着现代科技新 

成果层出不穷，国际技术贸易的竞争必然更加激烈。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现实，必须在积极利用 WTO有关 

技术贸易优惠政策和国民待遇的同时，加强技术创 

新和制度创新，大力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以形成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为此，要在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 

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的大趋 

势，并尤其要在电子信息特别是集成电路设计与制 

造、网络及通信、计算机及软件、数字化电子产品等 

方面，在生物技术及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 

天、海洋、环保等有一定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形成一大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优势的高 

新技术企业。面对 WTO的严峻挑战，必须建立健全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加大 

资金投人，完善中试基地、中介机构及激励机制，从 

而拓展国际技术贸易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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