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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37条款实施机制是整个美国对外贸易法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知识产权实
施机制中关键环节之一。
针对该实施机制而进行的系统、整合的研究方式是本书区别于以337条款本身等其他方面为研究对象的
论文的显著特点。
于洋所著的《美国337条款实施机制研究》认为将位于不同层面上但彼此间存在本质的、天然的有机联
系的法律元素囊括于该实施机制中加以综合性地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各元素本身，而且还有助于在
此基础之上深刻理解该机制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及整体的运行原理、规律和效能。
这一分析模式和进路亦是本书之重要特色之一。
本书旨在从实施机制的视角，综合运用法学、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337条款所涉之多方面问题进行较
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力图解释现象、预测趋势和提供对策。
除导论和结论外，本书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在理论层面上分别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法法理和法经济学的视角对337条款实施机制进
行了研究。
本书认为337条款实施机制虽然是一种国内的法律机制，但实质上却是美国推行其特定的宏观国际贸易
政策的一种微观法律工具或手段，且从深层次上又植根于若干种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
因此，337条款实施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同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理论存在天然的、本质的密切
联系。
经分析，337条款及其所依托的《1930年关税法》的制定和随后的修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性质上，
都分别正是与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新保护贸易理论及其相应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休戚相关。

由法哲学的维度实然地检视之，从实在国际法(Positive Intemational
Law)角度而言，在337条款实施机制的合法性尚未被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彻底否定之前，该机制在国
际法框架下是合法的。

本书经由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认为，即便能够证明。
并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迫使美国再度全面修订乃至废除337条款，美匡l也绝不可能对进日产品侵
犯其国内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情形置若罔闻，势必还会对此类情形加以有效的制度性约束，。
337条款实施机制也仍将“形灭而神不灭”。
而且，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之所以337条款实施机制或其制度内核应该不会被全盘废除，是因为全盘废
除所引致的沉没成本(sunk
cost)可能会高到无可估量。
而沉没成本方面的因素亦是产生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337条款实施机制这一制度体系已经由其自身发展历史和演化逻辑而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
赖(path-dependence)，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锁定(10ck．in)效应。
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以美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为己任的337条款实施机制将会继续存
在甚至还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加强。

第二章首先扼要地阐析337条款实施机制的基本程序，为其后较深入、全面和系统地剖析该实施机制做
铺垫。
其次，通过将337条款调查同反倾销调查相比较，以更清晰地展现出现行337条款实施机制的主要特点
，从而以利进一步剖析该机制。
最后，根据实施机制中不同环节的性质，先将该机制宏观地分为行政程序、司法程序与海关自执行程
序加以分别剖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之进行整体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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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实施机制内的行政程序、司法程序和海关自执行程序的关系而言，总体上可认为，行政程序旨
在生成救济措施，司法程序旨在确认救济措施，而海关自执行程序旨在执行和具体实现救济措施。
三者依次环环相扣、前后呼应并缺一不可，从而使得337条款实施机制所能生成的救济措施在具有充分
合法性的基础上得以切实有效地具体实现，进而从根本上发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之核心功效。

第三章对中国从“人世”前偶尔涉案转变为“人世”后却成为最主要的涉案国的现象加以分析，本书
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加入WTO后在更大程度上融人了世界贸易体制，
客观上导致中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WI、0成员的贸易量节节攀升。
出口至美国的货物总量越多，涉案的概率就越大。
第二，随着中国近年来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出口至美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增
加，导致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侵犯或可能侵犯美国专利权的概率亦随之增大。

《美国337条款实施机制研究》认为中国企业涉案的案情各有不同，加之涉案企业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
、营销策略和资本运营状况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对方略。
企业涉案后聘请律师代理应诉也不一定均为上策。
而需依具体个案的各方面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而选择有针对性的应对方略，不排除涉案中国企业在有的
情况下选择缺席反为上策。
在应诉为上策的情况下，从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角度，中国企业可从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对事管辖权
方面、337条款的国内产业之规定方面、主动介入方面和美国专利法及相应的判例法等方面着手考虑应
对之策。

本书最终认为，多方探寻中国企业涉案后的的具体应对之策固然重要，但是这些应对于已然的策略在
总体效果上仅仅能够起到扬汤止沸的治标之效。
毕竟，只要涉案成为被申请人，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蒙受经济损失。
因此，归根结底，对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不断地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尤其是专
利意识)、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并及时在美国申请并获得专利等，才是能防患于未然并从根本上避免遭
逢337条款调查的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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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行政法官经过审理后就被申请人的相关行为是否违反337条款做出最终初裁①，而这显然同申请人
和被申请人都是利害攸关的。
而且，如国际贸易委员会其后未对该最终初裁进行复审或只对其中的某些部分加以复审，则该最终初
裁或最终初裁中未经复审的部分就自动成为国际贸易委员会就该案件所形成的终裁。
而在该裁决中，行政法官往往就案件中的重要事项陈述自己的裁决意见，并随后阐释就这些重要的事
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做出裁决意见的理由和分析过程。
另外，对于在最终初裁中认定被申请人违反337条款的案件，在做出最终初裁后的14日内，行政法官还
会依法就所应发布的适当的救济措施和总统审查期内被申请人继续进口侵权产品所应缴纳的保证金的
数额做出建议性裁决（Recommended Determination）。
毋庸置疑，行政法官对于救济措施的具体确定，直接地影响到当事方的经济利益得失并与其当下乃至
未来的经济活动休戚相关，因此这不仅是行政法官履行其职能、行使其职权的重要环节，也是各当事
方最为关注的方面。
而根据现行337条款的规定，可供选择的救济措施为拒人令和制止令。
如前述，拒入令包括普遍拒入令和有限拒入令；前者针对所有侵权产品而不论其来源.后者只针对337
条款调查案件中被认定侵权的被申请人的侵权产品。
而制止令旨在制止被申请人就其已进口至美国并形成显著的商业性存在的侵权产品在美国的销售和其
他侵权性质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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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于洋所著的《美国337条款实施机制研究》认为中国企业涉案的案情各有不同，加之涉案企业在美国的
市场占有率、营销策略和资本运营状况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对方
略。
企业涉案后聘请律师代理应诉也不一定均为上策。
而需依具体个案的各方面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而选择有针对性的应对方略，不排除涉案中国企业在有的
情况下选择缺席反为上策。
在应诉为上策的情况下，从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角度，中国企业可从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对事管辖权
方面、337条款的国内产业之规定方面、主动介入方面和美国专利法及相应的判例法等方面着手考虑应
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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