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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一直
是中美经贸谈判关注的重点。此次
协议在知识产权章节涵盖了专利、
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地理标志
以及药品、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等诸
多内容，并在专门章节对技术转让
作出具体规定。

协议的看点很多，如在药品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规定了药品专利
申请接受补充数据，专利纠纷早期
解决的有效机制等，有助于更好保
障药品研发；打击网络侵权方面，规

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通知下架责
任，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更好保护；协
议还规范了恶意投诉行为，打击恶
意商标注册行为，并加强商业秘密
保护等。

根据协议，在技术转让章节，双
方同意不得利用行政管理和行政许
可要求强制技术转让等，这有利于
创造尊重知识价值、鼓励创新的环
境，推动政府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
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在知识产

权还是技术转让章节，相关要求、义
务等对于中美双方都是对等的、平
衡的，需要双方共同遵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在知识产
权方面，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
互惠互利的，既保护美国企业，也保
护中国企业，既保护美国企业到中
国的投资，也保护中国企业在美国
的投资。把知识产权保护好，也有
利于更多国外知识产权和外资进入
中国。

助力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体现双方意愿、符合中国发展内在需要

中美协议签了啥？
听专家解读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当地时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文本包括
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
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
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协议文本该如何解读？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权威专家。

机制创新 明确双边评估和
争端解决机制

协议按照对等原则，明确了双边
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对此，复旦大
学网络空间研究基地主任沈逸认为，
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的创新。

这一机制是在WTO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之外，为中美两国解决贸易纠
纷增加了一种新渠道。“在这个机制
中，中美双方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它决
不是美国监督中国的单边机制。不仅
允许美方就扩大商品进出口发起磋
商，中方同样也可以就扩大进出口发
起磋商。”沈逸说，“比如，以前美方在
一些高科技领域对我实行出口管制，
连谈判的可能都没有。如今，有了这
个磋商机制，我们能够就扩大美高科
技产品进口发起磋商，这就为我进口
相关高技术产品提供了可能。”

中国国经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表示，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是经
过中方艰苦谈判取得的。这是一个比
较平衡、比较公平的机制，体现了对等
原则。这一机制与WTO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补充
和创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

互利共赢 关税退坡符合第
一阶段谈判预期

协议推动美方实现对华加征关税
由升到降的转折，包括暂停原定去年
12月15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去年9
月1日生效的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从
15%降至7.5%。对此，沈逸认为，目
前中美之间达成的是第一阶段协议，
关税退坡也是阶段性的，符合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方一些人近两
年频频舞动关税大棒后，第一次对有
关贸易相关方做出关税退让，充分证
明中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

张燕生认为，在目前阶段，7.5%
的关税额度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随着下一阶段中美经贸谈判的深入
推进，中方完全有信心、有办法、有能
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中
美经贸关系行稳致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经过近两年
的艰苦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原
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
于全世界，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稳定预
期，符合各方利益，也符合中国全方位
扩大开放的大格局。协议的达成，推
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为世界各
国处理经贸摩擦提供了典范。

中国始终坚持，分歧和摩擦最终
需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协议的
签署，意味着对话磋商取得了初步进
展，但这也只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
部分。对此，我们需要保持平常心，继
续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解决问题，
坚持采取合作的方式推动达成互利双
赢的协议。当然，在朝着更好方向努
力的同时，我国也具备强大的能力、做
好了扎实的准备，足以应对各种挑战
与压力。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

根据协议，中美双方将在银行、
证券、保险、电子支付等领域提供公
平、有效、非歧视的市场准入待遇。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认
为，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以
来的既定方针。近年来，中国自主
推动了新一轮金融业开放，大幅放
宽了外资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
的市场准入。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
上基本涵盖了协议中关于金融服务
的内容，并对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
都一视同仁。目前，不少外资金融
机构进入中国实际开展业务。

东艳强调，中国金融业开放并
非一放了之、放任自流，中国的金融
业开放与监管始终是并行的，确保
不发生风险。

中美经贸摩擦中，汇率问题
一度是争议焦点之一。此次签署
的协议中，双方就汇率问题达成
平等互利的共识，并明确了汇率
问题上两国都要平等对待，权利
和义务要平等，双方都要尊重对
方货币政策自主权等重要原则。
东艳表示，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
最大的经济体和SDR篮子货币国
家，就汇率问题达成平等互利的

共识，既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协
商解决分歧，也有利于全球外汇
市场的有序运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
主任丁志杰说，关于中美汇率方面
协议，一直有担忧声音认为是某种
广场协议的翻版，此次签署的协议
证明这是一份相互尊重、相互商量
的协议，体现多边共识，可以说是大
国之间协调汇率政策的范本。

此次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减
少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争议和分
歧，保持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
定运行。

根据协议，中美将加强和促进
双方农业领域合作。

协议提出，中方将按照加入世贸
组织承诺，完善小麦、玉米、大米关税
配额管理办法。中国人民大学国发
院研究院、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表
示，按照配额管理，中国一年将进口
总量2000多万吨的谷物，占全年粮
食消费量的比例不过3.4%，即便全
部用完配额，对国内市场影响也很
小，“中国人的饭碗依然端得稳，饭碗

里装的主要仍是中国粮。”程大为说。
在经贸磋商期间，美国已发布

最终规则，承认中国鲇鱼监管体系
与美国等效，允许中国的熟制禽肉
输美。协议规定，美国将允许中国
产香梨、柑橘、鲜枣等农产品出口美
国。这将带给中国农业企业和农民
更多市场机会。

根据协议，中方将增加对美国
乳品、牛肉、大豆、水产品、水果、饲
料、宠物食品等农产品进口，今后两

年平均进口规模为400亿美元。在
程大为看来，中美双方农业互补性
很强，是天然的农业合作伙伴，扩大
自美农产品进口有利于满足我国消
费需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协议提出，中方将扩大自美农
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
产品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要
在2017年基数上增加不少于2000
亿美元。

双向受益 农产品贸易不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稳定市场 金融服务开放自主有序，汇率政策绝非某种广场协议的翻版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在华盛顿举行 新华社发

助力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