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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进出口制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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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因为对内改革，有了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因为对外

开放，有了向国际经济规则接轨的种种举措，包括要求“入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与国际规则的

接轨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很多经济活动领域中就出现了“国内”与“涉外”两方面的规则。迄今为

止，中国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仍然分为“国内”和“涉外”两个部分。这种人为的分割，不仅在许多方

面不符合国际规则，而且使中国企业或个人在从事技术转让活动时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消除此类

麻烦的举措之一，就是尽可能取消有关法律在“国内技术转让”与“国际技术转让”上的差异，让二者尽

可能适用统一的规则。在这方面，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已

经消除了其中的一些障碍。 

    

    本文准备就最新制订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的一些问题略作探讨，以便在座的各位对中国技术

进出口中的一些问题和最新的法律发展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 

    

     

    

    198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1988年1月，外经贸部发布了上

述条例的《实施细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中国技术进出口方面的主要法律依据。2002年1月1日，

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取代了1985年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

例》和1988年的《实施细则》。二者相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从管理技术进口到管理技术进出口 

    

    1985年条例只规定了技术进口合同的管理，显示了当时对于技术进出口的认识，即中国属于技术上落

后的国家，主要是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2002年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则不仅

规范了技术的进口，而且规范了技术的出口。这甚至反映在条例的名称和结构上。从结构上看，2002年的

条例分为5章，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技术进口管理，第三章为技术出口管理，第四章为法律责任，第

五章为附则。 

    

    2. 改变单一的审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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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1985年条例，所有的技术引进合同，都必须获得外经贸部或其他获得授权的外经贸主管机构的批

准。这属于单一的审批制。 

    

    2002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则将技术分为三大类，即禁止进出口的技术，限制进出口的技术，以

及自由进出口的技术。按照规定，属于禁止进出口的技术，不得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

可证管理和审批制，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根据规定，只有属于中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和第

17条规定之情形的技术，才是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

整并公布禁止或限制进出口技术的目录。显然，在进出口的技术当中，这两类技术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大

多数技术都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 

    

    根据2002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实行合同登记管理，由国务院外经贸

主管部门登记合同。同时，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不以登记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的登记，仅与外

汇、银行、税收和海关等手续相关。据悉，在条例制订的过程中，曾经规定自由进出口的技术，以合同的

登记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最后通过的文本终于将有关规定改为不以登记为

生效的前提。显然，这更有利于技术进出口的活动。 

    

    由2002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来看，政府部门除了禁止或限制少数技术进出口之外，其他技术的

进出口一律以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为准。而且，就自由进出口的技术来说，虽然规定实行合同登记管理，但

又不以登记为合同生效的前提。这表明，中国已经大大降低了技术进出口领域中的行政干预。应该说，这

样的规定基本符合技术进出口方面的国际惯例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 

    

    3. 技术进出口中的保密义务 

    

    在技术秘密的保密方面，1985年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存在着一些失误。例

如，按照有关规定，对供方提供的专有技术和有关技术资料，受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范围和期限承担保

密义务。应当说，这一规定符合技术秘密和保密义务的要求。但实施细则又规定，保密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合同有效期限。又据有关规定，合同的期限应与受方掌握引进技术的时间相适应，未经审批机关特殊批准

不得超过10年。这就意味着，保密期限一般不得超过10年。众所周知，技术秘密的生命和价值就在于其秘

密性。如果合同期限届满后，受方可以随意将技术秘密泄漏给他人，这不仅对秘密技术的许可方不公平，

而且会导致有关技术进入共有领域，对许可方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显然，这种对于保密期限的硬性

规定，反映了对技术秘密性质的认识不清，也反映了对无形财产权的认识不清。 

    

    对于这一问题，2002年的条例则有了较为合理的规定。根据规定，技术进口合同的受让人、让与人应

当在合同约定的保密范围和保密期限内，对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这

样，保密的范围和保密的期限，就完全由双方当事人依据具体情形来约定。当然，在保密期限内，承担保

密义务的一方在保密技术非因自己的原因被公开后，其保密义务即告终止。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就化工产品来说，对于当事人为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而提交的数

据，政府部门应当予以保护。或者说，政府部门有义务保护当事人向自己提供的商业秘密。中国1993年颁

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在第10条规定了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但没有规定政府部门应当保护当事人向自

己提供的商业秘密。这被认为是中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中的一个缺陷。而2002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则规定，外经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技术进出口管理职责中，对所知悉的商业秘密

负有保密义务。第51条还规定，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泄漏所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依

照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显然，就技术

进出口来说，这一规定弥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不足之处。 

    

    4. 合同期满后的技术使用问题 

    

    1985年《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规定，技术进口合同不得限制受方在合同期满后，继续使用引进的

技术。这遭到了国外技术所有者的普遍反对。因为，技术进口合同的标的是技术的使用权，受方所支付的

费用，是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该项技术的对价，而不是购买该项技术所有权的对价。如果允许受方在合同期

满后继续使用有关的技术，则意味着把整个技术的所有权都转让给了受方，或者意味着向受方发放了没有

期限的使用许可。显然，这与当时对“技术许可”的模糊认识有关。技术许可，不同于技术转让（即所有

权的转移），也不同于有形货物的买卖。 

    

    2002年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则删除了上述内容，同时又规定，技术进口合同期满后，技术让与

人与受让人可以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就技术的继续使用进行协商。这样，就把有关的问题留给了双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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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去决定。 

    

    5. 行政复议和司法复审 

    

    1985年《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规范技术进口的活动，没有

规定当事人不服有关行政决定时的救济途径。2002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则明确规定，对国务院外经

贸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的批准、许可、登记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该说，在对待行政性的决定方面，条例允许当事人有司法复审的

机会，与近年来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的精神是一致的，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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