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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貿易戰近年來甚囂塵上，帶動全球技術保護法規修正趨勢，國際間紛紛制定或修正各國技術保護暨出口管制規範，技術保護和出口管制之

立法與政策成為國際法制發展重要議題。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資策會科法所）長期關注及研析技術保護與智慧財產權法制，提醒多國於2020
年修法祭出出口管制及投資審查手段，將連帶影響我國產業變革，應持續關注。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長期研析國際出口管制法制與政策

　　除了出口或技術合作等法律上轉讓的技術外流途徑，亦有企業轉讓股份使外國人取得實質控制或是營業秘密外流等。資策會科法所法律研究員

劉芷宜說明，近期國際上關於技術保護修正趨勢中，修正方向多有不同。例如美國於今（2020）年5月修改《外國直接產品規則》，要求晶片製造
商不得使用美國的軟體與技術替華為生產晶片，8月再宣布對華為的新出口管制規定，將38家華為之關係企業納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
對其出口須先獲得許可，針對特定企業調整出口管制清單的方式；也有如日本修正《外國外匯與外國貿易法》，若有外人投資取得電力或電信業等

上市公司股份，其申報標準由10％改為1％，修法後更為嚴格，針對外國人投資審查機制進行修正的方式。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綜整中國大陸《出口管制法》立法結構

　　劉芷宜進一步提到，中國大陸於上（10）月17日頒布之《出口管制法》，為國際最新的出口管制立法關注焦點。在《出口管制法》立法之
前，中國大陸為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的需要，陸續建立行政法規，以涉及「核、生、化、導」等軍民兩用項目作為規範對象，法律體系和結構較

為鬆散，且立法位階不高。而最新訂立的《出口管制法》，其作為一上位規範之立法，是以填補中國大陸出口管制之立法空白，成為中國大陸日後

出口管制之立法依據。

　　劉芷宜說明，《出口管制法》規範對象包含「貨物、技術和服務」，規範行為包含管制項目的出口、再出口、第三方移轉、以及過境和轉運。

此外尚有黑名單（管控名單）機制，被列入管控名單的進口商和最終用戶，中國大陸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以限制管制項目交易和出口，此與國際立法

方式相符。

　　技術保護發展所涉法規面向多元，中國大陸此次頒布《出口管制法》，除了作為日後出口管制依據外，對美國貿易封鎖措施的宣示意味頗強。

此外，《出口管制法》管制對象包含國家和地區，黑名單亦可包括進口商和最終用戶，故我國個人或廠商皆可能成為受管制者，相關業者應密切注

意。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長期研析國際技術保護法制，將協助我國主管機關和產業界於法制面和政策面與國際接軌，以因應多變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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