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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6_9F_90_E6_c27_31951.htm 【案情简介】原告：

北京某机械公司。被告：美国某电脑公司。１９９１年３月

，原告北京某机械公司与被告美国某电脑公司在北京签订了

一份合营企业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双方共同投资组建

某电脑公司，生产电脑及电脑配件；该合营企业注册资本２

，８００万美元，原告出资１，６００万美元，包括货币投

资８００万美元，实物出资３００万美元，场地使用权出资

５００万美元，被告出资１，２００万美元，其中货币投资

５００万美元，技术出资７００万美元；合营期限２０年；

合营各方应当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６个月内一次缴清出资

；合同签订后经有关部门批准生效。１９９１年９月，合营

企业某电脑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同年１２月，原告缴付现

金２００万美元。１９９２年２月底，被告仍未缴付出资，

经原告催促，被告缴付技术作为７００万美元的出资，但仍

未缴付货币投资。到１９９２年３月底出资期限届满时，被

告仍未缴付现金。在原告一再催促之下，被告提出已将其在

该合营企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另一家美国公司，故不再承担

出资义务。经调查，被告先期提供的技术属已面临淘汰的陈

旧技术，其价值只有２００万美元；被告在美国注册资本仅

为５０万美元，其所有资产共值２５０万美元，根本无力提

供５００万美元的货币投资；被告与另一家美国公司的转让

合同属实，但其合同中私自约定将货币投资由５００万美元

降为３５０万美元。原告在合营合同生效并接到被告提供的



技术后，已开始了生产，但由于被告提供的技术陈旧且货币

投资未到位该合营企业效益不佳，加上被告私自与另一家美

国公司达成转让并减少出资的协议，原、被告双方发生争议

。１９９２年７月，原告向法院起诉。原告诉称：被告从签

订协议时起就有欺诈行为，本无一定的经济能力，却超出其

能力作出承诺，并以实际价值远低于约定出资额的陈旧技术

作为出资；在出资上也有违约行为，私自转让并减少出资。

这些都给合营企业和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被告应对此承

担责任。被告则辩称：被告在履行合同方面存在问题，是由

于原告没有妥善解决合营企业的有关问题，致使被告履行合

同不畅，被告没有违约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审理结

果】法院受理本案后，经多次调解，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

如下协议：原告允许被告转让出资给另一家美国公司，但被

告应保证该美国公司能提供专有技术，确保企业产品质量，

并且货币及技术出资总额仍为１，２００万美元，被告对其

承诺提供银行担保。【案情评析】本案是一起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纠纷案件，其中亦涉及涉外技术转让问题，即对外国合

营者的技术出资应如何审查和作价。本案的其他相关法律问

题还有外国合营者转让出资的问题。下文将重点分析外商投

资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技术出资问题。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工

业产权和专有技术出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

《合资企业法》）第５条规定：“合营企业各方可以现金、

实物、工业产权等进行投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法》）第８条也规定：“中外合作者的

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可以是现金、实物、土地使用权、



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其他财产权利。”外资企业的出资

方式则在《〈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加以规定：“外国

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出资，也可以用机器设备、

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价出资。”由此可见，工业产权和

专有技术是一种重要的出资方式。虽然在技术出资的情况下

外国投资者与其投资的、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

没有签订专门的技术转让合同，但实际上外国投资者通过技

术出资的方式就将技术转让给了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

资企业。在接受外国投资者的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出资时，

通常应注意技术出资的条件和作价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