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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４日【章名】 全文第一条：在易于导致在专利权或使

用样品权（以下统称为专利权）的国际许可证贸易协议中的

不公正商业活动的种种限制中，以下是突出的一些限制：１

．对于专利引进方将其专利权所包括的产品可能出口的地区

加以限制（以下统称为专利产品）。但是，凡以下ａ、ｂ、

ｃ三条所述情况不在此限：ａ．许可证卖方所拥有的专利权

，在许可证买方出口受限制的地区里进行注册的；ｂ．许可

证卖方在其正常的商业活动中，正向受限制的地区出售专利

产品时；ｃ．许可证卖方已向第三方出售了在受限制的地区

中进行销售的独占性许可证时。２．对许可证买方的专利产

品的出口价格或数量加以限制，或强制许可证买方要通过许

可证卖方或由许可证卖方所指定的人出口专利产品。但是，

当许可证卖方出售可向上述ａ、ｂ、ｃ三条之中之任一条所

述地区的专利许可证以及所述的限制或强加的义务是在合理

的范围内时，不包括在内。３．对许可证买方在制造、使用

或出售与专利项目相竞争的产品或采用与专利项目相竞争的

技术方面加以限制。但是，对于许可证卖方出售独占性许可

证以及对于正为许可证买方所制造的、使用的或出售的产品

和已为许可证买方所使用的技术不施加限制时，不在此例。

４．强制许可证买方向许可证卖方或由许可证卖方所指定的

人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５．强制许可证买方通过许可证卖



方或由许可证卖方所指定的人出售专利产品。６．对专利产

品在日本的转卖价格加以限制。７．强制许可证买方将在许

可证技术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告诉许可证卖方，或将许

可证买方所取得的改进和所应用的发明的权利给予许可证卖

方或将买方的许可证给予许可证卖方。但是，如果许可证卖

方承担类似的义务和双方的义务基本上均衡时，不包括在内

。８．对未使用许可证技术生产的产品收抽成费。９．对原

材料，零部件等或专利产品的质量加以限制。但是，对于为

维持注册商标的信誉或保证许可证技术的有效性所必须的限

制不包括在内。第二条：上述指导方针将用于国际技术秘密

许可证协议中。第三条：在关于专利权等的国际许可证贸易

协议中，下述条例将视为专利权条例或使用样品条例中的权

利的行使：１．将制造、使用和销售等的许可证分开出售。

２．只出售专利权有效期的某一段时期的或专利权等整个覆

盖地区内的某一部分地区的许可证。３．对于专利产品的制

造限制在一定技术范围之内或对销售限制在一定销售范围之

内。４．对于专利工艺的使用限制在一定的技术范围之中。

５．对于专利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量加以限制或对专利权工艺

的使用次数加以限制。Ⅲ．实际说明协议结构在最近几年中

，日本当局在批准程序方面对协议的结构只施加了较少的影

响。与以前的自主权相反，在报酬的金额、最低抽成费、违

约的处罚、协议期限等方面，听任协议双方处理。但是并不

排斥日本卡特尔局拒绝协议上规定的诸如出口限制（地区限

制，特别是在亚洲以内，数量上限制、价格上限制、通过许

可证卖方或由他所指定的公司来进行出口等）、对于生产的

限制、禁止生产竞争性产品或维持与许可证卖方的竞争者的



关系、采购义务、对国内销售价格的限制、要许可证买方提

供由他所获得的经验或所申请的专利等条款。日本的卡特尔

局特别注意审查在许可证协议条款中，是否协议双方承担的

义务相等的问题。此外，对于协议期满后的时间加以限制是

不允许的，如果说明已在有关的第三国中设立了许可证生产

点，则日本对于出口限制的异议可能缓和。关于“已向第三

国出售了独占性许可证”的理由，似乎不是都能被日本卡特

尔局所接受的。根据现有经验，同日本伙伴所签订的许可证

协议中关于互相提供情报的条款越来越重要。因为在许多情

况下必须考虑到，许可证买方将继续发展已获得的方法。保

护权的申报在开始谈判协议之前，德国的许可证卖方必须搞

清楚，实用样件专利权、新产品专利权和商标的申报，在日

本需办的程度如何。当相应的保护权不存在时，按照日本的

法律，这种产品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会依样画葫芦地仿制

。在进行关于转让没有保护权的技术秘密的谈判时，相应的

情报不可在协议签字之前就提供出去。但是也必须强调，日

本人通常正确地遵守所签订的协议。伙伴的选择对于选择合

适的伙伴的问题在日本应特别加以注意。除了关于许可证买

方的人事、财政和技术能力的情报外，了解他是与哪些企业

联合的也十分重要，因为日本的公司通常以我们这里很难想

象的规模处于联合和对其他公司、银行、贸易公司等承担义

务的广泛交织的网络之中。对这种关系必须谨慎地加以分析

，以确保协议伙伴不过分地受到他对一个公司集团的属性和

在其行动自主权中其他的束缚的限制。Ｂ、从日本购买许可

证和技术秘密日本的许可证卖方和外国的许可证买方之间的

协议不需要批准。尽管许可证交易是自由的，实际上协议要



受通产省的检查，也就是说，按照外汇法必须向通产省提交

申请。在对协议中涉及外汇法的有关条款审查时，通产省同

时审查向外国转让许可证是否与日本的利益相抵触，如果发

生抵触，则通产省予以拒绝，这样，协议就不能实施。所以

建议，对于日本向外国转让许可证来说，在协议签字之前，

协议双方应将有疑问的问题与通产省联系。通产省的审查方

针未公布过，它是按所谓“具体情况灵活审查”（ｅｉｎｅ 

Ｐｒｕｆｕｎｇ “ｃａｓｅ ｂｙｃａｓｅ”）进行的。Ｃ、

税 收ａ）出售许可证时日本和西德之间有一项双重税收协定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２日签订，１９６７年６月９日起生效

，参见ＢＧＢＩ、１９６７年，第Ⅱ部分第８７１页和２０

２８页）。按照该协定第１２条规定，对于向在西德有居住

地的许可证卖方所支付的许可证费（包括技术秘密报酬），

在日本最高征收许可证费总额的１０％的税。在西德，在对

日本所征的税进行折算之后，对许可证收益全额征税。根据

日本的国家法律，对于流向外国的许可证费要征收日本所得

税和社团法人所得税，它以２０％的折扣税形式支付。纳税

人是外国的许可证卖方，但日本的许可证买方负责在汇兑时

扣留和支付这笔税。对于德国的许可证卖方来说，２０％的

折扣税降为许可证费总额的１０％，对于在日本有可能偏高

的税额，可以援引该协定要求偿还。此外，日本法律在许可

证费和工程费之间有区别，例如，后者是在向日本供应设备

的范围中向外国公司支付的。这些工程费在日本不收税。许

可证收入在西德列入工商业经营或自力工作收入的范围之中

，向许可证卖方征收普通税。１０％的日本税凭税单折算到

德国的所得税和社团法人所得税上，也就是说，最高为按许



可证收益之比率抽的德国税额。当德国税高于日本税时（通

常是这种情况）则可全部折算，这样在日本所支付的税额结

果被重新偿还，总税额相当于普通的德国税额。 只有当外国

的许可证卖方在日本有工厂，且许可证在经济上可归属于他

时，许可证收益只在日本的企业盈利范围中收税，在西德则

免税。ｂ）购买许可证时在从日本购买许可证时，对于德国

的许可证买方向日本的许可证卖方所支付的许可证费，按照

双重税收协定第１２条规定，征收许可证费总额的１０％的

折扣税，这笔税也就是许可证卖方向德国应支付的所得税和

社团法人所得税。德国的许可证买方负责扣留和支付这笔税

，并对此担保。为了使在德国法律中基本规定的２５％的折

扣税降到１０％，必须申请一张免税证。只有当许可证卖方

在西德有工厂且许可证在经济上可归属于它时，对许可证收

益才征收德国的普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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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