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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3日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发布2011年《301特别报告》，报告列举多项

事实称，中国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淘宝网正在

采取的新检查规则，已经起到了良好效果。美

国政府敦促其他的网上零售平台向淘宝学习，

增加与中国执法机构和美国权利人的合作。

《301特别报告》显示，淘宝网近期启动了一项

新的检查规则，用于核查该平台上的所有交易

活动和广告活动，并且主动为中国的执法机构

提供关于侵权行为的线索。

该报告显示，由于淘宝的主动配合，有服

装企业近日表示，中国的执法机关主动与他们

联系，获取对侵权活动的证据，对大量售卖假

货的在线卖家进行起诉、定罪。根据淘宝方面

数据，仅去年一年，淘宝网共处理侵权商品

1400万件，与6000多个品牌商、权利人联手，

直接从网页上删除的侵权商品就达571万件。

此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表态，

淘宝网作为中国最大的网上交易平台，对于中

国当下市场秩序从不规范到行业自律的转型

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301特别报告》认为，总体而言，在知识

产权和软件合法化方面，中国政府做出了建设

性的承诺。但与此同时，该报告也认为，中国

打假工作任重道远。

报告称，有关行业报道显示，中国制造的

假货种类繁多，包括服装、鞋、手机、医药和医疗

设备、中草药、酒类及其他饮料、农药、电子配

件、电脑和网络设备、软件和相关产品、电池、香

烟、化妆品、家电、水泥、汽车配件以及一些涉及

版权的周边商品。很多制假窝点在广东省。传

统的假货市场比如北京的秀水街，义务的小商

品城，已经不再是假货的唯一聚集地。

这和淘宝网之前公布的相关案例可以得

到交叉验证。几天之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马云在和媒体交流时说，“我呼吁关注假

货问题的人士，多多关注莆田、泉州一带，那里

是制假最严重的地方，屡禁不绝。”有人士说，

无论线上线下，假货始终难以断绝的原因在制

假这个环节。而在线下源头假货的问题远没

有得到实际的解决的时候，苛求作为渠道的网

络上没有假货不啻于舍本求末。在马云看来，

信息化的渠道可以准确地发现假货的销售源

头，甚至追查到制造源头。而传统商业形式，

由于存在无法监控性，大量的制假售假渠道隐

藏很深，无法被发现。

马云也在日前表示，打假是一个系统性工

作，“网购业没有制造假货，相反，网络购物是解

决中国假货问题的最好解药。”他呼吁和政府相

关部门一道，共同应对假货这个社会毒瘤。

而事实上，中国政府亦已经启动了相应措

施。2010年 10月，国家9部委启动了“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301特别报告》称，在网络渠道方面，中国

最近也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一部分原因是得益

于“专项行动”。而来自企业尤其以淘宝网为

代表的网络平台所采取的自律行为和制度性

建设，也使得中国打假有了更好的支撑。

法律人士说，美国《301特别报告》中对淘

宝涉及内容的表述，意味着淘宝网一直强调的

体制性和系统性打假工作，正在获得外界认

可，并有望为中国打假和互联网交易中的诚信

体系建设创建新的路径。

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约翰·斯比利奇

(John Spelich)表示，我们感谢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认可我们一直以来做出的不懈努力，包括

我们主动与权力人合作,保护他们的知识产

权。我们会继续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紧

密合作，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在线交易平台的诚

信水平。

《301特别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

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1974年

贸易法第182节的第301条款的规定（这就是

《301特别报告》名字的由来），从1980年代开

始对各个国家是否对于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

效的保护，以及是否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

业部门或商人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

进行审查。

淘宝模式获力荐 美301特别报告指出中国打假路径
美国贸易代表报告肯定淘宝等企业打假举措 敦促其他企业学习

一纸禁令，断了中药“欧盟之旅”？

安徽药企遭遇“出口困境”

中国中药企业在欧盟痛失合法身

份，中药企业或遭遇欧盟出口困境。欧

盟《传统植物药指令》从5月1日起全面

实施，未经注册的中药将不得在欧盟市

场上作为药品销售和使用。而据欧盟官

员透露，截至目前没有一例中药通过注

册。

而这一纸禁令，对安徽的中药产业

意味着什么？中药在欧盟遭遇“身份危

机”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安徽中药企

业会如何“突围”？

韩猛虎 记者任杰 沈娟娟 宛月琴

5月1日，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

指令》正式实施，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未经

注册的中药不得作为药品在欧盟销售和

使用了。

事实上，这道紧箍咒并不是今年才戴

在中药的“头上”。2004年，欧盟出台的指

令就规定，所有植物药生产企业必须在

2011年4月30日前完成注册，否则不允许

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

从2004年到2011年，新指令给出了7

年的“过渡期”，不过，中药却没有顺利地

通过这场考验。

4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医

疗事务的发言人弗雷德里克·文森特

介绍说，在通过注册的 350 种植物药

中，没有一例中药。这也就意味着，中

药的“欧盟之旅”将会因为一纸禁令而

受阻了。

但同时，他也介绍，欧盟指令并非是

要全面禁止中药。欧盟指令针对的是植

物药，即便是在5月1日之后，部分中药仍

可以像过去一样作为食品或保健品销售

和使用，只要不标明是治疗或预防某种疾

病的药物无需注册。

成立于1999年的安徽亳州永泰中药

材进出口公司，其生产的中药饮片主要销

往英国和澳大利亚。

“门槛提高，安徽中药出口到欧盟几

乎是难上加难。”该公司负责人宋敏英昨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5月1日欧

盟新政出台之后，他们企业受到的“冲击

不小”，大概有几十吨货遭遇“闭门羹”，欧

盟市场不能进了，只好退回来。

安徽长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一名高姓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公司从2006年成

立至今，中药算是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最

慢的。“未经注册的中药不得在欧盟市场

上销售，势必会影响到我省中药的进出

口业务，至于如何开辟战场，公司正在讨

论。”

而在另一家药业饮片公司负责人的

眼中，安徽所有做进出口的公司中“涉足”

欧盟的都不算很多，不过，即使是这个不

算太大的“战场”，也可能会让安徽的不少

中药企业“很受伤”。

瑞典中国医药集团负责人宗金波则

表示，今后中医在欧洲的开展将可能陷

入“有医无药”的困难局面。也有消息

称，欧盟境内近 10万中医药从业人员将

面临转型或失业的危险，包括当地的中

医药代理。

“好不容易开拓的市场一下子就

要丢了，还没缓过神来。”宋敏英告诉记

者，公司除了单纯做中药饮片出口外，

还将白术、白芍、桔梗、牛蒡干等中药原

料生产出200多种日常用煲汤料，适合

超市销售，并且在澳大利亚已有一定的

市场。“这或许是企业目前的一根救命

稻草。”宋敏英说。

昨日记者联系上安徽协和成药业

饮片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素亮时，他刚跟

欧洲客户通完电话。“现在我们公司的

中药想销往欧洲，那要经过一道道严格

的关卡，除了灭菌外，还要经过微生物

检验等诸多程序。”

虽然欧盟市场在公司出口中占比不

多，但李素亮正在琢磨着用自己的方式

迎战。他告诉记者，就因为这纸禁令，他

已经开始采购原材料的灭菌设备，“先提

高自身，才能在出口上有所突破。”

影响 几十吨中药突遭“闭门羹”

新规 中药“欧盟之旅”将受阻
应对 有人“转战”

有人“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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