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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拉美国家参与数字贸易治理进程及特点表明ꎬ 在

ＷＴＯ 框架下拉美国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利益关切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ꎬ 希望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技术

援助ꎬ 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以及妇女参与数字贸易给予关注ꎻ
第二ꎬ 强调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版权规则要更透明、 明确管辖权归

属、 注重权利和义务的平衡ꎬ 加强对源代码和算法的保护ꎻ 第三ꎬ
建议在 ＷＴＯ 成员海关管理实践中引入更多的数字贸易便利化措

施ꎬ 承认无纸化贸易的合法性及尽量做到政府数据公开ꎮ 通过比较

ＷＴＯ 其他成员对于拉美核心诉求的态度ꎬ 本文认为ꎬ 拉美提出的

消弭数字鸿沟的诉求符合 ＷＴＯ 各成员方立场ꎬ 很可能会在 ＷＴＯ
谈判中得以实现ꎮ 保护源代码和算法的诉求符合发达成员的核心立

场ꎬ 很可能得到发达成员的极大支持ꎮ 而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成

员而言有所困难ꎬ 在 ＷＴＯ 谈判中此诉求很可能不会实现ꎮ 在此基

础上ꎬ 本文提出了中国参与 ＷＴＯ 数字贸易谈判的相关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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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ꎬ 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焦点之一ꎮ 尽管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数字贸易形成公认的标准定义ꎬ 但由于美国的数字

贸易发展最为先进ꎬ 国内文献在提到数字贸易时大多使用美国学者和政府机

构给出的定义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在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数字贸易

主要壁垒» 报告中认为ꎬ 广义而言ꎬ 数字贸易不但包括产品的网络销售和在

线服务的供给ꎬ 还包括对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以及智能制造的实现ꎮ① 从这个

意义上讲ꎬ 数字贸易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的新型贸易模式ꎮ 联合国贸发

会议 «２０１９ 年数字经济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全球数字交付的服务出口规模为

２ ９ 万亿美元ꎬ 较 ２００８ 年增长近六成ꎬ 约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半数ꎬ 年均

增速约为 ５ ８％ ꎮ 在最不发达国家ꎬ 数字交付的服务约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１６％ ꎬ 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增长了两倍多ꎮ② 数字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

的商品和服务贸易ꎮ 但是ꎬ 当前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大多集中于区域贸易协

定框架下ꎬ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进程缓慢ꎮ 尽管各国之前在 ＷＴＯ 框

架下做出一些努力ꎬ 在向 ＷＴＯ 递交的一些提案中做出了探索性的工作ꎬ 但是

目前为止各成员国仍未在 ＷＴＯ 框架下就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取得重要进展ꎮ 究

其原因ꎬ 参与数字贸易谈判的 ＷＴＯ 成员国不仅包括发达成员ꎬ 还包括发展中

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ꎮ 这些国家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大ꎬ 在数字贸

易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挑战和关切ꎬ 因此各国在制定数字贸易规则诉求上有着

太多分歧ꎮ 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分别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构建

了 “美式” 和 “欧式” 数字贸易模板ꎬ 并在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ｓ) 中大力推

广ꎬ 意图主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ꎮ 发展中国家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

的话语权一直相对较弱ꎮ
拉美地区是除亚洲和非洲以外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ꎬ 以巴西、 墨

西哥、 阿根廷、 智利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ꎮ
拉美各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总体不高ꎬ 虽然各国积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ꎬ
但由于数字基础设施落后ꎬ 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拉美地区各国之间

的数字鸿沟仍然较大ꎮ 因此拉美各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上有着基于该地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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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诉求ꎬ ＷＴＯ 是拉美各国表达其数字贸易诉求的主要场所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ＷＴＯ 第十一次部长会议上ꎬ ７１ 个成员国

共同发布了 «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ꎬ 宣布共同启动在 ＷＴＯ 框架下进行

与电子商务议题相关谈判的探索性工作ꎮ 该联合声明发布以来ꎬ 阿根廷、 哥

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巴西等拉美国家陆续向 ＷＴＯ 总理事会提交了有关电子

商务谈判的探索性文件ꎮ
尽管拉美国家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上整体较为落后ꎬ 但对拉美国家的数

字贸易治理诉求进行研究ꎬ 尤其是在 ＷＴＯ 框架下研究拉美国家的数字贸易治

理诉求ꎬ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一方面ꎬ 拉美地区位于中国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地理范围ꎬ 对该地区数字贸易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推动中拉数字经济合作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指导下共建 “２１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ꎮ 另一方面ꎬ 对于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ꎬ 拉美各国在 ＷＴＯ 框架下提出的数字贸易治

理诉求与中国的利益诉求具有极大的契合之处ꎬ 对于中国在 ＷＴＯ 框架下参与

数字贸易谈判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ꎮ
与本文相关的既有文献大多从中拉合作、 多边数字贸易治理等角度展开

论述ꎮ 楼项飞等认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着拉美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落后、
拉美地区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挑战ꎬ 建议中拉双方应加大在数字基础

设施领域的合作ꎬ 并对中拉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 的合作路径给出了合理建

议ꎮ① 付丽、 曾英通过研究金砖五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在电子商务国际规则

制定领域的立场ꎬ 建议金砖五国应秉承前瞻性、 战略性和安全性的原则推进

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ꎮ② 张茉楠分别分析了 ＷＴＯ 框架下与 “３Ｔ” (ＴＩＳＡ、
ＴＰＰ、 ＴＴＩＰ) 体系中数字贸易及电子商务相关规则发展的新动态ꎬ 并基于中国

视角提出了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建议ꎮ③ 万军分析了中拉在通信产业领域

合作的动因、 进展ꎬ 并针对中拉合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ꎮ④ 笔者

之前曾合作撰文阐述了 ＷＴＯ 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的构成以及面临的主要挑

战、 多边数字贸易治理的主要进展及发展趋向ꎬ 对中国参与多边数字贸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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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出了政策建议ꎮ① 虽然大量既有文献已对 ＷＴＯ 框架下的多边数字贸易治

理进行了规则研究并给出众多合理建议ꎬ 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有相关文献从

ＷＴＯ 视角探究拉美国家的数字贸易治理诉求ꎬ 更缺乏对 ＷＴＯ 框架下中拉数

字贸易治理核心立场的探究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通过对拉美国家参与数字贸易

治理的梳理ꎬ 并根据拉美各国向 ＷＴＯ 递交的提案总结出拉美国家在数字贸易

治理上的主要关切问题ꎬ 在此基础上探究中拉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

中核心诉求是否一致ꎮ 这无疑有助于准确把握发展中成员在 ＷＴＯ 框架下数字

贸易谈判诉求的发展趋向ꎬ 并为中国如何参与其中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ꎮ

一　 拉美国家参与数字贸易治理概述

自数字贸易在全球兴起以来ꎬ 拉美各国便意识到数字贸易的发展将深刻

影响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ꎮ 拉美国家虽然大多是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较为

落后的国家ꎬ 但是拉美各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ꎮ 拉美国

家不仅在其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积极主张纳入数字贸易相关规则ꎬ 还积极

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ꎬ 与其他成员共同发表了多项电子商务联合

声明ꎮ 本文接下来分别从拉美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 拉美国家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两方面对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历程进行

梳理ꎮ
(一) 拉美国家签订的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

基于 ＷＴＯ 官网 ＲＴＡ 数据库ꎬ 本文统计出拉美国家签订的涵盖数字贸易

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 (见表 １)ꎮ 由于拉美国家中小国家数量较多ꎬ 因此表 １
仅统计了签署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较多的 ７ 个代表性拉美

国家ꎮ 其中ꎬ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秘鲁属于拉美地区较有影响力的代

表性大国ꎬ 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厄瓜多尔则属于拉美地区影响力较小的

国家ꎮ 经过统计ꎬ 到 ２０１９ 年为止ꎬ 上述 ７ 个国家共签署了 ３０ 项涵盖数字贸易

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 (不含彼此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的重复统计)ꎮ 而目前在

通报 ＷＴＯ 的 ３００ 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中ꎬ 有近 ９０ 个包含电子商务专章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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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①ꎮ 由此可见ꎬ 拉美地区各国无论是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还是在该领域相对落后的国家ꎬ 都对参与数字贸易治

理有着积极的态度ꎮ

表 １　 拉美国家签订的涵盖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ｓ)

缔约国
(拉美)

涉及数字贸易的
ＲＴＡｓ 数量总和

涉及数字贸易的双边 ＲＴＡｓ 涉及数字贸易的非双边 ＲＴＡｓ

智利 ８

智利—美国 (２００４)
智利—欧盟 (２００５)
智利—中国 (２００６)
智利—澳大利亚 (２００９)
智利—哥伦比亚 (２００９)
智利—泰国 (２０１５)

拉美太平洋联盟 (２０１６)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ＣＰＴＰＰ) (２０１８)

哥伦比亚 ９

哥伦比亚—智利 (２００９)
哥伦比亚—加拿大 (２０１１)
哥伦比亚—欧洲自由贸易联 盟
(２０１１)
哥伦比亚—美国 (２０１２)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６)
哥伦比亚—韩国 (２０１６)

哥伦比亚—北三角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２００９)
欧盟—哥伦比亚、 秘鲁自由贸易
协定 (２０１３)
拉美太平洋联盟 (２０１６)

哥斯达黎加 ７
哥斯达黎加—加拿大 (２００２)
哥斯达黎加—新加坡 (２０１３)
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 (２０１６)

多米尼加—中美洲—美国自由贸
易协定 (２００６)
墨西哥—中美洲 (２０１２)
欧盟—中美洲 (２０１３)
欧洲 自 由 贸 易 联 盟—中 美 洲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 (２０１４)

洪都拉斯 ５ 洪都拉斯—加拿大 (２０１４)

多米尼加—中美洲—美国自由贸
易协定 (２００６)
哥伦比亚—北三角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２００９)
墨西哥—中美洲 (２０１２)
欧盟—中美洲 (２０１３)

墨西哥 ５ 墨西哥—巴拿马 (２０１５)

墨西哥—中美洲 (２０１２)
拉美太平洋联盟 (２０１６)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ＣＰＴＰＰ) (２０１８)
美墨加协定 (２０１８)

—０７—

① 石静霞: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 最新发展及焦点问题»ꎬ 载 «东方法

学»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７０ － １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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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４ 尼加拉瓜—中国台北 (２００８)

多米尼加—中美洲—美国自由贸
易协定 (２００６)
墨西哥—中美洲 (２０１２)
欧盟—中美洲 (２０１３)

秘鲁 ８

秘鲁—美国 (２００９)
秘鲁—新加坡 (２００９)
秘鲁—加拿大 (２０１１)
秘鲁—韩国 (２０１１)
秘鲁—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２０１１)

欧盟—哥伦比亚、 秘鲁自由贸易
协定 (２０１３)
拉美太平洋联盟 (２０１６)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ＣＰＴＰＰ) (２０１８)

资料来源: ＷＴＯ 官 网 ＲＴＡ 数 据 库ꎮ ｈｔｔｐ: / / ｒｔａｉ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Ｕ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ｅＤｅｆＲｅｐ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通过对拉美国家签订的涵盖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梳理和观

察ꎬ 本文发现拉美代表性国家在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呈现出如下典型

特征ꎮ
第一ꎬ 在双边贸易协定中ꎬ 拉美国家的缔约对象多为发达经济体ꎬ 这使

得拉美国家在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上大打折扣ꎮ 拉美国家签订的涉及数字

贸易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中ꎬ 其缔约对象多是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加拿

大和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ꎮ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而言ꎬ 拉美国家的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处于绝对落后地位ꎬ 这导致拉美国家虽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

理ꎬ 但是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并不具有很高的话语权ꎮ
第二ꎬ 在非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中ꎬ 除 «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 和 «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外ꎬ 拉美国家的缔约对象多集中

在拉美地区ꎬ 表明拉美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治理诉求具有较高的相似度ꎮ 拉

美国家签订的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非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中ꎬ 缔约国大多是拉

美国家ꎬ 这是因为拉美地区各国之间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较小ꎮ 尽

管拉美国家之间仍存在 “数字鸿沟”ꎬ 但是总体上来说ꎬ 拉美各国发展数字经

济所面临的挑战是较为相同的ꎬ 因此其数字贸易治理诉求具有较高的相似度ꎮ
第三ꎬ 拉美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巴西和阿根廷所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并没有涉及数字贸易规则ꎬ 但两国却积极地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

谈判ꎮ
第四ꎬ 在拉美国家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中ꎬ 主要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包

括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
保护源代码、 无纸化贸易、 海关关税、 消费者保护、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以及

政府数据公开等ꎮ 在这些数字贸易规则中ꎬ 既有雄心水平不高的数字贸易规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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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ꎬ 如无纸化贸易规则ꎬ 又有代表高雄心水平的数字贸易规则ꎬ 如保护源代

码ꎮ 这表明拉美地区各国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状况较为突出ꎮ
(二) 拉美国家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概述

拉美国家除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积极提出数字贸易诉求外ꎬ 还积极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多边数字贸易治理ꎮ 基于 ＷＴＯ 官网的文件数据库ꎬ 本文统计

了巴西、 阿根廷等 ８ 个代表性拉美国家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期间向 ＷＴＯ 递交的

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提案 (见表 ２)ꎮ 除此之外ꎬ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墨西哥等 １２ 个拉美国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参与发布 «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

明» (２０１７)ꎬ 决定启动 ＷＴＯ 框架下电子商务议题谈判的探索工作ꎮ 这 １２ 国

还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再次参与签署 «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９)ꎬ 宣布启

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ꎮ

表 ２　 拉美国家向 ＷＴＯ 递交的涉及数字贸易的主要提案以及参与发表的电子商务联合声明

拉美国家 主要提案 提案主要内容 联合声明

巴西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８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５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３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７)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７６ (２０１８)
ＪＯＢ / ＧＣ / ２００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８)
ＪＯＢ / ＧＣ / ２０３ (２０１８)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３ (２０１９)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６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９)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７ (２０１９)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２７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 (２０１９)

阿根廷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５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３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７)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７４ (２０１８)
ＪＯＢ / ＧＣ / ２００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８)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 (２０１９)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６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９)

墨西哥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７ / Ｒｅｖ ３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９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０１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７ (２０１７)

智利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７ / Ｒｅｖ ３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６ / Ｒｅｖ ２ (２０１７)

哥伦比亚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７ / Ｒｅｖ ３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０１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７ (２０１７)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７４ (２０１８)

１ 建立消费者保护、 个人数
据保护的监管框架ꎻ
２ 保护数字知识产权ꎻ
３ 电子文件和电子签名法律
效力的互相认证ꎻ
４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ꎻ
５ 解决中小型企业在电子商
务方 面 的 需 求 和 面 临 的
挑战ꎻ
６ 单一窗口的数据交换和系
统互操作性ꎻ
７ 建议谈判应着重厘清现有
的 ＷＴＯ 准则ꎬ 并在必要时
建立新规则以应对新发展或
弥补不足之处ꎻ
８ 确 认 各 成 员 的 国 内 监
管权ꎻ
９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在获得援助方面的讨论ꎻ
１０ 非应邀电子通讯信息ꎻ
１１ 在线支付系统应遵守的
原则ꎻ
１２ 无纸化贸易问题ꎮ

«关于电子商务
的 联 合 声 明 »
(２０１７)
«关于电子商务
的 联 合 声 明 »
(２０１９)
«大阪数字经济
宣言» (２０１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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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０１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７ (２０１７)

巴拉圭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７ / Ｒｅｖ ３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５ (２０１６)

哥斯达黎加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０１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６)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７ (２０１７)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７４ (２０１８)

«关于电子商务
的 联 合 声 明 »
(２０１７)
«关于电子商务
的 联 合 声 明 »
(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 ＷＴＯ 官网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Ｆ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Ｅ＿ Ｓ＿ Ｓ００１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拉美国家虽然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ꎬ 但巴西、 墨西哥等地区性

大国对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态度积极ꎬ 而小国参与积极性不高ꎮ
本文认为ꎬ 这是由于巴西、 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好ꎬ 其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ꎬ 因此其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上有着更多的诉求ꎮ 同

时ꎬ 相对于其他拉美小国ꎬ 巴西、 墨西哥等拉美发展中大国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

贸易谈判中积累了更多谈判经验ꎬ 有着更多要价筹码ꎬ 因此在谈判中也具有

更高的话语权ꎮ 这些地区性发展中大国期望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中拥

有一定主导权ꎬ 以期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一定的利益ꎬ 因此拉美大国相对

于拉美小国而言更愿意积极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多边数字贸易治理ꎮ
通过对拉美国家向 ＷＴＯ 所递交的提案进行梳理ꎬ 本文发现其提案内容呈

现出如下特点ꎮ
第一ꎬ 拉美国家对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特别重视ꎮ 在拉美国家递交

ＷＴＯ 的提案中多次涉及数字知识产权保护问题ꎬ 巴西和阿根廷尤其重视数字

环境下的版权问题ꎮ 在巴西、 阿根廷递交的提案中ꎬ 有四份提案 (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３ / Ｒｅｖ １ꎬ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６ / Ｒｅｖ １ꎬ ＪＯＢ / ＧＣ / ２００ / Ｒｅｖ １ꎬ ＪＯＢ / ＩＰ / １９) 专门阐

述了巴西和阿根廷在数字环境下的版权问题诉求ꎮ 美欧对数字环境下版权侵

权问题极为重视ꎬ 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拉美盗版数字产品以及版权执法不严问

题有所指责①ꎬ 因此拉美在提案中纳入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以对此作出

回应ꎮ
第二ꎬ 拉美国家提案中所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多为雄心水平不高的数字

贸易规则ꎮ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 拉美国家提案中所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如无

纸化贸易、 电子签名、 非应邀电子通讯信息等大多属于雄心水平不高的数字

—３７—

① ＵＳＴＲꎬ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９１ － ９７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贸易规则ꎬ 尤其是与美欧所主张的数字贸易规则相比ꎮ 这也表明拉美国家的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确实比较落后ꎬ 相比美欧而言仍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ꎮ
第三ꎬ 拉美国家在提案中提出了很多基于其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诉求ꎮ 拉

美各国是发展中国家ꎬ 这决定了其在提案中所提出的数字贸易诉求多是围绕

发展中国家参与数字经济展开的ꎮ 拉美国家主张解决中小型企业在电子商务

方面的需求和挑战ꎬ 主张讨论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的问题ꎬ 这

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数字贸易治理时面临的挑战ꎬ 因此拉美各国希望在

ＷＴＯ 框架下予以解决ꎮ

二　 ＷＴＯ 框架下拉美国家对数字贸易治理的主要关切

尽管到目前为止 ＷＴＯ 框架下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多边规则ꎬ 但

ＷＴＯ 主要成员仍在不断推动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ꎮ 在此背景下ꎬ 以巴

西、 阿根廷、 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也积极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

规则探索工作ꎮ 近年来ꎬ 拉美各国向 ＷＴＯ 提交了近 ２０ 份关于数字贸易与电

子商务的提案ꎬ 这些提案涉及数字贸易的众多议题 (见表 ３)ꎮ 围绕这些提

案ꎬ 本文将分别探讨拉美各国在多边数字贸易治理上的三个重要关切议题ꎮ

表 ３　 部分拉美国家的 ＷＴＯ 提案中涉及的数字贸易议题

巴西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巴拿马 委内瑞拉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 √ √ √ √ √ √ √ √

数字环境版权规则 √ √

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 √ √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 √ √

税收 √ √ √

消费者保护 √ √ √

无纸化贸易 √

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
跨境信息转移

√

监管与合作 √ √ √ √ √

网络安全 √ √ √ √ √

个人数据保护 √ √ √ √

电子贸易管理文件 √

—４７—



拉美国家数字贸易治理行动及诉求研究　

单一窗口的数据交换
和系统互操作性

√

贸易相关信息的电子
化公开

√

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货
物的放行和清关

√

提高法规政策透明度 √ √ √ √

电子支付 √ √ √ √

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 √ √ √

跨境数据流动 √ √ √

本地化措施 √ √

保护源代码、 算法 √ √ √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 √ √ √ √

资料来源: 根据拉美国家向 ＷＴＯ 递交的提案整理ꎮ

(一) 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基础设施、 技术援助、 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

拉美国家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ꎬ 且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都不高ꎬ 拉美地

区面临着电子商务相关基础设施 (如信息、 通信与技术设施、 基础电信设施)
较为落后、 数字技术发展推广缓慢、 信息技术贸易自由化受阻及中小企业的

参与积极度不高等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 拉美国家更加关注数字贸易治理对该

地区经济的实际影响ꎬ 尤其是在减贫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ꎮ 拉美各国在 ＷＴＯ
提案中有以下几方面表态ꎮ

第一ꎬ 应考虑将技术援助作为目标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差距ꎮ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差距给其数字贸易发展带来了挑战 (例如宽带接入限

制)ꎬ 但也为企业提供了创新机会 (例如本地支付解决方案的兴起)ꎮ 数字技

术援助可以为此做出贡献ꎬ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获得关键技术的援助后ꎬ 将

更好地利用技术进行创新性生产ꎬ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ꎮ 例如ꎬ 数字贸易领域

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能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好的通信ꎬ 将有助于增

加居民收入ꎬ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ꎮ
第二ꎬ 应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ꎮ 在发展中国家ꎬ 中小型企业创

造了 １ / ３ 的收入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ꎬ 到目前为止ꎬ 电子商务所创造

的机会尚未对规模较小的生产者和低收入国家产生影响ꎮ 因此拉美国家提议ꎬ
ＷＴＯ 应着重解决中小微企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ꎬ 应考虑实

施诸如提高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建设之类的措施ꎬ 以促进更好地开发利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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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以及数字技术ꎬ 进而改善小型企业 (包括微型和中小型企业) 的商业活

动ꎬ 并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ꎮ
第三ꎬ 将增加妇女参与数字贸易的机会作为 ＷＴＯ 数字贸易谈判的一个重

点ꎮ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创造了新的

机会ꎬ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将有助于女性参与创业发展ꎬ 从而加快发展中国

家的财富创造ꎬ 为这些国家的减贫工作做出贡献ꎮ 但目前为止ꎬ 由于一些发

展中国家存在性别偏见等问题ꎬ 妇女参与数字贸易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

用ꎮ① 因此ꎬ 拉美国家倡议在 ＷＴＯ 数字贸易谈判中重点讨论增加妇女参与数

字贸易的机会ꎬ 希望借此促进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工作ꎮ
(二) 与数字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数字贸易标的物大多为知识密集型产品ꎬ 因此数字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是拉美各国重点关注的问题ꎮ 在拉美国家向 ＷＴＯ 递交的提案中ꎬ 主

要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数字环境下的版权规则、 保护源代码和算法ꎮ
第一ꎬ 拉美国家强调 ＷＴＯ 在实施数字环境版权规则方面应考虑透明度、

管辖权、 权利和义务平衡三个问题ꎮ
由于数字产品版权持有者获得的版权报酬与产品的总收入之间存在巨大

差距ꎬ 且版权使用费的计算方式缺乏透明度ꎮ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版权

持有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加剧ꎮ 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新的业务

模式不断涌现ꎬ 而这些新的业务模式依赖于互联网线上访问数字内容ꎮ 因此

同一数字产品可以在市场上的许多不同平台上获得ꎬ 并且不同平台通常具有

不同的报酬计算方式ꎮ 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版权持有人抱怨数字产品版权生

态系统缺乏报酬计算的透明度ꎮ 拉美国家认为ꎬ ＷＴＯ 应考虑建立关于数字环境

下的版权和相关权的透明度规则ꎬ 具体而言: 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公开数字产品

的使用实时数据ꎬ 以及版权所有者所获报酬的实时数据ꎬ 从而减少市场主体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ꎬ 增强法律的监管效力ꎬ 使得从事数字产品交易的人们更加信

任数字贸易ꎮ 拉美国家之所以建议提升数字产品版权报酬计算的透明度ꎬ 是因

为数字产品的交易平台多属于发达国家ꎬ 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版权所有者在市场

交易中处于劣势ꎬ 没有议价能力ꎮ 因此拉美国家认为应该提高版权报酬的计算

透明度ꎬ 防止发达国家的交易平台损害版权持有者的权益ꎮ

—６７—

① 参见 ＵＮＣＴＡＤ 官网 “ｅ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主题专栏ꎮ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ＴＬ / ＳＴＩ ＿
ａｎｄ＿ ＩＣＴｓ / ＩＣＴ４Ｄ － ｅＴｒａｄｅ － ｆｏｒ － Ｗｏｍｅｎ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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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是无国界的ꎬ 但版权制度是基于国家制度的ꎬ 由于版权报酬

可以通过国际信用卡进行支付ꎬ 所以版权所有者所在国家可能对这种情况

下的版权报酬纠纷不具有司法管辖权ꎮ 当前的版权保护国际协议包括 «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ꎬ 但这四

项条约都没有明确规定数字环境中版权作品应该适用创作者还是使用者所

在国的管辖权ꎬ 缺乏明确的司法管辖权规定可能导致版权报酬纠纷适用版

权所有者未知的法律ꎮ 因此ꎬ 拉美国家提议ꎬ 为保护版权所有者并保证其

合理报酬ꎬ ＷＴＯ 成员应使自己国家的版权立法适用于从本国境内获取数字

内容产品的贸易ꎮ 明确数字环境中版权的管辖权ꎬ 可以改善数字贸易中的

商业环境ꎬ 同时增进消费者利益ꎮ 拉美国家倡议对数字环境中版权纠纷的

司法管辖权进行明确规定ꎬ 主要是因为拉美国家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上的

执法监管一直为美欧所诟病ꎬ 导致在牵涉到美欧的版权报酬纠纷问题时ꎬ
拉美国家一直处于不利地位ꎬ 因此拉美国家希望通过明确版权司法管辖权

为本国创作者争取利益ꎮ
为了实现版权所有者与作品使用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ꎬ «保护文学和

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中规定ꎬ 允许在未

经版权所有者授权时使用受保护的作品ꎬ 但同时规定版权例外与限制须满足

三个条件: 一是限于某些特殊情况ꎬ 二是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ꎬ 三是

不无故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ꎮ 由于数字环境中技术保护措施 (ＴＰＭ) 可能排

除 “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 的条件ꎬ 如电子书的使用可能会限制学生

出于学习目的对电子书内容的免费获取ꎬ 从而影响信息和知识的传播ꎮ 所以

拉美国家在提案中认为应该对此进行解释ꎬ 以确保在数字环境中也能适当且

平衡地适用限制和例外规定ꎮ ＷＴＯ 成员应明确主张在数字环境中也应提供物

理格式 (光盘、 书籍等) 的例外与限制ꎮ 这将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交易成本ꎬ
且有助于使各国的版权体系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ꎮ

第二ꎬ 拉美国家强调应保护软件源代码和算法ꎮ 在市场准入方面ꎬ ＷＴＯ
应确保成员不将共享源代码和算法作为市场准入条件ꎮ ＷＴＯ 成员应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与执法ꎬ 确保有关转让技术、 商业秘密或其他专有信息的要求不是

进入任何国家市场的条件ꎬ 确保不要求使用特定的加密标准ꎬ 也不得对所使

用的加密标准进行限定ꎮ 源代码和算法是数字知识产权的一部分ꎬ 拉美国家

提议保护源代码和算法意在加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ꎬ 改善数字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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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数字技术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ＷＴＯ 框架下的 «贸易便利化协定» 是各成员实施贸易便利措施的统一标

准ꎬ 但在数字贸易领域 ＷＴＯ 成员尚未达成统一的贸易便利化协定ꎮ 贸易便利

化措施的谈判有助于 ＷＴＯ 各成员在无纸化贸易、 提升法规政策透明度、 政府

数据公开等方面达成统一的标准ꎬ 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ꎮ 拉美国家在贸易便

利化措施方面的提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ꎮ
第一ꎬ 在海关管理系统引入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ꎬ 如电子管理文件的标

准、 数据交换与系统互操作性、 使用数字技术简化贸易和通关管理手续等ꎮ
在电子管理文件的使用上ꎬ 一方面成员应尽可能接受电子管理文件的法律效

力等同于纸质版本ꎬ 另一方面ꎬ 应鼓励成员尽力采用相关的国际标准发布、
接受和交换电子贸易管理文件ꎮ 在单一窗口的数据交换和系统互操作性方面ꎬ
成员应在对外贸易单一窗口系统上提供电子接口ꎬ 通过该接口与贸易商、 物

流服务提供商、 海关、 政府机构交换数据ꎬ 以加快货物的通关和放行ꎮ 同时

鼓励成员尽可能采用诸如区块链之类的技术构建单一窗口系统互操作性和数

据交换解决方案ꎬ 以确保符合与保护信息有关的所有国际和国内法律要求ꎮ
在使用数字技术清关上ꎬ 鼓励成员尽可能使用信息技术系统或嵌入式技术提

供的数据来加快海关的处理速度ꎬ 成员应在其风险管理系统中应用数据分析

方法进行海关控制ꎬ 应努力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海关风险管理系统的效

率ꎮ 当海关或其他政府机构认为需要对货物进行实物检查时ꎬ 成员应在可行

的情况下ꎬ 采用非侵入性或远程技术ꎬ 以避免损坏并加快货物的放行ꎮ 使用

数字技术简化跨境贸易和通关管理手续ꎬ 对于拉美国家改善对外经济活动条

件、 刺激出口具有重要作用ꎮ 尤其是对于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而言ꎬ
单一窗口能有效提升跨境贸易的通关效率ꎬ 加快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便

利化进程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 跨境物流效率的提升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

对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而言十分重要ꎬ 而数字技术应用所促进的跨境贸易便

利化使得商品的总成本能减少 ６０％ ꎬ 同时大幅简化传统国际贸易的中间服务

环节ꎮ① 这不仅能够促进拉美国家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ꎬ 还有利于促进拉美中

小企业参与跨境电子商务ꎬ 带动拉美数字经济发展ꎮ 因此拉美国家在提案中

非常重视使用数字技术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措施ꎮ

—８７—

① 高雪华: «ＴＥＧＧＳ 系统加快数字贸易便利化步伐»ꎬ 人民画报网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ｍｈｂ ｃｏｍ ｃｎ / ｚｔ / ｙｄｙｌ / ２０１８０６ / ｔ２０１８０６０６＿ ８００１３１７４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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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应承认无纸化贸易的合法性ꎬ 确保政府数据的公开可获得性ꎮ 对

于无纸化贸易ꎬ 成员应确保接受以电子方式提交的贸易管理文件ꎬ 并以电子

形式向公众提供贸易行政文件ꎮ 对于网络中立性ꎬ 为确保开放和自由的电子

商务发展环境ꎬ 成员国内电信运营商不得通过其内容、 服务、 终端、 来源和

目的地来区分数据包ꎮ 为了确保政府数据的公开可获得性ꎬ 应鼓励成员建立

一个可公开访问的官方网站ꎬ 网站应包含成员接受或发布的电子贸易管理文

件ꎬ 提交电子贸易管理文件的说明以及国家单一窗口的系统互操作性要求ꎮ
成员还应尽力在官方网站上提供一个数据库ꎬ 其中应包含最惠国待遇、 优惠

关税和配额以及原产地规则等关于市场准入的信息ꎮ 确保政府数据的公开可

获得ꎬ 有助于企业和个人基于及时可靠的信息做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ꎬ 这对

于促进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性ꎮ

三　 ＷＴＯ 各成员对拉美国家数字贸易治理诉求的立场比较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主要是基于该地区数字贸易

发展实际情况ꎬ 以及拉美地区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障碍而提出的ꎮ 但

是ꎬ 参与 ＷＴＯ 框架下数字贸易谈判的不仅有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ꎬ 还

包括美欧等发达成员ꎬ 各成员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ꎬ 在数字贸易

相关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挑战与关切点ꎮ 在此背景下ꎬ 拉美各国的主要诉求能

否实现ꎬ 不仅取决于拉美对其核心立场的坚守ꎬ 还取决于其他成员的态度ꎮ
本文接下来选取拉美的三个核心诉求ꎬ 通过比较其他 ＷＴＯ 成员对拉美国家数

字贸易治理诉求的立场ꎬ 进一步探讨 ＷＴＯ 数字贸易谈判中拉美核心诉求实现

的可能性ꎮ
(一) 消弭数字鸿沟的诉求符合各成员方立场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中ꎬ 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其电子商

务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技术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比较落后ꎬ 且拉美地区无论

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均存在数字贸易发展不均衡的问题ꎬ 拉美国家发

展数字经济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 “数字鸿沟”ꎮ 因此ꎬ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ꎬ 其

核心诉求之一是主张发达成员给予发展中成员数字贸易相关基础设施以及技

术援助ꎬ 这对于拉美消弭数字鸿沟、 解决拉美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提

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极为重要ꎮ
在消弭数字鸿沟方面ꎬ ＷＴＯ 成员大多有着与拉美国家相同的立场ꎮ 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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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经济体成员中ꎬ 欧盟、 加拿大在与其他国家共同递交的提案 ＪＯＢ / ＧＣ / ９７ /
Ｒｅｖ ３ 中倡议ꎬ ＷＴＯ 应在向发展中成员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ꎮ 日本多次在提案中表示出对消弭各成员间数字鸿沟的支持与期待ꎮ
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４ 中ꎬ 日本认为数字鸿沟是发展中国家释放数字贸易发展

潜力的障碍ꎬ 日本鼓励发达和发展中成员对此提出有效建议ꎬ 并对这一问题

进行积极讨论ꎮ 在提案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３０ 中ꎬ 日本认为ꎬ 为了使数字贸易更好地

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做出贡献ꎬ ＷＴＯ 有责任通过建设援助和技术援助ꎬ 帮助发

展中国家有效消弭数字鸿沟ꎮ 此外ꎬ 在提案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７７ 和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８５ 中ꎬ
日本也同样提议向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援

助ꎬ 以使其电子商务发展到一定水平ꎬ 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全面参与 ＷＴＯ 框

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ꎮ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大国ꎬ 也在提案中表达了消

弭数字鸿沟的诉求ꎮ 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９ 中ꎬ 中国认为应鼓励成员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改善发展中成员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ꎬ 帮助企业和公

民实现数字过渡ꎻ 并提出鼓励成员联合学习和合作培训、 在 ＷＴＯ 框架下建立

电子商务促进发展计划等具体措施ꎬ 以协助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

消弭数字鸿沟ꎮ 在提案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１０ / Ｒｅｖ １ 和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４２ 中ꎬ 中国进一步提

出ꎬ ＷＴＯ 成员应探索具体可行措施ꎬ 以改善发展中成员跨境电子商务基础设

施和技术条件ꎬ 例如帮助发展中成员增强其海关管理的信息化水平ꎮ
在拉美主张的消弭数字鸿沟的诉求方面ꎬ 不仅拉美国家对此极为重视ꎬ

ＷＴＯ 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也大多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技术援助ꎬ 以弥补

其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差距ꎬ 进而消弭数字鸿沟ꎮ 因此ꎬ 本文认为拉美消弭数

字鸿沟的诉求符合 ＷＴＯ 各成员方的立场ꎬ 有很大可能得以实现ꎮ
(二) 保护源代码和算法符合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核心立场

拉美国家相较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成员ꎬ 在数字贸易规则上的雄心水

平并不高ꎬ 这是受限于拉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ꎮ 尽管拉美国家在数字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诸多为美欧发达成员所诟病的问题ꎬ 但是拉美仍然在提

案中主张保护源代码和算法ꎮ 通过整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提案ꎬ 可以发现

美欧日在保护源代码和算法上有着坚定的立场ꎮ 美国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５ 中

提出ꎬ 许多企业都从数字知识产权中获取利益ꎬ 例如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ꎮ
如果将披露此类信息作为市场准入条件ꎬ 将会使这些企业的业务面临风险ꎬ
尤其是此类披露可能导致将信息转移给竞争对手ꎮ 因此美国认为ꎬ 在进入一

国市场时ꎬ 企业不必共享其源代码和算法ꎮ ＷＴＯ 规则应确保政府不强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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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信息或与当地企业共享信息ꎬ 同时保留政府实现合法监管目标的能力ꎮ
此外ꎬ ＷＴＯ 规则还应禁止强制转让数字技术、 商业秘密或其他数字知识产

权ꎮ 同样ꎬ 欧盟也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２２ 中明确提出ꎬ ＷＴＯ 成员不得要求转

让或访问其他成员的自然人或法人所拥有的软件源代码和算法ꎬ 除非其他成

员的自然人或法人在商业基础上自愿转让或授予对源代码的访问权ꎬ 例如在

公共采购交易或自由谈判的合同中ꎮ 日本则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４ 中表达了与

美欧同样的立场ꎮ 日本认为ꎬ 软件程序不仅嵌入信息技术 ( ＩＴ) 产品中ꎬ 还

嵌入制造产品 (包括汽车) 中ꎬ 软件程序是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ꎮ
但是ꎬ 在某些国家进口有关商品或服务时ꎬ 要求披露在产品程序中使用的源

代码和算法ꎮ 公开源代码和算法的要求实际上属于贸易壁垒ꎬ 因此ꎬ 除实现

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情况外ꎬ 政府不能强行要求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ꎮ
ＷＴＯ 各成员应对此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ꎮ

拉美国家尽管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ꎬ 但是仍然提出了

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的诉求ꎮ 由美欧日等发达成员在其提案中的表态来看ꎬ 发

达成员对保护源代码和算法有着坚定的立场ꎮ 因此ꎬ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谈判中

拉美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的诉求很可能得到发达成员的极大支持ꎮ
(三) 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而言有所困难

对数字贸易而言ꎬ 政府数据的公开可获性将有利于企业和个人做出利益

最大化的决策ꎬ 这对于私人机构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ꎮ 但是ꎬ 在 ＷＴＯ 框架

下的数字贸易谈判中ꎬ 并非所有成员对此诉求都有着积极的态度ꎬ 即使在拉

美国家之间也并非对此一致支持ꎮ 在发达成员中ꎬ 美国和日本都在提案中明

确提出鼓励各成员公开政府数据ꎮ 美国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５ 中提议ꎬ 成员应

公开政府数据以便利公众获取和使用ꎬ 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ꎮ 美国还提

议ꎬ 应鼓励政府以计算机可读取的格式提供公共数据ꎬ 并允许私人机构检索、
使用和重新配置数据ꎮ 日本则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４ 和 ＪＯＢ / ＧＣ / １７７ 中认为ꎬ
为了促进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的进一步发展ꎬ 成员可以向公众公开由政府收

集的数据ꎬ 例如统计信息、 公共交通数据和防灾数据ꎮ 通过将这些数据提供

给国内外企业ꎬ 政府可以促进企业创新ꎮ 但日本同时提出ꎬ 成员不应该只允

许国内公司访问此类数据ꎬ 这将阻碍外国公司进入相关市场ꎮ 因此ꎬ 各成员

政府收集的数据应是公开的ꎬ 并且应在对国内外企业非歧视的基础上广泛可

获ꎮ 日本建议考虑在 ＷＴＯ 谈判中达成这样的协议ꎮ 但是包括中国、 俄罗斯在

内的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并未在 ＷＴＯ 提案中提出公开政府数据的诉求ꎮ 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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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ꎬ 也仅有巴西在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２７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 中建议成员在政府官方

网站上提供包含贸易相关信息的数据库ꎮ
因此ꎬ 对于公开政府数据的诉求ꎬ 发达成员中美国和日本态度较为积极ꎬ

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对此并不十分支持ꎮ 究其原因ꎬ 政府数据的公开

虽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 但是同时也存在侵犯个人隐私权的

风险ꎬ 甚至可能会在数据信息权属问题上产生较大争议ꎮ 最重要的是ꎬ 公开

政府数据属于雄心水平较高的数字贸易规则ꎬ 其对于成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的要求较高ꎬ 如大数据统计整理、 大型数据库的维护运营等ꎮ 对于大多数发

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而言ꎬ 公开政府数据并不在其目前谈判的诉求之列ꎮ
因此ꎬ 鉴于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而言有所困难ꎬ 本文

认为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谈判中该诉求很大可能不会实现ꎮ

四　 结语

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及治理中ꎬ 拉美国家一直作为重要力量参与其中ꎮ
无论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ꎬ 还是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中ꎬ 拉美国家对于

数字贸易治理都始终积极参与ꎬ 并提出了一些符合拉美各国自身利益的诉求ꎮ
尤其是在 ＷＴＯ 启动数字贸易谈判以来ꎬ 拉美各国更是积极递交提案ꎬ 内容广

泛涉及数字贸易规则传统问题和一些新规则ꎮ 从拉美各国递交的提案中ꎬ 可

以梳理出拉美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基础设施、 技术援助、 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ꎻ 二是

与数字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ꎻ 三是与数字技术有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ꎮ
通过对上述三方面的主要诉求进行梳理ꎬ 并结合 ＷＴＯ 其他成员在提案中所作

表态ꎬ 本文认为ꎬ 拉美国家提出的消弭数字鸿沟的诉求符合 ＷＴＯ 各成员方立

场ꎬ 该诉求有很大可能在谈判中得以实现ꎮ 保护源代码和算法的诉求符合美

欧日发达国家的核心立场ꎬ 因此ꎬ 拉美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的诉求在 ＷＴＯ 框架

下的谈判中很可能得到发达成员的极大支持ꎮ 而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成员

和最不发达成员而言有所困难ꎬ 所以本文认为在 ＷＴＯ 谈判中此诉求很可能得

不到实现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中国向 ＷＴＯ 递交了首轮数字贸易谈判提案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９ꎬ

建议电子商务谈判目标应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和不发达成员消弭数字鸿沟ꎬ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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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ꎮ① 中国在提案中提议ꎬ ＷＴＯ 谈判应寻求建立良好的电

子商务交易环境ꎬ 包括无纸化贸易、 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等ꎮ 同时ꎬ 中国认为

应促进务实、 包容的发展合作ꎬ 如成员间进行培训交流、 探索在 ＷＴＯ 框架下

制定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计划等ꎮ 从中国和拉美国家向 ＷＴＯ 递交的提案可以

看出ꎬ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中ꎬ 同为 ＷＴＯ 发展中成员的中拉在全

球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上有着众多相同的主张ꎬ 如促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参

与电子商务、 消弭数字鸿沟等ꎮ 尤其是在消弭数字鸿沟的问题上ꎬ 拉美作为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ꎬ 中拉在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 上具有良好的合作基

础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通信产业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ꎬ 中拉在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技术人员培训交流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ꎮ 因此ꎬ 中国应以此

为契机ꎬ 在消弭数字鸿沟的诉求上与拉美联合ꎬ 以进一步加深中拉在电子商

务基础设施和技术援助上的合作ꎬ 为 “一带一路” 战略的更好发展添砖加瓦ꎮ
在保护数字产品知识产权方面ꎬ 作为发展中成员的中国一直被美国诟病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ꎬ 拉美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美国的指责ꎬ 中国提出的充分考虑各

成员国内监管需求的诉求与拉美国家的谈判立场也同样不谋而合ꎬ 因此中拉

在数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合作ꎮ 中国可以在此问题

上吸纳拉美诉求ꎬ 以争取在 ＷＴＯ 谈判中联合拉美国家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

权ꎮ 此外ꎬ 对于拉美提出的在海关管理系统引入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诉求ꎬ
中国虽然没有在提案中提出相关方案ꎬ 但是该诉求对于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

展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利益相关性ꎬ 中国可在相关提案中进一步提出符合

本国利益的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诉求ꎬ 以在 ＷＴＯ 谈判中争取更多切实利

益ꎮ 总之ꎬ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中ꎬ 中国可在上述问题上寻求与拉

美国家进行联合ꎬ 为发展中成员谋求更多实际利益ꎬ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地位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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