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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是美国明康律师事务所Joseph D. Gustavus 律师所发表的文章的中文翻译。约瑟夫律师主要为客户在汽车、国防、航空航天业、软

件及信息技术领域的公司及出口管制事宜提供咨询服务。为了简略，我们省略注脚。另外，为了易懂，我们也省略了原文中的一些重述部分。如

有疑问，请和约瑟夫律师联系，其联系方式如下： gustavus@millercanfield.com； 电话：+1.248.267.3317。 您也可以联系我们上海办公室律师，
办公室电话是：021-2221-2000]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取得重大
进展。美中贸易总额从1981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503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中美互惠贸易关系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处于高位警戒水平。美国向中国转让技术受到美国当局日益严格的
监管。错综复杂的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对受控商品及技术的占有、贸易及出口等方面进行管制，违

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会受到严厉的民事及刑事处罚。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对从事航空业、汽车产业、

国防业、信息技术、通讯及软件业的企业尤为重要。

美国出口管制法具有域外效力，可以对境外的外籍人士进行起诉。庞贝捷漆油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前总经理王迅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于2012年12月20日被判处一年监禁的事实就是个例证。

无论美国出口商是中国子公司的美国母公司，还是中国母公司的美国子公司，都可能 受美国出

口管制法的管辖。

本文就美国出口管制法中涉及对中国出口管制的法律作扼要介绍。

《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对出口美国军火清单（“美国军火清单”）所列国防物资、国防服务或技
术数据的管制商品进行管制。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出口管制管辖的行业主要是国防业及航空
业。

美国军火清单覆盖的范围远比其名字要宽泛，它涵盖了除军火外的多种商品，如：火箭及相关技
术、坦克及军事交通工具、水上及水下海军战争船只、特种海军装备、飞行器及相关技术、军事
电子工业、光学及导航设备、化学及生物药剂、卫星、航天器系统及相关技术。出口美国军火清
单所列的国防物资、国防服务及技术数据必须经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进行批准。

美国国防物资在中美间的进出口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对向中国出口（或从中国进口）《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美国军火清
单商品中的国防物资、国防服务及技术数据拒发许可证或其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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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进口中国国防物资

美国禁止进口美国军火进口清单列明的中国国防物资。该美国军火进口清单是美国军火清单的子

清单，应用于向美国进口而非出口的项目。请注意，中国对于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产品及

技术有其自己的出口管制系统。

中国船只、航空器及其它运输工具的运输

不得以中国拥有、运营或租赁的船只、航空器或其它交通工具运输须获美国许可方可出口的国防

物资。各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出具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出口管制许可证均有最终用户限制，
该最终用户限制对特定最终用户的使用及对其它最终用户进行进一步的转移及转运进行了限制。

自1990年以来，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开始实行“蓝灯笼”最终使用监控计划，该计划对《国际武

器贸易条例》出口管制的美国国防物资、国防服务及技术数据的最终使用及转运进行监控。美国

国防贸易控制署执行人员在国外进行蓝灯笼调查，以识别及审查有向禁止的目的地转移及转运风

险的交易及受控商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执行人员对原来经许可出口至其

它外国目的地《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管控商品向中国的转移或转运进行调查。

中国公司应注意其公司运营、其外籍员工和他们的研发行为，以及其生产的国防物资，可能会因

下列因素受到ITAR的出口管制：(a) 使用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管控的美国零件、服务或技
术，或者(b) 雇佣占有或使用这些管控商品的外籍员工。在美国从事经营或在美国设立营业场所

的中国公司应进行周密计划，以确保其公司运营、其外籍员工及其涉美交易不落入《国际武器贸

易条例》项下的美国出口管制的范围。

《出口管理条例》

因其特殊的技术性能，某些商用系统、设备及零部件、测试、检查及生产设备、原材料、软件及

技术可能被列入美国商业管制清单（“商业管制清单”）而受出口管制。与《国际武器贸易条

例》中的出口管制不同，以《出口管理条例》为基础的出口管制适用于包括航空、汽车、信息技
术、通讯及软件业在内的所有行业。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负责管控及批准商业管制清单所列商品的

出口。

现行的《出口管理条例》第744.21(a)(2)条规定，在以军事最终使用为目的向中国运送商品前需

要取得许可证。但是，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在2013年4月16日公布了一份最终规则（于 2013年10月

15日生效），该规则修改了《出口管理条例》，并在商业管制清单中建立了一套新的“600”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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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军事商品（即，标记为军用的商品）。对美国有重大军事意义的商品被归入600系列。像从前

一样，在向中国运送600系列范围内的商品前，需要取得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发放的出口管制许可
证。对于600系列项下对中国军事能力有直接及重大贡献的项目，美国工业及安全局极有可能拒
绝发放出口许可证。

对于受制于《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的非600系列商品，在从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获得出口管制
许可证或符合《出口管理条例》特别许可豁免的条件下，一般可以合法地向中国出口。是否可以

取得出口许可证或许可豁免取决于商业管制清单所列的具体商品及其管制原因。在《出口管理条

例》下对出口到中国的管控商品进行出口管制的原因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防止化学及生物

武器扩散、防止导弹技术扩散、维持地区稳定、防止核武器扩散，集团犯罪。一些在商业管制清
单上的特殊的《出口管理条例》管控商品甚至无需获得出口管制许可证或许可豁免即可合法向中

国出口。因此，出口商应根据具体情况，个案分析对于向中国的出口是否需要《出口管理条例》
规定的出口许可证或是否可以获得许可豁免。

对《出口管理条例》管制商品的中国特别许可政策

一个对中国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是，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已针对向中国出口某些高科技产品制

定了特别许可政策。一方面，中国特别许可政策为向中国的可信任的公司的出口提供了便利；另

一方面，它也为向中国出口由《出口管理条例》管控的商品提出了附加的许可要求。

a) 出口中国的已验证最终用户计划

美国工业及安全局有一套经验证最终用户（“经验证最终用户”）计划。该计划为向中国的可信

任公司出口《出口管理条例》管控商品提供了便利。预选的中国企业可能符合经验证最终用户要

求并被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认证为“经验证最终用户”。以后，即使未取得《出口管理条例》的出

口许可证，该中国公司也可以收到美国出口物品及某些《出口管理条例》管控的商品。美国工业

及安全局会对已获批的中国经验证最终用户清单进行公布。因此，中国公司有必要准备向美国工
业及安全局提交经验证最终用户的认证请求。

b) 出口中国的附加许可要求

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对商业管制清单所列的目标清单商品（“目标清单商品”）提出了附加的中国

特别许可要求，这些目标清单中的商品虽然是商业性的，但有助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该目
标商品清单共涉及30个商品，涵盖了20个产品类别及其相关技术和软件。这些中国特别许可要求
对由下列商品组成或可用于下列商品的《出口管理条例》管制技术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最终使用管

制：航天器、航天器发动机、航天电子设备及惯性水运导航系统、激光、贫铀、水下照相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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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及一些电信设备。

另外，接收目标清单商品的中国企业，必须向美国出口商提供《出口管理条例》要求的中国最终

用户声明。对于总值超过5万美元的需要获得许可证方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出口商必须获得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出具的最终用户证书。中国最终用户声明帮助促进美国工
业及安全局对于管制物资及技术向中国的出口进行最终用途检查的能力。同样，如果出口商知道

出口是以在中国的军事使用为最终目的的，出口商必须取得许可证。共有31项商品要遵守该军事

最终用途的要求，并通过其出口标识分类控制编号（“ECCN”）进行识别。出于对美国国家安

全的考虑，如果该出口将对中国军事能力产生重大贡献，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将拒绝发放许可证。

美国工业及安全局中国办公室

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发放附带最终用户限制的出口管制许可证，该最终用户限制对特定最终用户的

使用及向其他最终用户的转移及转运均提出了限制。像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蓝灯笼”计划那
样，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在北京和香港雇佣专门的海外代理作为出口管制官员，以确保遵守美国工
业及安全局发放的出口管制许可证中的最终用途许可限制。

近期涉及中国的出口管制起诉

下列是近期一些针对公司及个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及技术的起诉：

 2013年5月30日：一名中国公民在纽约东区对其试图从美国向中国出口武器级碳纤维的行

为表示认罪。碳纤维是一种经常被用于军事、国防和航空航天业的高科技材料，因此受到

严密监管。被告将面临20年的监禁和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

 2013年1月17日：宾夕法尼亚东部地区的美国地方法院判处一名美国公民42个月的监禁，

3年监外看管和1000美元的罚款，原因是其在未取得出口管制许可证的情况下，为印度和

中国客户从美国出口了57个微波放大器。该调查是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基于其涉嫌违反出口

管理条例而进行的。

 2012年12月18日：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公民涉嫌违反出口和洗钱的规定，企图获得

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可能应用于军事的两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器件”）。联邦调查局与

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合作对该案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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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6日：一名美国公民因被指控涉嫌使用其美国公司，Dahua Electronics

Corporation，向中国出口火箭喷嘴涂料和其他《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控制下的商品而被逮

捕。他也向中国出口由《出口管理条例》管控的微波放大器，并谎称货物运往纽约的教育

机构，而不是在中国用于军事用途。该调查是由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基于涉嫌

违反《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而进行的。

 2012年12月5日：美国工业及安全局指控一名美国公民违反《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

从美国向比利时出口敏感美国碳纤维，而后将敏感碳纤维非法转运至中国。

 2012年12月3日：美国工业及安全局指控一家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

有限公司（China Nuclear Industry Huaxing Construction Co., Ltd.），违反《出口管理条

例》项下的出口管制，从中国向巴基斯坦的核反应堆转运敏感美国高性能涂料。

 2012年10月4日：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指控一名中国公民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项下的出

口管制规定，进行非法武器交易，并多次从美国向中国出口枪支。

 2012年9月26日：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中国公民违反了《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出口管制

规定，在未获得美国出口管制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其笔记本电脑将其美国雇主军事技术

中的出口管制技术数据带入中国。

 2012年7月24日：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对一家新加坡公司提出指控，该新加坡公司随后签订

和解协议，并同意为其违反《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的规定，向中国境内的两位中国公

民转运源自美国的敏感技术的行为支付11万美元的罚款。

 2012年6月28日：美国国防贸易控制署对United Technologies的子公司（Pratt & Whitney

Canada 和 Hamilton Sundstrand）提出指控，而该子公司已对《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项下

的刑事指控认罪，并同意为其以提供电子发动机控制软件的方式帮助中国开发新的攻击性

直升机的行为支付7500万美元的罚款。

2012年5月23日：美国工业及安全局指控一名中国公民使用以欺骗手段从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获

得的出口许可证，将数百万美元的敏感测量传感器从美国出口，并交付给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
该中国公民为一家美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万机仪器（上海）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