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有兩則消息引起筆者關注!一則爲某地方中級法院僅

用 ! 天時間就"判決了一起侵犯商業秘密案 件#爲受害企業減

少損失 "#$$ 餘萬元$#爲企業撑起知識産權"法律保護傘$! " 一

則 爲 美 國 貿 易 代 表 辦 公 室 % 月 & 日 公 佈 的 %&$’" 年 度 特 別

($) 報吿&’下稱%特別 ($" 報吿&(#繼續將中國列入"重點觀察

國名單$和"($* 監管國名單$&! 這兩則分別來自大洋兩岸)看似

毫不相干的消息卻引發了筆者對如何評 價知識産權保 護 狀 况

的思考!

一! 中國國內對知識産權

保護狀况的評價

僅用 ! 天就判決一起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的消息引起了筆

者的諸多疑問*被吿享有的答辯期是否得到保障+ 雙方當事人

對舉證期限是否達成了協議#或者受訴法院是否爲雙方指定了

不低於 (+ 日的舉證期限+ 企業得到了知識産權"法律保護傘$#

而這把 "法律保護傘$ 是否同時保護了離職員工的擇業自由+

,,答案不得而知!該消息將"! 天$作爲最大亮點#是因爲它體

現了受訴法院在該案中的司法效率---而司法效率的高低#正

是目前國內權衡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的一個重要指數!

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的評價#是權利人)侵權人)司法者)執

法者及社會公衆非常關注的話題! 多年來#中國在知識産權保

護狀况上 已形成了自成一體的評價體系#其特點是"以數字説

話$! 以知識産權民事司法保護的評價體系爲例#該體系是由一

系列指數組成的#包括收案數及結案數)一 審結案率)上訴 率)

再審率)上訴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審限內結案率)訴前禁令裁

定支 持率)訴前證據保全裁定支持率)訴前財産 保全裁 定 支 持

率等! ( 在此評價體系內#某些指數的變化將對知識産權保護狀

况評價結果産生直接且重要的影響! 例如#一審結案率)審限內

結案率)訴前臨時措施’包括禁令)證據保全 及財産保全(裁 定

支持率上昇了#則被視爲 知識産權保護狀况改善了#保 護 水 平

提高了.上訴率)上訴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下降了#則被視爲知

識産權保護狀况上了一個 台階,,在普 遍 實 行 數 字 化 管 理 的

今天#指數往往等同於業績或政績!

然而稍加分析後不難發現#上述評價體系中某些指數的設

定並不科學! 以上訴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爲例#雖然中國%民事

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案件改判或者發回重審的明確標準 ,#但用

案件發回重審率的下 降來説明知識産權保護狀况 的 改 善 有 兩

個前提*一是當事人上訴的案件#一審判決均屬錯誤.二是二審

法院作出的改判或發回重審的判決均屬正確! 只有在這兩個前

提下#法院上訴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的下 降#才可證 明 知 識 産

權保護水平的提陞! 而依據常識#上述兩個前提在現實中顯然

是不存在的!

此外# 某些指數本身的設置便有違相關制度的設計目的#

因而也是不科學的#比如訴前臨時措施的裁定支持率! 以臨時

措施中的訴前禁令爲例#其制度設計的目的是使司法部門能夠

快速地採取有效措施#制止 侵權行爲的發生#尤其制 止 涉 嫌 侵

權的貨物進入商業流通渠道#以避免給權利人造成難以彌補的

損害! % 因訴前禁令對被申請人的權益産生重大影響#設置訴前

禁令或類似制度的國家大多對訴前禁令 的適用 規 定 了 較 爲 嚴

格的適用條件#我國也不例外! *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意見中明

確指出#要嚴格把握法律條件#愼用訴前停止侵權措施#妥善處

理有效制止侵權與維護企業正常經營的關係! ! 正因爲有嚴格

的 適用條件#其他法域的訴前禁令的支持率 一直較低#如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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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限 制 令 !!"#$%&’&( )"*+&,-.-./ 0&1"&"的 支 持 率 據 稱 僅

爲 23453# 而在我國$2676 年訴前禁令的支持比例接近 869

%%%在如此之高的訴前禁令支持率的背後$如何保護被申請人

的利益是個値得關注的問題#

評價指數對於知識産權保護具有指引作用#當極個別執法

者爲了&業績’而追求某些評價指數時$卻有可能實施一些違背

審判規律從而影響當事人權益的行爲# 例如$爲了片面追求收

案數及結案數$將一些本來可以作爲一件案件審理的案件分案

處理(爲了片面追求結 案率$將一些本應及時立案的案件 推 遲

立 案(爲了片面追求審限內結案率$將一些本 應中止審理的 案

件不中止(爲了片面追求 審判效率$將一些當事人本應享 有 的

程序權利予以剝奪( 爲了片面追求臨時措施的裁定支持率$將

一些本應不予支持的臨時措施申請予以支持))

二! 特別 !"# 報吿對中國知識産權

保護狀况的評價

在*特別 567 報吿+第 二 部 分 國 別 報 吿 的 中 國 部 分 中$美

國貿易代表辦 公 室 用 了 近 7:5 的 篇 幅 對 中 國 的 知 識 産 權 保 護

狀况$尤其是知識産權執法及相關保護工作進行了評述# 美方

肯定了中國在知識産權保護方面取得的進展$如自 2676 年 76

月開始的&專項行動’對知識産權保護産生良性影響$但同時對

專項行動結束後對能否維持當前的執法程度表示懷疑#

硏讀*特別 567 報吿+後$筆 者 認 爲 該 報 吿 對 中 國 知 識 産

權保護狀况的評價並不客觀$其中不少觀點缺乏事實依據# 例

如該報吿中稱 中國要求或鼓勵美方將知識産權轉讓給 中 方 或

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但美方 並未提出相關依據$如 中 國

存在相關立法$制定了相關政策或者在實踐中確實存在此類案

例# 在中美知識産權外交的歷史上$美方一直強調用數字説話$

如中國的知識産權保護不力給美方造成了多大的經濟損失$喪

失了多少就業崗位機會等等# ; 然而$美方似乎從不公開這些數

字的計算方法及依據$因此$數字本身並不具有説服力#

此外$對*特別 567 報 吿+針 對 中 國 知 識 産 權 保 護 工 作 的

某些要求或建議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筆者亦不敢苟同# 例如$美

國要求中國政府給製造假冒商品者定罪而不必考慮造假總價$

此要求完全無視了中國*刑法+的相關規定 以及 !)<=> 協定賦

予各成員的義務# 8*特別 567 報吿+値得國內知識産權相關部

門認眞硏究# 中國政府在知識産權執法尤其是行政執法方面下

的功夫越大$美方對中方的要求越多,期望越高的現象$亦値得

反思#

三! 如何客觀評價

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

從上文可以看出$中美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的評價標

準及結論大相逕庭-中國國內相關部門在總結知識産權保護狀

况 時$往往會從知識産權的擁有量,收結案數,改判發回率,一

審結案率,專項行動次數或 持續時間入手(而美國則從 本 國 的

貿易利 益出發$以本國的法律或實踐爲基準$來評 價中國 的 知

識産權保護狀况#

筆者認爲$要求中美雙方在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的評

價上採取完全相同的標準是不現實的$但一些符合知識産權保

護規律的基本原則應予遵循# 在中國知識産權立法已經完全符

合 ?)<=> 協定的前提下$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應從以下幾個

方面進行評價-

一是執法的可預見性# 可預見性$是法律價値的最基本體

現# 執法的可預見性$體現爲當事人對案件的進程,程序性事項

以及結果等有合理的預判# 在執法的可預見性方面$中國的知

識産權執法尙存改進空間$例如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在舉證期

後提交證據的採信,行政訴訟中新證據的 採信等方面$相 關 規

則仍待明確#

二是執法的時效性# 時效性$體現在對權利人救濟的快捷

性方面# 從執法層面上講$中國已建立了訴前及訴中的救濟措

施# 從中國知識産權民事訴訟的實踐來看$由於中國*民事訴訟

法+設定了審限制度$中國知識産權民事訴 訟比世界上 許 多 國

家用時更少$效率更高# 中國知識産權民事訴訟値得關注的一

個現象是-個別法院或者法官片面地追求結案率或審限內結案

率$爲了案件審結的時效性$而犧牲當事人的程序權利#

三是執法對權利人救濟的充分性# 救濟的充分性主要體現

在損害賠償方面$賠償數額是否足以彌補權利人因侵權受到的

!*中國專利與商標+ !"77 年第 5 期 視 角 !"



損害!包括權利人因制止侵權行爲而支出的合理開支" 近年來!

中國法院不斷加大對權利人的損害賠償救濟力度!高額賠償案

件不斷出現" 總結實踐經驗!細化損害賠償計算規則!仍是値得

硏究的課題"

如上文所言!在中國國內知識産權執法評價體系中衆多指

數的存在或設置並不科學#$$它們或許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但對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的評價無太大的參考價値% 知識産權執

法的可預見性&時效性及救濟的充分性才是知識産權執法水平

的直接體現!而衆多個案的公正處理亦將逐步使案件當事人及

社會公衆樹立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的信心"

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應從歷史的&發展的角度對中

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給予客觀評價" 尤其在中國已經成爲世界

貿易體系中的一員後!對中國的知識産權保護狀况的評價應從

中國是否履行了其國際義務!以及從中國知識産權執法的可預

見性&時效性及救濟的充分性等方面進行" 執法的可預見性&時

效性及救濟的充分性! 不僅是知識産權司法所應追求的目標!

也應是知識産權行政執法的目標" 專項執法行動以及其他的運

動式執法!雖然可解決一時的問題!但絶對 不是提昇執法 水 平

的有效途徑"

知識産權保護狀况!其實質是國內法律的實施問題" 執法

狀况的評估!以及任何提高 執法水平的建議!不應脫離中 國 的

法律傳統&基本的法律制度及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 在評估中

國知識産權保護狀况時!中國民衆的知識産權意識也是不得不

考慮的因素"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民衆的知識産權意識較低"

然而!貪圖便宜&追求物美價廉商品’哪怕是 仿冒品(是人類的

本性!而非中國人的)專利*% !" 民衆的知識産權意識的提高!需

要一個過程!不可一蹴而就%

結語

中國國內目前設立的知識産權保護狀况評價指標缺乏足

夠的科學性!具有濃重的 功利色彩!無法準確地反映中國 知 識

産權保護狀况+而美國,特別 #"! 報吿-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狀

况的評價!是從美國貿易利益出發!同樣具有極強的功利性!其

公正性難以保證% 無論是中國還是國際社會!以執法的可預見

性&時效性及救濟的充分性爲標準!充分考 慮中國知識 産 權 立

法及保護的歷史!從發 展的角度出發!才能夠對中國知 識 産 權

保護狀况作出客觀的評價% 筆者希望!用 $ 天判決一起知識産

權案件或類似案件!不再成 爲新聞+,特別 #"! 報吿-也不再強

調中國知識産權執法專項行動等內容% !

欄目主持人!

張廣良"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

副庭長#代庭長#硏究室主任$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敎授%北京大學

國際知識産權硏究中心客座硏究員#國家知識産權局發展硏究中心

客座硏究員#美國約翰"馬歇爾法學院兼職敎授等職&

! 參見 "#!! 年 $ 月 %# 日’人民法院報(第 $ 版$

" "#!! &’()*+, %#! -(’./01

% 例如""#!# 年全國地方法院知識産權民事案件一審結案率從 "##2

年的 341#$5上昇到 "#!# 年的 361%25) 上訴率從 "##2 年的 $313"5

上昇到 "#!# 年的 $21645) 再審率從 "##2 年的 #1%%5下降到 "#!#

年的 #1"75) 上訴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從 "##2 年的 61##5下降到

"#!# 年的 $1475) 一審民事案件審限內結案率由 "##2 年的 271%35

上 昇 到 "#!# 年 的 2712%5) 訴 前 臨 時 禁 令 申 請 案 件 裁 定 支 持 率

3217$5)訴前證據保全申請案件裁定支持率 271$65)訴前財産保全

申請案件裁定支持率 271$!5$ 以上數據見’中國知識産權司法保護

狀况*"#!#+(&

$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4% 條&

4 參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第 4#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6 訴前禁令" 在我國相關知識産權法中被稱爲訴前停止被控侵權行

爲"其適用條件分別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

行爲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8"##!9"# 號"第 !! 條)’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爲和保全證據適用

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8"##"9" 號"第 !!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

理 著 作 權 民 事糾 紛 案 件 適 用 法 律若 干 問 題 的 解 釋 (" 法 釋 8"##"9"

號"第 %# 條&

7 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産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

問題的意見("法發,"##2-"% 號&

3 例如"在 !22! 年美國對中國啓動特別 %#! 調查"認爲中國知識産

權保護不力"給其造成了 !4 億美元的損失"並開出了 !4 億美元的

視 角 ,中國專利與商標- !"!! 年第 # 期!"



!"#"$%&’( %)* $")+,"-*,%+ ./0" 1,2)$ %." ),3%",!+ 2%"
%"$%3*$4 5$" 3+ %.6% 6 &*#6& #*7,% !1"#31"1 6 %,61" +"#,"%" 3$"
8,3$9":"$% ;2+" )3%.3$ +"0"$ 12’+< -,*%"#%3$9 6$ 3$0*&0"1
=7+3$"++ 6963$+% 6 -*%"$%36& &*++ *8 >?@ AB :3&&3*$ ’76$"
6$1 =,3$93$9 %." =7+3$"++ 7$1", %." !&"96& -,*%"#%3*$ 7:"
=,"&&6"CA 6$1 %." *%.", 3+ %.6% 3$ %." BDAA E-";36& FDA >"-*,%
,"&"6+"1 =’ %." GE H,21" >"-,"+"$%2%30" 5883;" I%." J-";32&
FDA >"-*,% 8*, +.*,%K( L.3$2 ,":23$"1 *$ %." !M3+% *8 E-""
#36&&’ N6%#."1 O6%3*$+" 6$1 %." !M3+% *8 FDP E7-",03+"1 O6"
%3*$+"B4 H." %)* $")+-*,%+ ;*:3$9 8,*: %." %)* +31"+ *8 %."
Q6;383; +"": ,6%.", 3,,"&"06$%< R7% +"% %." ),3%", %.3$S3$9 *$
.*) %* "06&76%" %." +3%76%3*$ *8 TQ -,*%";%3*$ 3$ L.3$64

!" #$%&’()* &+,-.,()$/ $0 ’)(.,()$/ $0
!1 23$(&*()$/ )/ 45)/,

H." $")+-*,% *$ 1";313$9 6 %,61" +";,"%" 3$8,3$9":"$%
;6+" )3%.3$ *$&’ +"0"$ 16’+ .6+ +"$% %." ),3%", )*$1",3$9U
)6+ %." 1"8"$16$%!+ %3:" 8*, :6S3$9 .3+ 1"8"$;" 3$ %." ;6+"
"$+7,"1V W31 %." %)* -6,%3"+ ,"6;. 6$ 69,"":"$% *$ %." %3:"
8*, "031"$;" 6117;%3*$< *, 131 %." %,36& ;*7,% 930" %.": 6 %3:"
&3:3% *8 $*% &"++ %.6$ FD 16’+ 8*, 6117;3$9 "031"$;"V N."$

%." !&"96& -,*%";%3*$ 7:R,"&&6" -,*%";%"1 6$ TQ ,39.% *8 %."
R7+3$"++< 131 3% 6&+* -,*%";% %." 8,""1*: *8 3%+ ,"+39$3$9 ":"
-&*’"" %* :6S" .3+ ;.*3;" *8 ;6,"",V # 4 H." 6$+)",+ %* 6&&
%."+" X7"+%3*$+ )"," 7$S$*)$4 T$ %." $")+,"-*,% %." %3:" *8
!+"0"$ 16’+" )6+ .39.&39.%"1 6+ 3% +.*)"1 %." Y713;36& "883"
;3"$;’ )3%. ).3;. %." %,36& ;*7,% .61 1"6&% )3%. %." ;6+"4 Z7"
13;36& "883;3"$;’ 3+ $*) 3$1""1 *$" *8 %." 3:-*,%6$% 3$13;6%*,+
3$ L.3$6 8*, "06&76%3$9 %." +3%76%3*$ *8 TQ -,*%";%3*$ 3$ %." $6"
%3*$4

[06&76%3*$ *8 %." +3%76%3*$ *8 TQ -,*%";%3*$ 3$ L.3$6 3+ 6
%*-3; %.6% .6+ R""$ 1,6)3$9 9,"6% 6%%"$%3*$ 8,*: ,39.%.*&1"
",+< 3$8,3$9",+< Y719"+< "$8*,;":"$% *883;",+ 6$1 %." 9"$",6&
-7R&3;4 50", %." ’"6,+< 6 +’+%": .6+ 3$1"-"$1"$%&’ "0*&0"1
8*, %." "06&76%3*$ *8 %." +3%76%3*$ *8 TQ -,*%";%3*$ 3$ L.3$6<
;.6,6;%",3\"1 R’ !&"%%3$9 %." $7:R", %6&S"4 H6S" %." +’+%":
8*, %." "06&76%3*$ *8 ;303& -,*%";%3*$ *8 TQ>+ 8*, "]6:-&"< 3%
;*$+3+%+ *8 6 +",3"+ *8 3$13;6%*,+< 3$;&713$9 %." $7:R", *8
6;;"-%"1 ;6+"+ 6$1 %.6% *8 ;&*+"1 ;6+"+< %." -",;"$%69" *8
;6+"+ ;&*+"1 3$ 83,+% 3$+%6$;"< %." -",;"$%69" *8 ;6+"+ *8
6--"6& 6$1 ,"%,36&< 6:"$1:"$% *8 Y719:"$% 6$1 ,":6$1<
;6+"+ ;&*+"1 )3%.3$ %." -,"+;,3R"1 %3:" &3:3%< ;6+"+ *8 9,6$%
*8 -,""6;%3*$ 3$Y7$;%3*$< %.*+" *8 9,6$% *8 -,""6;%3*$ "031"$;"
-,"+",06%3*$< 6$1 %.*+" *8 9,6$% *8 -,*-",%’ -,"+",06%3*$4F

N3%.3$ %." "06&76%3*$ +’+%":< ;.6$9"+ *8 +*:" 3$13;6%*,+ )3&&
.60" 13,";% 6$1 3:-*,%6$% 3:-6;% *$ %." *7%;*:" *8 %." +3%7"
6%3*$ *8 TQ -,*%";%3*$ 3$ L.3$64 ^*, "]6:-&"< ,3+3$9 -",;"$%"
69" *8 ;6+"+ ;&*+"1 )3%.3$ %." -,"+;,3R"1 %3:" &3:3% 6$1 ;6+"
"+ *8 9,6$% -,""6;%3*$ 3$Y7$;%3*$ I3$;&713$9 9,6$% *8 3$Y7$;"
%3*$< "031"$;" -,"+",06%3*$< 6$1 -,*-",%’ -,"+",06%3*$_ 2,"
+""$ %* R" 3$13;2%3*$+ *8 3:-,*0"1 +3%72%3*$ *8 TQ -,*%";%3*$

貿易清單!參見丁汀"#從以小博大到以大博大$!%財經日報&!""# 年

$$ 月 $$ 日’ 再如!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近期表示!美國和外國公司

在中國每年因造假和知識産權盜竊遭受的損失就高達數十億美元!

這使得在中國做生意(缺乏吸引力)!參見 !%&& 年 ’ 月 # 日%知識産

權國際快訊$!!%&& 年第 (! 期’

)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對%!%$$ 年度特別 (%$ 報吿$中繼續將中國

列入*重點觀察國名單)和*(%# 條款監管國名單)表示遺憾!希望美

方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工作作出更爲全面+客觀和公正的評價’ 參

見 !%$$ 年 ’ 月 ’ 日%新京報&’

$% $))* 年 + 月 ( 日!在中美領導人峰會之後!美國貿易代表巴爾捨

夫斯基,,-./0121 3./4-15467!其當時的職責之一爲促使中國加強知

識産權保護機制-因在北京購買 8" 幾個假冒的*比妮娃娃),31.291

3.:914-;而在美國海關 受 阻!便 爲 例證’ <11 =2>/1? ,@ A1/B-.; C-1

DE09B9F4 E5 D9/.F7; ,E/2100 G29H1/49B7 D/144; !""’; D&I

!"#$"%&’()* () +,-$.-&’() (#
/0 01(&"%&’() 2’&.-&’()
65,/7 8.,/7-),/7

9’’$*),(& 13$0&’’$3 $0 (5& :&/%)/
;/)+&3’)(< $0 45)/,= #&2.(< >,/,7)/7
?)3&*($3 $0 (5& !/’()(.(& 0$3 !/(&3/,()$/,-
!/(&--&*(.,- 13$2&3(< $0 1&@)/7 ;/)+&3’)(<=
,/A 2,3(!()%& 13$0&’’$3 $0 (5& ;B C$5/
>,3’5,-- D,E B*5$$-

!#$%&’ (’)*&)+ , )-’.*/0-1+ &23F4 56AA !!"#$%&’()%#

>";"$%&’< %)* $")+,"-*,%+ .20" 1,2)$ %." ),3%",!+ 2%"
%"$%3*$4 5$" 3+ %.2% 2 &*;2& ;*7,% !1";31"1 2 %,21" +";,"%" 3$"
8,3$9":"$% ;2+" )3%.3$ +"0"$ 12’+< -,*%";%3$9 2$ 3$0*&0"1
R7+3$"++ 2923$+% 2 -*%"$%32& &*++ *8 >?@ AB :3&&3*$ ’72$"
2$1 R,3$93$9 %." R7+3$"++ 7$1", %." !&"92& -,*%";%3*$ 7:"
R,"&&2"CA 2$1 %." *%.", 3+ %.2% 3$ %." BDAA E-";32& FDA >"-*,%
,"&"2+"1 R’ %." GE H,21" >"-,"+"$%2%30" 5883;" I%." E-";32&
FDA >"-*,% 8*, +.*,%_< L.3$2 ,":23$"1 *$ %." !M3+% *8 E-""
;32&&’ N2%;."1 O2%3*$+" 2$1 %." !M3+% *8 FDP E7-",03+"1 O2"
%3*$+"B4 H." %)* $")+-*,%+ ;*:3$9 8,*: %." %)* +31"+ *8 %."
Q2;383; +"": ,2%.", 3,,"&"02$%< R7% +"% %." ),3%", %.3$S3$9 *$
.*) %* "02&72%" %." +3%72%3*$ *8 TQ -,*%";%3*$ 3$ L.3$24

!" ?$%&’()* &+,-.,()$/ $0 ’)(.,()$/ $0
!1 23$(&*()$/ )/ 45)/,

H." $")+-*,% *$ 1";313$9 2 %,21" +";,"%" 3$8,3$9":"$%
;2+" )3%.3$ *$&’ +"0"$ 12’+ .2+ +"$% %." ),3%", )*$1",3$9U
)2+ %." 1"8"$12$%!+ %3:" 8*, :2S3$9 .3+ 1"8"$;" 3$ %." ;2+"
"$+7,"1V W31 %." %)* -2,%3"+ ,"2;. 2$ 29,"":"$% *$ %." %3:"
8*, "031"$;" 2117;%3*$< *, 131 %." %,32& ;*7,% 930" %.": 2 %3:"
&3:3% *8 $*% &"++ %.2$ FD 12’+ 8*, 2117;3$9 "031"$;"V N."$

%." !&"92& -,*%";%3*$ 7:R,"&&2" -,*%";%"1 2$ TQ ,39.% *8 %."
R7+3$"++< 131 3% 2&+* -,*%";% %." 8,""1*: *8 3%+ ,"+39$3$9 ":"
-&*’"" %* :2S" .3+ ;.*3;" *8 ;2,"",V # 4 H." 2$+)",+ %* 2&&
%."+" X7"+%3*$+ )"," 7$S$*)$4 T$ %." $")+,"-*,% %." %3:" *8
!+"0"$ 12’+" )2+ .39.&39.%"1 2+ 3% +.*)"1 %." Y713;32& "883"
;3"$;’ )3%. ).3;. %." %,32& ;*7,% .21 1"2&% )3%. %." ;2+"4 Z7"
13;32& "883;3"$;’ 3+ $*) 3$1""1 *$" *8 %." 3:-*,%2$% 3$13;2%*,+
3$ L.3$2 8*, "02&72%3$9 %." +3%72%3*$ *8 TQ -,*%";%3*$ 3$ %." $2"
%3*$4

[02&72%3*$ *8 %." +3%72%3*$ *8 TQ -,*%";%3*$ 3$ L.3$2 3+ 2
%*-3; %.2% .2+ R""$ 1,2)3$9 9,"2% 2%%"$%3*$ 8,*: ,39.%.*&1"
",+< 3$8,3$9",+< Y719"+< "$8*,;":"$% *883;",+ 2$1 %." 9"$",2&
-7R&3;4 50", %." ’"2,+< 2 +’+%": .2+ 3$1"-"$1"$%&’ "0*&0"1
8*, %." "02&72%3*$ *8 %." +3%72%3*$ *8 TQ -,*%";%3*$ 3$ L.3$2<
;.2,2;%",3\"1 R’ !&"%%3$9 %." $7:R", %2&S"4 H2S" %." +’+%":
8*, %." "02&72%3*$ *8 ;303& -,*%";%3*$ *8 TQ>+ 8*, "]2:-&"< 3%
;*$+3+%+ *8 2 +",3"+ *8 3$13;2%*,+< 3$;&713$9 %." $7:R", *8
2;;"-%"1 ;2+"+ 2$1 %.2% *8 ;&*+"1 ;2+"+< %." -",;"$%29" *8
;2+"+ ;&*+"1 3$ 83,+% 3$+%2$;"< %." -",;"$%29" *8 ;2+"+ *8
2--"2& 2$1 ,"%,32&< 2:"$1:"$% *8 Y719:"$% 2$1 ,":2$1<
;2+"+ ;&*+"1 )3%.3$ %." -,"+;,3R"1 %3:" &3:3%< ;2+"+ *8 9,2$%
*8 -,""2;%3*$ 3$Y7$;%3*$< %.*+" *8 9,2$% *8 -,""2;%3*$ "031"$;"
-,"+",02%3*$< 2$1 %.*+" *8 9,2$% *8 -,*-",%’ -,"+",02%3*$4F

N3%.3$ %." "02&72%3*$ +’+%":< ;.2$9"+ *8 +*:" 3$13;2%*,+ )3&&
.20" 13,";% 2$1 3:-*,%2$% 3:-2;% *$ %." *7%;*:" *8 %." +3%7"
2%3*$ *8 TQ -,*%";%3*$ 3$ L.3$24 ^*, "]2:-&"< ,3+3$9 -",;"$%"
29" *8 ;2+"+ ;&*+"1 )3%.3$ %." -,"+;,3R"1 %3:" &3:3% 2$1 ;2+"
"+ *8 9,2$% -,""2;%3*$ 3$Y7$;%3*$ I3$;&713$9 9,2$% *8 3$Y7$;"
%3*$< "031"$;" -,"+",02%3*$< 2$1 -,*-",%’ -,"+",02%3*$_ 2,"
+""$ %* R" 3$13;2%3*$+ *8 3:-,*0"1 +3%72%3*$ *8 TQ -,*%";%3*$

!"#$"%&’()* () +,-$.-&’() (#
30 01(&"%&’() 2’&.-&’()
65,/7 8.,/7-),/7

F’’$*),(& 13$0&’’$3 $0 (5& :&/%)/
;/)+&3’)(< $0 45)/,= ?&2.(< >,/,7)/7
?)3&*($3 $0 (5& !/’()(.(& 0$3 !/(&3/,()$/,-
!/(&--&*(.,- 13$2&3(< $0 1&@)/7 ;/)+&3’)(<=
,/A 2,3(!()%& 13$0&’’$3 $0 (5& ;B C$5/
>,3’5,-- D,E B*5$$-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