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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侵权案落槌 谷歌甲骨文“云”上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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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和其他国家普遍

都在降低税率以吸引企业投资，部分经济

学家认为这一趋势是破坏性的“逐底竞

争”。当地时间5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

一场由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办的活

动上呼吁，各国应共同设定全球最低企业

税率，以结束“长达30年的逐底竞争”。

“我们可以共同利用全球最低税，确

保全球经济在对跨国公司征税的更公平

竞争环境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并刺激创

新、增长和繁荣”，耶伦表示，拜登政府将

寻求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共同设定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以结束这种局面。

逐底竞争，即一些国家试图通过降低

税率来吸引跨国公司业务，从而超越彼此

的税收。过去40年间，全球工业化国家大

幅削减了企业税。跨国公司则越来越多地

将利润存入海外的避税天堂，尽管那里几

乎没有实际经济活动发生。

而自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税改，

将企业税税率从35%大幅下调至21%以

来，这场竞争愈演愈烈。仅去年一年，全球

就有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国家降低了企业

税税率。

根据美国智库税务基金的数据显示，

1980年全球平均企业税率约为40%，到

2020年已降至约2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经济学家祖克曼等人指出，2017年全球

跨国公司赚取的利润中，约40%（超7000

亿美元）被藏在避税天堂。

在耶伦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就像税收版

的巴黎气候协定，每个国家都认为可以通

过减税来“窃取”其他国家的生意，而这种

逐底竞争的唯一受益者就是那些最富有

的跨国公司。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可能要结束了。

一位官员对此表示，美国将使用自己的税

收立法来防止公司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

堂国家，并将鼓励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这样

做，曾经的避税天堂未来或将承压。

除了长远的税收考量，耶伦此举或许还

和拜登政府酝酿的加税筹钱有关。上周，拜登

刚刚公布了一笔2万亿的基建计划，增税

有可能成为这一法案的部分资金来源。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拉马穆

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拜登计划对大公司

和富人征收更高的税率。“关键是，总统坚

信，那些大型企业和过去几十年中赚了很

多钱的人应该多缴纳一些。”

根据拜登的提议，将联邦企业所得税

税率从目前的21%上调至28%，并将美国

企业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从10.5%提高至

21%，以限制美国企业海外避税，激励它

们在美国国内扩大投资。

此举一出，就有税务专家、商业团体

和共和党议员担心，增税将损害美国的竞

争力。而现在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或许

可以抵消部分美国加税带来的负面影响。

税务专家指出，如果没有全球最低税

率，美国的税率将再次高于其他一些主要

经济体，而美国的提议可能有助于推动主

要经济体之间就税收协定进行谈判。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杨水清看来，耶伦此次的提议是和

拜登政府的加税政策紧密相关的。最低税

率不再，美国国内的投资也就没有了竞争

优势，企业肯定会纷纷想方设法转移来避

税。而如果这些国家达成最低税率统一的

话，不管是留住现在的企业，还是吸引外

来的，都会有一定的底气。

杨水清接着指出，重要的是要让全球

主要经济体同意这个计划，并使其生效。

至于如何达到，还是要看耶伦的做法以及

美国政府的决心。

事实上，耶伦也一直在为了这个计划

作出努力。在竞选的时候，她就曾表示，如

果提名得到确认，她将“与盟友合作建立

一个全球税收制度，保护美国的竞争力，

同时确保企业支付公平的份额”。美国财

政部称，在上任的最初几周，耶伦就和包

括德国和法国财长在内的多位财长讨论

了税收谈判。

不过，耶伦的努力也遭到了众多怀

疑。他们担心，这一举措将鼓励跨国企业

进一步将税收转移至协议外的国家，或促

使美国作出有损其竞争力的妥协。

更有人为此计划的成型表示担忧。分

析人士指出，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未就设

定最低企业税率达成一致，拜登的税改提

议将令美国跨国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体跨

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伊核协议参与国于4月6日在维也纳举行

面对面会议，就全面恢复遵守该协议的具体

步骤进行磋商。

据欧盟对外行动署近日发表的声明，本

次伊核问题会议将围绕取消对伊制裁和继续

执行伊核协议问题、进一步明确需要采取的

措施。

美国和伊朗均将参加这次会议，但双方

不会直接对话。伊朗与美国外交部门的官员

分别在5日的记者会上，提出了两国政府对于

会议的预期。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5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非常重视这次会

议，讨论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是

议程之一。

此前一天，哈提卜扎德在例行记者会上

重申，伊朗拒绝分步解除对伊制裁的方案，美

国应一次性解除对伊所有制裁。哈提卜扎德

表示，伊朗要求美国首先解除对伊所有制裁，

伊朗在核实制裁解除后将撤销因美方违约而

采取的减少履约的举措，完整履行伊核协议。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

美方不期待取得早期或立即的突破，因为完

全能预料，会谈将是困难的。他说，眼下，美国

并不预期能和伊朗进行直接对话，不过美国

对伊朗保持开放态度。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五次对簿公堂之后，谷歌和甲骨文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版权之争终于结局了。作为

胜者，谷歌可以安心了，不用再担心安卓系统里的代码被冠上抄袭的罪名。但对于甲骨

文而言，这个结果就没那么好接受了，只能通过垄断暗示来批判前者。这场纠纷已了，但

或许又是另一个开始，毕竟在飞速发展的科技领域，仍有不少等待法律填补的漏洞。

谷歌胜诉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力挺下，谷歌反败为

胜，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谷歌

公司使用甲骨文公司的软件代码构建的在全

球大多数智能手机上运行的安卓操作系统，

并未违反联邦版权法。

6：2的法官裁决结果不仅推翻了此前下
级法院的决定，也意味着谷歌可免于巨额赔

偿。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一直在寻

求超过80亿美元的赔偿，但最新估算高达

200亿-300亿美元。

双方的版权纠纷始于十年前。2010年甲

骨文起诉谷歌称，谷歌在建立安卓系统时使

用了11330行其子公司SunMicrosystems所

编写的Java代码，要求赔偿超80亿美元。谷歌

方面则称，这种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的规定，

没有侵权。

随后便是旷日持久的诉讼战。2012年5

月，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判定，JavaAPI不受

版权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10月，甲

骨文上诉。2014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宣布，

《版权法》适用于JavaAPI。

谷歌随后再次上诉，2016年，旧金山联邦

法院陪审团裁定，在版权法适用的条件下，对

API的使用构成了“合理使用”，裁定没有侵

权。2018年3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谷歌

侵权，判决甲骨文胜诉。

一直到2019年，谷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

进行最终裁决，十年恩怨终于尘埃落定。对于

判定谷歌胜诉的原因，最高法院认为，谷歌使

用JavaAPI是合理的，因为保护版权的同时

必须考虑公共利益。

裁决消息公布后，双方随即给出了表

态。谷歌负责全球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肯特·

沃克表示：“这个决定为下一代开发商提供

了法律确定性，它们的新产品和服务将使消

费者受益。”

相较之下，甲骨文方面则继续了批判立

场，甲骨文执行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多利

安·戴利称，随着这项裁决，“谷歌平台变得

更大，市场力量更强”，“进入门槛更高，竞争

能力更低”。

各执一词

广泛使用的代码到底该不该受版权保

护？但遗憾的是，此次裁决并未回答这一疑

惑。在国外新闻网站有网友称：“虽然判决结

果大快人心，但我认为这并不像一些报道所

声称的那样具有决定性。一个悬而未决的大

问题是，API是否具有版权？法院回避了这个

问题，而是着眼于它是否合理使用。”

Java诞生于1995年，由硅谷SunMi-

crosystems公司开发，2005年，谷歌收购安

卓，继续使用Java开发安卓操作系统。在这期

间谷歌拒绝了Sun方面的提议：若使用为期3

年的Java许可，需支付2000万美元，外加谷歌

与安卓相关收入的10%。2009年，甲骨文以7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Sun，并在随后对谷歌发

起了诉讼。

据了解，安卓系统由168个软件包组成，

其中有37个软件包复制了Java的声明。

在甲骨文看来，谷歌开发了API，而这些

API是基于Java声明。API即“用户接口”，通

过一系列“菜单命令”，帮助程序员编写程序、

完成任务。甲骨文声称，“谷歌在未能达成协

议的前提下仍使用了部分代码”。

“关键不在计算机软件代码本身，而是在

于合理使用。”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李洪江律师坦言。

谷歌方面则以“合理使用”作为理由，认

为即使这些声明具有版权属性，也仍然可以

根据法官制定的“合理使用”原则证明自身

行为的合理性。谷歌还得到了一批计算机科

学家的支持。一份代表78位知名计算机科学

家的诉书指出，“声明本身并不属于计算机

程序，仅用于描述计算机程序应当执行哪些

功能性任务，而并不指明这些任务具体要如

何执行”。

对于谷歌的主张，甲骨文则表示，“出于

商业目的进行复制，严重违背了合理使用的

范畴”。

李洪江表示，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

制度起源于1790年颁布的第一部美国版权

法。该制度的范围主要包括发表评论、新闻报

道、学术研究等等。此外，该制度还规定了基

本的判断规则，即：作品的可版权性、使用目

的、使用的范围和实质性相似以及对作品潜

在市场的影响等四个因素。除此之外，合理使

用给出了“革新性”要件，如果他人复制权利

人的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评论、批评/评判某一

事件，那么可以考虑“革新性”的合理使用可

能性。

的确，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定这一案件时，

也提到了“革新性”。判决书中提到：本案来

看，谷歌使用涉案作品试图创建一个新的作

品，旨在扩大基于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该新

的作品为程序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创意和创

新的工具———智能手机环境。在某种程度上，

谷歌使用部分API来创建一个新的平台；此处

的使用与“革新性”是一致的，这是版权本身

的基本目标。如《美国判例汇编》所言：“版权

的首要目标不是奖励作者的劳动，而是促进

文学的进步。”

李洪江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谷歌的

使用行为是非常典型的“合理使用”：Java

API一般来说仅仅应用于电脑系统环境中，而

谷歌将JavaAPI“革新性”地应用到手机系

统，反而是帮助Java，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毋

庸置疑的。

垄断担忧

无论双方争辩的重心在于是否有版权，

或者是否合理使用，问题的根源仍在于是否

扼杀了竞争。对于是谁扼杀了竞争这一点上，

就连最高法院也有不同看法。

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在此次裁决中投

下了赞成票，他表示，允许甲骨文在其代码上

执行版权，将使其成为限制新程序未来创造

力的枷锁，从而损害公众利益。他将甲骨文的

API声明比作试图拥有QWERTY键盘的版

权，“如果你现在让别人拥有它的版权，他们

就会控制所有的打字机，这和版权没有任何

关系”。

相较之下，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萨

穆埃尔·阿利托泽认为，法院应该认定甲骨文

获得版权，而谷歌使用甲骨文代码“绝对不公

平”。托马斯指出，苹果和微软并没有诉诸像

谷歌这样的抄袭手段来创造移动操作系统，

这一裁决将损害竞争。

科技行业则站在了谷歌一边。计算机与

通信行业协会主席马特·施鲁尔斯指出，“高

等法院的裁决认为，合理使用计算机代码的

功能原则，意味着各公司可以提供相互竞争

的、可互操作的产品”。

不过，甲骨文仍然没有放弃对谷歌的批

判。甲骨文在裁定公布后表示：“他们偷走了

Java，花了十年时间进行诉讼———只有垄断

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是全球和美国监

管机构审查谷歌商业惯例的原因。”

互联网分析师杨世界还提到了一点，即

这一代码专利的诉讼可能也关系到两大巨头

在云计算市场的隐性竞争。从全球云服务市

场来说，亚马逊、微软领先，谷歌比甲骨文稍

微强点，但甲骨文在云数据系统处理方面以

及自身专利方面很有优势。

“当前云服务市场竞争激烈，相当多的互

联网巨头用的都是甲骨文的云数据库系统，

这对于其他互联网巨头在云计算领域发力存

在根本制约。”杨世界称。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胜诉当天晚些时候，

谷歌母公司Alphabet计划在接下来几周内停

止使用甲骨文的财务软件，转而开始使用

SAP的软件。对于停用的理由，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了谷歌方面，不过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具

体回复。

杨世界也表示，现在谷歌拥抱SAP，可能

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可能之后随着大家都开

始发力云服务市场，谷歌也会开发自己的云

服务数据库，从而把控未来，延伸市场。毕竟，

虽然甲骨文云数据库系统比较厉害，但会限

制自己的长期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6日，奥地利维也纳，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代表磋商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一事。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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