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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易遇见管制（1）：美国出口管制框架简介 

作者：李胜丨资雯迪丨倪君薇 

“冷战后的世界已经结束，一场激烈的竞争正在进行中，以塑造接下来的世界。竞争的核心是技术”1，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 2022 年的一场演讲中说道。近年来，随着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美国加大力度

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在芯片和半导体、先进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关键行业对中国进行限制。

这些政策工具包括我们在之前文章中介绍过的 CFIUS 和 Reverse CFIUS，当然，也包括一直以来被美国用于

限制竞争对手的一项重要工具 — 出口管制。特别是在过去的 2022 和 2023 年，美国两次大范围修订出口

管制规则，全面升级在芯片和半导体、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我们将在后续系列

文章中展开介绍这部分措施）。因此，在相关行业的投融资、并购等交易中，美国出口管制风险的评估和应

对相较以往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帮助相关行业的参与者和投资人更好地应对美国出口管制带来的挑战，我们特此推出“当交易遇见

管制”系列文章。本篇为我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主要介绍美国出口管制的整体框架，并提供实务角度的应

对措施，以期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一、EAR 项下的管制框架 

美国对于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主要由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

通过《出口管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监管。 

（一）哪些物项受 EAR管辖2？ 

“受 EAR 管辖的物项”包括受 EAR 管辖的商品（Commodity）、软件（Software）和技术（Technology）；

除了 EAR 明确排除不受其管辖的物项（如完全受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专属管辖的物项，或某些已

向公众披露（Available to the Public）且后续传播不受限制的技术和软件等），受 EAR 管辖的物项几乎

包括了所有位于美国、原产于美国或有美国元素的特定物项，具体包括： 

◼ 所有位于美国的物项（包括仅从美国转运的物项）。 

◼ 所有原产于美国的物项，无论其位于何处。 

 
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blinken-remarks-to-the-press-3/。 

2 15 CFR 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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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最低含量规则（De Minimis Rule）3的在外国生产的物项（“外国物项”）：如果某个外国物项中

含有受管控的美国原产物项且含量超过一定比例，则该外国物项也会受到 EAR 的管辖。最低含量

的比例门槛包括 0%（即只要含有受管控的美国原产物项就会受到 EAR 的管辖）、10%和 25%三档，

大部分物项适用 25%，某些特殊物项和特殊目的地则适用 0%和 10%。该等比例主要基于美国原产

物项和含有该美国原产物项的外国物项的价值之比来计算。比如一款日本原产的服务器，其中含有

美国原产的芯片，而该芯片与该服务器的价值之比超过 25%，且该美国原产的芯片出口到相关目

的地会受到管控，则该日本原产的服务器也会受到 EAR 的管辖。 

◼ 符合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Direct Product Rule，“FDP规则”）4的外国物项：FDP 规则旨在对

属于特定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的外国物项进行管控。EAR 对“直接产品”的定义为利用软

件或技术直接生产的直接产品5。总体而言，如果某个外国物项或者生产该外国物项的工厂（或者

工厂的主要部分）属于特定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则该外国物项可能会因相应的 FDP 规则而受

到 EAR 的管辖。比如一款在日本生产的芯片，其是美国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或者生产该芯片

的主要设备是美国软件或技术的直接产品，则需要进一步判断该芯片是否会落入任何 FDP 规则项

下的受管控情形。EAR 规定了多项不同的 FDP 规则，比如国家安全、实体清单、先进计算、超级

计算机等 FDP 规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判断适用的 FDP 规则。 

（二）哪些行为受 EAR管辖？ 

EAR 管辖的主要是出口行为，但不仅仅管辖出口行为，EAR 的某些规则也适用于其他行为。比如

EAR 规定美国人不得在知晓的情况下为特定活动提供支持，包括运输或协助运输不受 EAR 管辖的物

项，也包括其他的协助行为；如果知晓可能发生违反 EAR 等出口管制规定的行为，任何人都不得继续

进行相关交易，包括提供相关服务；任何人都不得从事拒绝令所禁止的活动。EAR 管辖的其他行为可

以参考本文第一部分第（三）节中的相关内容。 

EAR 管辖的出口行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狭义的出口（Export），也包括再出口（Reexport）及

境内转移（Transfer (In-country)）。特别地，对于软件和技术来说，还包括视同出口（Deemed Export）

和视同再出口（Deemed Reexport）。为帮助理解，我们按照物项属性分别说明受 EAR 管辖的出口行为： 

1. 商品（Commodity）的出口 

如下图所示，商品的狭义的出口（从美国运往另一国）6、再出口（从美国之外的一国运往另一国）
7和境内转移（在美国之外的一国境内发生最终用户或最终用途的变更）8均属于 EAR 管辖的出口行为。 

 
3 15 CFR 734.4。 

4 15 CFR 734.9。 

5 15 CFR 772.1 “Direct Product”。 

6 15 CFR 734.13。 

7 15 CFR 734.14。 

8 15 CFR 7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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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Technology）和软件（Software）的出口 

如下图所示，就技术和软件而言，可以通过披露的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且视同出口（在美国境内向

同样位于美国境内的外国人披露或以其他方式转让）9和视同再出口（在美国之外的一国向同样位于该

国的第三国人披露或以其他方式转让）10也属于 EAR 管辖的出口行为。并且，披露行为不仅包括通过

线下或线上的书面或口头形式（比如电子邮件、传真、面谈、视频、电话等），也包括通过提供访问权

限或其他方式使外国人实际看到或获取技术或软件的行为11。也就是说，假设美国企业的某一员工为外

国人，即使其位于美国，美国企业向该员工披露受 EAR 管辖的技术或软件，或向其开放该技术或软件

的访问权限，也会构成 EAR 所管辖的出口行为。 

 

 
9 15 CFR 734.13(a)(2)。 

10 15 CFR 734.14(a)(2)。 

11 15 CFR 7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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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AR的禁止性要求有哪些？ 

通常来说，相关主体可以在没有许可证或其他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受 EAR 管辖的交易，除非 EAR 明

确规定了许可证或其他禁止性要求。因此，如果某项交易受 EAR 管辖，则首先需要确认是否存在适用

的许可证或其他禁止性要求。EAR 第 736 部分提供了十项概括的禁止性要求（General Prohibitions）（“十

项一般禁令”）以供相关主体初步判断其交易可能适用的禁止性要求，但这十项一般禁令并非独立存在

的，其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其中引用到了很多 EAR 的其他规则，具体要求还需要结合 EAR 的其他规

则并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判断12。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某项受 EAR 管辖的交易适用禁止性要求，

也还需要结合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判断其是否适用 EAR 第 740 部分规定的一般许可证例外，如

适用许可证例外（包括一般许可证例外以及其他规则中对于适用相关例外的特殊要求），则该等交易也

无需取得许可证。此外，即使不适用 EAR 的禁止性要求或适用许可证例外，也不代表无需采取任何措

施，对于从美国出口的所有物品，还需要按照 EAR 第 762 部分中有关记录保存的规定提供出口文件，

并按照 EAR 第 758 部分中有关出口清关的规定通过美国海关办理出口清关手续13。 

◼ 禁令一14是 EAR 最基础的禁令，规定了如果根据 EAR 项下的商业管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向某一目的地出口受 EAR 管辖的物项适用许可证要求，未取得许可证则不得出口（我

们将在后续系列文章中展开介绍 CCL 以及如何根据 CCL 判断许可证要求）。 

◼ 禁令二15适用于上文介绍的符合最低含量规则的外国物项，规定了如果根据 CCL 向某一目的地出

口该等外国物项适用许可证要求，未取得许可证则不得出口。 

◼ 禁令三16适用于上文介绍的符合 FDP 规则的外国物项，规定了如果根据 EAR 的其他规则该等外国

物项的出口适用许可证要求，未取得许可证则不得出口。这些其他规则包括 EAR 第 736、742、

744、746、764 部分的规则。 

◼ 禁令四17要求不得从事根据 EAR 第 766 部分签发的拒绝令（Denial Order）所禁止的活动。根据 EAR

第 766 部分签发的拒绝令作为一项保护性行政措施，目的是防止即将发生的违反 EAR 等出口管制

规定的行为。通过向相关主体签发拒绝令，可以对该等主体采取剥夺其出口权利等措施。任何人都

需要遵守拒绝令的规定，与收到拒绝令的主体进行交易不得违反拒绝令的相关规定。拒绝令均会公

开发布，BIS 也会发布收到拒绝令的主体清单。一般许可证例外不适用于该禁令，但在特殊情况下

BIS 可能会特别批准某些拒绝令所禁止的活动。 

◼ 禁令五18要求不得在“知晓”的情况下向 EAR 第 744 部分所禁止的最终用途（End Use）和最终用

户（End User）出口受 EAR 管辖的物项。EAR 第 744 部分详细规定了不同的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

所适用的许可证要求，需要结合交易的具体情况根据相关规则具体判断。EAR 所定义的“知晓”

不仅包括积极地知晓相关情况存在或将要发生，也包括意识到有较大可能存在或将要发生（这种意

 
12 15 CFR 736.1。 

13 15 CFR 736.1。 

14 15 CFR 736.2(b)(1)。 

15 15 CFR 736.2(b)(2)。 

16 15 CFR 736.2(b)(3)。 

17 15 CFR 736.2(b)(4)。 

18 15 CFR 736.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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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可以从故意无视已知事实或故意回避事实的行为中推断出来）19。 

◼ 禁令六20要求不得向美国禁运的国家及地区（如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和乌克兰所涉地区等）出口受

EAR 管辖的物项。EAR 第 746 部分规定了受限制的国家及地区以及适用的具体许可证要求。 

◼ 禁令七21要求美国人（包括美国公民、永久居民、根据美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及其外国分支机构，也

包括在美国境内的任何人）22不得从事 EAR 相关规则所禁止的行为。EAR 第 744.6（b）和（c）条

规定了未取得许可证美国人不得在“知晓”的情况下为特定活动提供“支持”，“支持”行为包括运

输、传输或境内转移不受 EAR 管辖的物项，协助该等运输、传输或境内转移，也包括履行有利于

相关活动的合同、服务或雇佣关系。此外，EAR 其他规则也有规定美国人所禁止从事的行为。 

◼ 禁令八23要求不得通过特定国家进行过境运输，除非获得许可证或适用许可证例外。该等国家包括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柬埔寨、古巴、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

蒙古、朝鲜、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 禁令九24要求不得违反根据 EAR 签发的或作为 EAR 一部分的许可证或许可证例外中的条款或条

件，或根据 EAR 签发的或作为 EAR 一部分的任何命令。一般许可证例外不适用于该禁令。 

◼ 禁令十25要求如果“知晓”已经发生、即将发生或计划发生违反 EAR 等出口管制规定的行为，则

不得继续进行相关交易，包括不得就相关受 EAR 管辖的物项进行出售、转移、出口、再出口、资

助、下单、购买、移除、藏匿、储存、使用、运输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服务。一般许可证例外不适用

于该禁令。 

二、EAR 项下的特殊主体清单 

（一）各类特殊主体清单简介 

如上文介绍，EAR 中除了有基于物项和目的地的管制规则，也有基于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管制

规则。EAR 项下的各类特殊主体清单则是这些基于最终用户的管制规则的配套清单，这些清单主要包

括实体清单（Entity List）26、未经核实清单（Unverified List）27、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ilitary End-user 

List）28和被拒绝主体清单（Denied Persons List）29。以下为各类特殊主体清单的简介，根据中国主体被

列入各类特殊主体清单的情况，实践中对中国主体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实体清单和未经核实清单。 

 
19 15 CFR 772.1 “Knowledge”。 

20 15 CFR 736.2(b)(6)。 

21 15 CFR 736.2(b)(7)。 

22 15 CFR 772.1 “U.S. Person”。 

23 15 CFR 736.2(b)(8)。 

24 15 CFR 736.2(b)(9)。 

25 15 CFR 736.2(b)(10)。 

26 Supplement No. 4 to Part 744, Title 15。 

27 Supplement No. 6 to Part 744, Title 15。 

28 Supplement No. 7 to Part 744, Title 15。 

29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recent-changes-to-the-denied-persons-list。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recent-changes-to-the-denied-person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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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名称 被列入清单的原因 中国主体被列入的情况 

实体清单 

有合理理由相信清单上的主体曾经参与、正在参

与、有重大风险正在或即将参与有悖于美国国家

安全或外交政策的行为30。 

截至 2023 年底，共计 800 家左

右中国主体被列入，主要涉及军

事、半导体、芯片等领域。 

未经核实清单 

清单上的主体未能通过最终用途核查（End-use 

Check）（作为执法措施之一，美国相关部门会选

择性地对某些出口物项进行最终用途核查），从

而 BIS 无法核实该等主体的善意（Bona Fides），

即无法核实相关出口物项的最终用途和最终用

户的合法性和可靠性31。 

截至 2023 年底，共计 100 家左

右中国主体被列入。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向清单上的主体的出口存在被用于特定国家的

“军事最终用途”或“军事最终用户”的不可接

受的风险32。 

截至 2023 年底，共计 60余家中

国主体被列入，主要涉及军事、

航空航天、船舶、通信等领域。 

被拒绝主体清单 
清单上的主体为收到 BIS 签发的拒绝令（Denial 

Order）的主体。 

被列入的中国主体较少。 

（二）被列入各类特殊主体清单的后果 

清单名称 被列入清单的后果 

实体清单 

向清单上的主体出口受 EAR 管辖的物项需要遵守清单列明的适用于该主体的许可

证要求和许可证申请审查政策（与 EAR 其他规则项下的许可证要求独立适用，即

如果 EAR 其他规则也施加了许可证要求，则也同样需要遵守）。除非清单列明了该

主体适用的许可证例外，否则任何例外均不适用33。 

目前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主体，其许可证要求基本为“适用于所有受 EAR 管辖

的物项”，许可证申请审查政策基本为“推定拒绝（Presumption of Denial）”，且基本

不适用许可证例外。推定拒绝政策要求出口商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等出口不存在

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否则许可证申请将被拒绝。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基本很难向实

体清单上的中国主体出口任何受 EAR 管辖的物项。 

未经核实清单 
与实体清单不同，BIS 并未对未经核实清单上的主体施加额外的许可证要求，只是

施加了额外的负担。比如，向清单上的主体进行任何受 EAR 管辖但不适用许可证

 
30 15 CFR 744.11(b)。 

31 15 CFR 744.15(c)。 

32 15 CFR 744.21(b)。 

33 15 CFR 744.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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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名称 被列入清单的后果 

要求的出口，必须从该等主体取得符合要求的声明（UVL Statement）34；如果交易

的一方（包括申请人及其代理人、购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最终用户）

为清单上的主体，则 EAR 项下的任何许可证例外均不适用35，即如果根据 EAR 的

一般规则，相关交易适用许可证要求且有许可证例外，如果该交易的一方为清单上

的主体，则任何许可证例外均不适用。 

虽然未经核实清单的限制没有实体清单严重，但未经核实清单上的主体也面临着被

加入实体清单的风险。如果清单上的主体因所在国政府持续不合作而导致在其被加

入清单后 60 日内仍未能完成最终用途核查的，则 BIS 将启动程序将该等主体加入

实体清单36。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该清单是对缅甸、柬埔寨、中国及委内瑞拉的“军事最终用途”和“军事最终用户”

管控措施的一部分。如果“知晓”受 EAR 管辖的某些物项37将用于上述国家的“军

事最终用途”或“军事最终用户”（对于不在该等国家境内的“军事最终用户”，以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上的实体为准），则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不得出口38（与 EAR 其

他规则项下的许可证要求独立适用，即如果 EAR 其他规则也施加了许可证要求，

则也同样需要遵守）。 

被拒绝主体清单 

拒绝令是对违反或可能违反 EAR 等出口管制规定的行政处罚以及保护性行政措施，

通过向相关主体签发拒绝令可以暂停或撤销向该主体发放出口许可证；拒绝或限制

该主体出口或向该主体出口受 EAR 管辖的任何物项；以及限制可能使该主体从受

EAR 管辖的物项的出口中获益的交易39。任何人士均需要遵守拒绝令中的规定40。

因此，如果与清单上的主体进行交易，需要特别注意相关交易是否为该主体的拒绝

令所禁止或限制，如是，则不得从事相关交易。 

（三）实体清单的脚注 4实体 

2020 年，BIS 首次通过对实体清单上部分主体标记脚注的方式，新增针对该等主体的外国直接产

品规则，从而对该等主体施加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41。2022 年 10 月，BIS 新增“实体清单脚注 4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42，对实体清单上部分主体标记脚注 4（“脚注 4实体”），并对属于 18 个 ECCN 项

 
34 15 CFR 744.15(b)。 

35 15 CFR 740.2(a)(17)。 

36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about-bis/newsroom/press-releases/3313-uvl-august-21-2023/file。 

37 Supplement No. 2 to Part 744, Title 15。 

38 15 CFR 744.21(a)(1)。 

39 15 CFR 764.3(a)(2)。 

40 15 CFR 764.2(k)。 

41 15 CFR 734.9(e)。 

42 15 CFR 734.9(e)(2)。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about-bis/newsroom/press-releases/3313-uvl-august-21-2023/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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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软件和技术43的外国直接产品向脚注 4 实体的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以进一步限制脚注 4 实

体获得该等物项。根据“实体清单脚注 4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只要“知晓”脚注 4 实体是相关外国直

接产品的交易的一方（包括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或相关外国直接产品将被包

含在脚注 4 实体所生产、购买或下单的任何部件、组件或设备中，或被用在其开发或生产中，则相关外

国直接产品的出口应取得许可证。截至 2023 年底，共有超过 50 家中国主体被标记为脚注 4 实体，主

要涉及半导体、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 

三、美国出口管制的实务应对措施 

（一）构建合规体系，监控合规风险 

对于在运营过程中涉及受管制物项的中国企业而言，建议建立完善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比如建立

合规部门、制定合规手册和合规流程等。合规体系应能够筛查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受管制物项

（包括原材料、设备、软件和技术等）、受管制最终用户以及对应的供应商和客户等，以判断相关物项

具体的管制要求；如果涉及受管制物项，则要进一步筛查和建立相关物项的采购、销售和使用等各个环

节的具体制度（包括相关物项的接触人员范围和最终用途等），以避免不合规地处理相关物项；在相关

采购和销售等合同中纳入美国出口管制相关的陈述和保证、承诺以及赔偿等条款；也需要对相关物项的

各个环节进行充分地记录和留档；此外，还要实时追踪美国出口管制规则以及各项特殊主体清单的更

新，以监控合规风险。 

（二）确保供应链稳定，寻求替代供应链 

对于供应链已受到影响或可能受到影响的敏感行业（比如芯片和半导体、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等）

的中国企业来说，确保供应链稳定和寻求替代供应链是重中之重。首先建议企业对自身的供应链进行全

面尽调，并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则评估供应链的稳定性风险。对于高风险的供应链，应尽快和供应商联

系并确认是否可能断供或受到其他限制。对于可能断供或受到其他限制的供应链，应尽快采取应对措

施，包括调整采购、生产和销售方案，提前与客户进行沟通以避免违约风险，根据相关限制进行筛查并

采取整改措施等等。同时积极扩展供应链，寻求低风险国家的替代供应链。 

（三）利用法律程序寻求救济 

对于已经被列入特殊主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来说，应当充分利用相关法律程序寻求救济，包括但不限

于向有关主管部门递交除名申请或者修改申请，通过司法救济向美国法院起诉有关主管部门，或争取临

时通用许可证（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发放等等。就递交除名申请，以实体清单为例，被列入实体

清单的中国企业可以向美国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The End-user Review Committee，由美国商务部、国

务院、国防部、能源部、财政部的代表共同组成）递交除名申请，经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则可移除。实践

中，近几年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成功申请除名的案例不多，一般难度较大。 

（四）投资于敏感行业时应关注美国出口管制风险 

对于投资于敏感行业（比如芯片和半导体、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等）的投资人来说，则应关注被投

企业的美国出口管制风险。在对被投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应关注被投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是否涉及受管

制的商品、软件或技术，特别是核心产品、设备、原材料、软件或技术等是否属于受管制的物项；如果

 
43 3D001, 3D991, 3E001, 3E002, 3E003, 3E991, 4D001, 4D993, 4D994, 4E001, 4E992, 4E993, 5D001, 5D002, 5D991, 5E001, 5E002, 

or 5E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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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受管制的物项，是否有其他替代供应商；核心产品的销售区域和客户，特别是主要客户是否受到美

国出口管制的限制，比如禁运或被列入特殊主体清单等等。如果存在前述问题，在投资决策中则应进一

步评估该等限制对于被投企业的业务发展是否有重大影响。此外，在交易文件层面，建议加入美国出口

管制相关的陈述和保证、承诺以及赔偿等条款，或将重大的美国出口管制风险作为赎回触发事件。在投

后管理中也建议对敏感行业的被投企业进行标记，实时追踪被投企业的美国出口管制风险，协助被投企

业评估供应链安全以及寻求供应链替代方案。 

敬请注意，本文章中涉及境外的内容，系我们根据境外当地公开可查的法律法规、案例、文件、文

章和报道，及我们的实践经验编写，不代表我们有资质就该等资料进行审查或者发表意见，本文章不

构成我们的任何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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