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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我国应如何恪守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定和协议
，切实履行我国入世承诺，承担相应义务；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义务的同时，我国应如何充分享
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权利；我国应如何建立一整套既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又能有效地维护我国主
权和经济利益政策法律体制、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这些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迫切需要研究和
解决的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首先需要学习和研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WTO协定是WTO多边贸易制度和开放市场经济运行的准则。
本书系统地介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定的背景、内容及程序，并结合中国入世承诺和案例，以便使读
者对WTO多边经济贸易规则和法律框架及执行程序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本书既适合于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也适合于WTO规则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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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机制缺乏威慑力　　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实质上还是以“实力”而非“规则”为其基础
。
争端解决机制的非司法性使得缔约方全体对于争端解决措施的实施缺乏有力的监督，GATT的前总干
事奥利维尔·朗也说过：“缔约方全体对争端解决措施实施的监督，实际上有赖于一种道德压力以及
政治压力。
”其实，在GATT原来的条款中根本没有规定监督机制。
根据1979年《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与监督的谅解》，“缔约方全体应对它所提出建议或者做出
裁定的事务予以监督。
如果缔约方全体的建议在一个合理时间内没有得到执行，提出申诉的国家可以要求缔约方全体尽力谋
求解决方法。
”因为没有内容明确和要求具体的监督机制，只能依赖缔约方的自觉性去执行建议或者裁定。
因此对于争端解决规则的违反司空见惯。
　　（三）机制缺乏统一性　　GATT东京回合谈判在其达成的每项非关税壁垒中均含有争端解决条
款。
这就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之外形成了新的多边协议，一旦发生贸易纠纷，缔约方全体或者专家组常
常会无所适从。
　　（四）机制在内容规定上不够科学和详细　　首先，争端解决程序的各阶段欠缺严格的时间限定
，使得争端解决的节奏缓慢，缺乏效率。
其次，GATT争端解决机制采用“正向一致”（或称“肯定式共识”）的原则，即只要有一国提出反
对，争端解决程序就会被停顿，解决方案就得不到执行，从而大大阻碍了争端顺利、迅速地解决。
　　（五）GATT争端解决机制处理问题的范围有限　　由于GATT本身的管辖领域仅限于国际货物贸
易，故机制对于货物贸易领域之外的国际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范围以及货物贸易中农产品和
纺织品方面的纠纷不予调整。
　　（六）程序性规定不合理　　一则是没有将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分开，二则是有些规定难予执行
，如第23条第1款将争端交由“缔约方全体”解决，缔约方全体每年举行会议仅数天，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很多，它不可能有时间专门来解决一个复杂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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