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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一项新协定，隶属于WTO
多边货物贸易协定项下。
由其特殊的生成背景、规制对象和价值取向所决定，从运行伊始，有关该协定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贸
易纷争即接踵而来，引致大量敏感的争议话题，而且往往触及到有关权利义务配置方面的根本性法律
问题，因而备受瞩目。
    《SPS协定》以规制影响国际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措施）为己任。
“SPS措施”是由《SPS协定》所界定的一个专有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无法为各国国内法现有的“
检疫措施”、“卫生检疫措施”及“动植物检疫措施”等概念所完全涵盖。
SPS措施与国际贸易之间构成一种既相互抑制，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
正是由于SPS措施对国际贸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使之由最初的生命与健康安全保护措施而逐渐异化
为各国普遍乐于采用的贸易保护手段，并成为当今国际贸易中最盛行的一种技术性壁垒。
规制SPS措施的法律形式有国内法和国际法。
其中，国际法的立法思路通常为两种：防止危险性疫情传播和防止异化的SPS措施成为国际贸易的阻
碍，但其区别不是绝对的，不同的立法目标之间亦相互兼容。
与一般的条约规则相比较，组织体制下的国际法制度及规则具有较大的优势，更有利于克服现有国际
法的软弱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法律功效。
    《SPS协定》的产生是事实与法律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多方面的契机。
除WTO总体上“一揽子”安排所提供的组织化制度约束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农产品谈判所
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各成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上所达
成的共识。
《SPS协定》的生成突出地体现了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渐进性与博弈色彩；而受到诸多制衡因素的影
响与牵引，成就了该协定价值取向上最显见的特征——均衡：既没有绝对化的主权，也没有绝对化的
贸易自由。
    就《SPS协定》的规范价值而言，作为GATT94的附属协定之一，一方面，它与其他附属协定一样，
遵循GATT94的基本原则，延伸并具体发展其相关制度，形成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它不同于其他附属协定的特殊性在于诠释、发展GATT94的个性角度——第20条（b）项，而且，其
与第20条（b）项之间既有明显的从属性，又有相对独立性。
在附属协定中，《SPS协定》与《农产品协定》和《TBT协定》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与《农产品协定
》相伴生的产物，并构成《农产品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它与《TBT协定》之间则无论是在静态
规范设计上，还是在动态适用上都有着既互补又分离的复杂态势。
    《SPS协定》的实施具有特殊内涵，八年多以来，其实施效应已分别从SPS委员会的职责履行、SPS争
端解决及各成员的国内实施等多个角度、层面中反映出来。
虽然在总体上，该协定的实施取得了较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困惑，其中最为突出的问
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某些条款，特别是一些关系发展中国家成员方重大利益的条款（如第4条和第10
条）处于被搁置状态；二是各成员方对协定核心条款（如第2条、第3条和第5条）的理解分歧过大，以
致影响相关法律规则的有效实施。
对此，理论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并举可堪称为最佳的解决途径，但考虑到国际条约之立法解释更
高昂的成本与难度，在现实条件下，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解释应当是最为可行的方法。
    《SPS协定》第2条、第3条和第5条分别规定了本协定三项基本原则：科学证据原则、国际协调原则
以及风险评估与保护适度原则，各成员之间的SPS争端大多以此而展开，理论与实践中有关该协定的
法律纷争也多集中于此。
各方的分歧意见尽管有多方面的表现，既牵扯言辞表达、逻辑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形式问题，也论及权
利义务配置、合法性标准等方面的法律实质问题，但说到底，它们都是WTO不同主体之间立场差异及
利益冲突的结果。
由此，对各该条款的解析、对其适用中利弊得失的评价以及对它们未来发展趋向的预测都不可脱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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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力量对比状况，也不可能脱离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WTO
所能够担负的职责。
概括地说，维护各成员实施健康保护的国家主权与实现开放贸易体制利益之间的平衡是《SPS协定》
所有内容追求并体现的主旨，也应当成为所有解说与评判的准绳。
    《SPS协定》在中国的适用本质上属于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范畴，但对条约适用，我国目前不仅在
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尚存误区，而且现行的条约适用制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亟待完善。
在WTO条约的适用上，虽然我国选择了间接适用方式，但在国际法层面上，其诸项协定对我国立法和
执法都具有直接约束效力。
就遵循《SPS协定》而言，一方面，作为经济与技术水平均没有明显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法律体制的双重挑战，我国正陷入技术性贸易
壁垒的中心地带，处于“出不去、进得来”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毋庸讳言，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有
相当一部分是为人世的应急之需仓促而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在形式上或外在方面与该协
定的要求相吻合，深究起来仍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距。
由此所决定，我国必须在解决SPS法律制度总体定位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结合《SPS协定》要求，重
点在与有关国际标准相协调、建立科学支持体系与风险评估，以及充分运用程序手段等方面做出进一
步完善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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