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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倾销法的目的并非在于低制倾销本身，而是在于抵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倾销。
因此，调查机关只有确定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才能采取反倾销措施。
否则，即使倾销幅度再大，调查机关也不得采取反倾销措施。
故损害确定在反倾销调查中意义重大：不仅是反倾销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还有利于在保护国内
产业的同时限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此外，在实行从低税规则的国家，损害确定还具有防止过度保护
国内产业的重大作用。
　　就目前而言，虽然国内外关反倾销法的著作不少，但基本上都只是简单地步及损害确定问题，尚
无一本专门研究损害确定问题的专著。
此外，虽然尚有一些专门研究损害确定的高水平外文论文，但大多只涉及损害确定的某些方面，而且
并不涉及中国的问题。
至于国内，则少有专门研究损害确定问题的论文。
有鉴于此，本书试图结合WTO《反倾销协定》及相关争端解决案例、欧共体和美国的相关立法与实践
，以及多哈回合反倾销谈判中WTO成员主要观点，对损害确定问题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并提出
在WTO框架下完善中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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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5年适逢中山大学法律学科百年华诞。
发端于广东法政学堂的中山大学法科，在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由一所百余人的学堂发展成为享誉
中外的法学院。
中大法科走过了一百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谱写了一部追求理想，明辨笃行的光辉篇章。
　　中山大学法律学科诞生于清末救国图强的时代洪流中。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广东法政学堂与京师法律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第一批官办法律学
堂一起揭开了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专门化的法学教育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应运而生
了。
　　从辛亥革命探索民主共和道路到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精神，身处革命前沿的广东法政学堂见证
了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的转型并且积极投身其中。
1912年，胡汉民改广东法政学堂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1923年，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改其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
1924年，并入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法科学院。
1926年，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原法科学院相应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法科学院。
1931年，国立中山大学进行改制，原法科改为法学院。
1950年，国立中山大学改称中山大学，原法学院也相应改称中山大学法学院。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原中山大学法学院被撤销，组建政法系，后被并人中南政法学院
。
1979年，经原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复办法律学系。
　　1993年成立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后于2001年撤销，并在此基础上复建中山大学法学院。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中山大学法律学科虽数易其名，但其师资力量却不断壮大，学科水平不断
提升，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中，中山大学法科始终关怀中华民族的命运，以推动民主宪政、法制进步
为己任；在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中，中山大学法科始终崇尚学术自由，坚持学术良心，献身学术事业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学的进步。
一百年来，中山大学法律学科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见证了中国法律学术的草创与
创新，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的曲折与繁荣。
　　广东法政学堂创办伊始，就有多名日本教员及知名学者出任法科教授，后来逐渐形成名师大家云
集中大法科的壮观场面：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开坛讲授行政法；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主讲社会
主义课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主讲法理学；“历充国际联盟万国会议中国代表者五次”的
梁龙教授被聘为最早的科主任；拥有爱丁堡大学和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国际法学界泰斗的周鲠
生先生出任法科教授；被后人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的史尚宽先生早年也执鞭于此；在当时著书立作且
在学界颇有影响的程天固、何思源、何思敬、高廷梓、朱显祯、杨兆龙、曾昭琼等教授也执教中大法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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