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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中美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两国之间不仅具有较大的贸易依存度，而且也存在很多的贸易摩
擦。
在此背景下，探讨两国之间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保障措施制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现今WTO的保障措施制度，由自由贸易旗手美国率先引入GATY。
换言之，保障措施制度来源于美国国内的立法，可以说，美国保障措施的立法发展代表了WTO保障措
施发展的方向之一，尤其美国在保障措施的实践中，以WTO工具化，维护自身的贸易政策及目标。
对此老牌WTO成员方而言，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均是新的WTO成员方应以学习的典范。
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WTO新成员的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惯例，尤其是WTO的法律制度。
我国2002年制定了《保障措施条例》，对于保障措施制度有了确定的立法规定，尤以2004年修改的对
外贸易法及《保障措施条例》，使我国的保障措施立法出现后来者居上之势。
反观实践之中，我国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遭遇众多的贸易限制的情况丝毫没有减少。
就保障‘措施而言，不同于反倾销和反补贴制度，很多国家已从反倾销手段逐步过渡到反补贴及保障
措施，增强了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
为此，进一步追踪国际趋势，尤其是美国的贸易立法发展，进而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立法和实践，丰
富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保障措施的发展有国内、国际、区域之分。
国际之上奉仃一致原则，以WTO为首，将其统一的规则贯彻于WTO各成员方；国内而言，遵守WTO
《保障措施协议》之规定，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国内立法；区域而言，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能保证
国内产品的利益，又能规避国际规范之限制。
因此，本书立足于中美两国国内立法，以WTO规则为准绳，区域保障措施发展为方向，比较两国保障
措施之差异以及两国保障措施制度的发展和创新。
近年来，我国学界已有多部涉及保障措施的书籍问世，不仅包括了对WTO保障条款的一般性介绍或对
保障措施争端案例的剖析，而且也出现了保障措施的比较法研究，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
这不仅仅因为WTO协议与各国国内贸易法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比较法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WTO保障措施协议的实体和程序内容；更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角度，考
虑实践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而本书则抽取了中美两国的保障措施，做一尝试性的研究，一则可
为WTO保障措施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学理性探讨；二则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保障措施的国内或区域的立法
，关注保障措施的发展及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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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我国学界已有多部涉及保障措施的书籍问世，不仅包括了对WTO保障条款的一般性介绍或对
保障措施争端案例的剖析，而且也出现了保障措施的比较法研究，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
这不仅仅因为WTO协议与各国国内贸易法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比较法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WTO保障措施协议的实体和程序内容；更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角度，考
虑实践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而本书则抽取了中美两国的保障措施，做一尝试性的研究，一则可
为WTO保障措施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学理性探讨；二则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保障措施的国内或区域的立法
，关注保障措施的发展及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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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保障措施的执掌机构第一节　中美保障措施的执掌机构比较6ATr1994第19条和WTO《保障措
施协议》所指的保障条款，属涉外经济行政法制度。
该制度与反倾销和反补贴制度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不仅反映在该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则方面，也体现
在执掌机构的安排方面。
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规定保障措施的调整程序主要由一个机构负责完成，而采取保障措施的
决定则由内阁（澳大利亚）或总统（美国）作出。
这主要是因为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一方面，保障措施在实施的程序方面相对简单，完全可以
由一个机构负责完成；另一方面，保障措施的实施为政治和贸易政策作了考虑，故应在政府较高层次
决定为宜。
这样的安排既有利于对国际贸易总体利益得失作出权衡，也有利于把握好国内产业保护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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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我进入上海政法学院，应上海政法学院德高望重的倪正茂教授及法商系范铭超博士之约，写一
本关于比较法的书。
对我而言，首先想到的就是写保障措施，这主要因为我的母校苏州大学法学院对于保障措施的研究，
可谓一枝独秀。
陈立虎教授对保障措施的研究囊括了国际、双边及区域协议，涉猎范围之广，研究造诣之深，让我大
开眼界。
师兄黄涧秋副教授，继承和发展了保障措施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研究”，细致
而全面深入地解构了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尤其陈、黄两位老师2006年出版的《保障措施比较法研究》更是言前人之所未发，对WTO协议、各国
、自由贸易区的保障措施法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而本书立足中美的保障措施比较研究，一是对苏州大学法学院保障措施研究，尤其是中美比较法研究
的继承。
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历来以比较法见长，在新的历史时期，苏州大学法学院继承和发扬了原有的
法学研究方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使我在苏州大学学习期间，深受其影响。
二是这本书也是对我个人研究学习保障措施的一个总结，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海坤教授、陈
立虎教授、周永坤教授的学术思想，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风格，这也促使我从宪法与行政法角度，思
考对外贸易之中的贸易救济法问题。
该书的写作吸收和借鉴了陈立虎老师、黄涧秋老师的很多观点，而且也进行了一些涉外行政法上的探
讨。
在此对他们的支持和厚爱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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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美保障措施制度比较研究》立足于中美两国国内立法，以WTO规则为准绳，区域保障措施发展为
方向，比较两国保障措施之差异以及两国保障措施制度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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