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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障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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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最终研究成果《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与对策研究》以更接近现实的立场，通过经济
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视角，对wTO的主要成员以及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体系进行综合
的、系统的研究，深入剖析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的形成、运行及影响，更好地揭示贸易政策体
系的本质，并将着眼点放在中国的对策上，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及相关对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主要创新和突破之处在于：　　第一，建立了一个完善的贸易政策问题的分析框架，即应包括贸易政
策的框架和工具、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贸易政策的实施状况、贸易政策的绩效评估四项主要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政策涵盖范围的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边境措施，而是延伸到内
贸政策领域。
本研究与时俱进，各项分析均按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四个
方面展开。
　　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往往具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既有国家或地区经
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导向和宏观经济表现等宏观层面的影响，也有国家或地区内部产业、部门、地
方等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来自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集团、贸易伙伴等外部压力。
以欧盟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为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政策决策的三个层次分析框架，包括欧盟成员政
治、欧盟政治、国际政治三个层次。
同时，还探讨了决策过程中的诸多具有灵活和不确定性方面的因素，如大国与小国、成员方和个人偏
好等对决策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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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WTO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台办兼职研究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世界经济贸易、WTO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强国之路——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及政策选择》、《WTO农产品贸易争端》等，多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1998年获全国第六届“霍英东青年教师教育基金奖”，1999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
层次人才：2000年被评为全国高等院校“跨世纪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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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机制五、中国服务贸易的监测与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六、中国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监测与摩擦的预警
机制七、贸易摩擦预警机制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八、中国贸易摩擦预警与争端解决中政府管理架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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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贸易政策的绩效评估对贸易政策体系本身进行研究固然重要，我们更为关注的却是贸易
政策体系变动所带来的国内（地区）和国际影响。
因此，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成员贸易政策体系的绩效评估机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贸易政策
体系变动对贸易增长、产业、企业竞争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典型的如《农业协议》对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世界范围内
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反贫困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再如，鉴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地位，高新技术产品的多边规范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安全、国家和地
区经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本课题的第七章分析了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对其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第八章则对中国
贸易政策体系进行了绩效评估及模型分析。
贸易政策的变动不仅对国家和地区经济产生作用，也会对国际经贸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一国贸易政策的变动会对其贸易伙伴产生影响，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对策性”调整。
例如，NAFTA的签署使墨西哥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土，也使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服装与纺织品在
美国的市场份额下降，从而带来了相关国家和地区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另一方面，贸易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国际贸易摩擦，该问题对中国尤其重要。
因此，本课题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w’ro成员间发生贸易摩擦及争端解决的各种因素，总
结了各成员建立贸易摩擦预警和处理贸易争端的经验与教训。
如美国、欧盟等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已相对成熟和完善，这些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地完善中国各层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四）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研究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产生、运行、变动影响的最终
目的，是要探索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相应对策。
本课题尤其关注在中国成为WTO成员之后各主要贸易伙伴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与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
响。
以此为基础，将使我们的对策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实际意义。
如最近的美国对华反倾销与反补贴、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纺织品特保措施、日本对华农产品贸
易政策调整、“10+3”区域贸易协议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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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项目自2003年9月开始申请，在评审通过后，根据评审专家意见，课题组首席专家张汉林教授与课题
组成员刘光溪博士、桑百川教授、范黎波教授、杨荣珍教授、郑建明博士、屠新泉博士以及李阳博士
、李计广博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并对项目进行了分工。
2004年3月本项目首席专家与教育部社政司正式签署合同，项目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
2005年8月通过了项目中期检查，2007年3月本项目通过了鉴定。
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内外-的所有研究人员和博士生及部分硕L-生
给予很多支持，在此不一一列名，但是对于他们的贡献，本课题组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时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部分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结项时该部分每一章大
致都在6万字左右，还对加拿大、巴西、韩国、东盟以及正在申请加入WTO的俄罗斯的贸易政策体系
进行了分析，我们准备通过出版相关专著体现这部分研究成果。
本项目的主要分工及作者如下：第一章导论由张汉林、李杨撰写；第二章WTO体制的发展及其对全球
经济贸易的影响由张汉林、李杨撰写；第三章区域贸易体制的发展以及与WTO的互动由张汉林、李杨
、孙娜撰写；第四章国际贸易体制对内贸政策体系的影响由张汉林、刘光溪撰写；第五章贸易政策体
系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由张汉林、邱薇撰写；第六章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由屠新泉、李计广撰
写；第七章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对其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由张汉林、魏磊撰写；第八章中国贸
易政策体系绩效评估及模型分析由付亦重撰写；第九章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由张汉林、李
计广、屠新泉、桑百川撰写；第十章WTO主要成员贸易摩擦预警与争端解决机制由张汉林、李计广、
王淳、太平撰写；第十一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预警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由张汉林、孙娜、魏
磊、王婧、杨荣珍撰写。
在本项目成果出版之际，课题组对相关部委及专家、学者对我们的长期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对这些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报告难免有
错误与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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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TO主要成员贸易政策体系与对策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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