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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TO非违法之诉研究》从历史到现实，对非违法之诉的雏形——“衡平待遇条款”的初创，随后主
要贸易国家的实践，GATT时期和WTO现阶段发生的非违法之诉案件，个案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在非
违法之诉案件审理中的观点和意见作出分析，深入研究非违法之诉的渊源和发展，非违法之诉的基础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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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能否适用的各方观点 三、TRIPS协议中适用非违法之诉的难点 四、因保护公共健康而采取的必
要措施不能引起非违法之诉的指控 第三节 诸边贸易协议之《政府采购协议》中的非违法之诉 一、《
政府采购协议》简介 二、《政府采购协议》中的非违法之诉 三、条约缔结错误与《政府采购协议》
中非违法之诉的关系 第五章非违法之诉的程序规则 第一节 非违法之诉的审理程序 一、参与非违法之
诉案件审理的相关主体 二、磋商和斡旋、调解及调停程序 三、专家小组程序 四、上诉机构程序 五、
非违法之诉成立后的法律效果 第二节 一并提起违法之诉与非违法之诉指控时的审理顺序 一、优先审
理违法之诉指控的情形 二、继续审理非违法之诉指控是否成立的情形 三、优先审理非违法之诉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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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禁止性补贴又称为“红灯”补贴，是指WTO成员方既不得授予也不得维持的补贴。
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使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所提供的补贴。
 可申诉补贴又称为“黄灯”补贴，是指WTO成员方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对
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的补贴。
如果这种补贴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可被诉诸WTO争端解决程序或者通过征收反补贴
税而予以抵销。
可申诉补贴实际上是介于禁止性补贴和不可申诉补贴之间的补贴。
一方面，SCM协议并不完全禁止WTO成员方实施该补贴，但同时其他成员方也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仅依
据补贴的存在即采取反补贴的措施或行动。
另一方面，此类补贴又不是完全合法的，其他成员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措施予以反对。
 由于SCM协议明确规定了禁止性补贴和可申诉补贴的具体类型，使得WTO成员方在补贴领域向DSB提
起诉讼有了直接的条款依据，一般而言，就补贴与反补贴问题提起的诉讼应属于违法之诉，申诉方只
需将被诉措施归入某类禁止性补贴或可申诉补贴即可。
但是依据SCM协议第5条（b）款的规定——“任何成员不得通过使用第1条第1款和第2款所指的任何补
贴而对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即：（b）使其他成员在GATT 1994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
抵销或减损，特别是在GATT 1994第2条下约束减让的利益”，如果成员方实施国内补贴中的可诉补贴
在并没有损害其他成员方的国内产业或者严重损害其他成员方的利益的情形之下仍能引起其他成员方
的非违法之诉指控。
 不可申诉补贴又称为“绿灯”补贴，是指WTO成员方政府普遍实施的非专向性的补贴和为鼓励研究
活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补贴。
就非专向性的补贴而言，它是所有企业、产业都能获得的补贴，是一国为了发展经济，宏观调控国内
经济的手段，是经济主权的体现，具有普遍性意义，并不会造成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就政府为鼓励研究活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保护环境所实施的补贴而言，其具有专向性，虽然类型
是不可申诉补贴但应当通知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一旦这些措施被认为与SCM协议规定的标准不
符，则被视为可申诉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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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TO非违法之诉研究》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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