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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西南国际法评论》（以下简称《评论》）
第1卷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出版之际，适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挂牌成立，可谓双喜临门，值得庆贺。
《评论》是由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赵学清教授担任主编、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连续性专业
学术集刊，从2010年起拟每年出版一卷，本着学术性、开放性的原则，《评论》热诚欢迎国内外的专
家、学者、在校师生惠赐大作，期望本刊能成为国际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争鸣、创新的论坛。
　　本卷共收录了33篇论文，共分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公法、WTO法律制度、国际争端解决
等五个专题。
　　在国际经济法专题中：　　在《从归零看反倾销措施的贸易保护取向》中，韩立余副教授认为归
零体现了反倾销制度的贸易保护属性，归零的发展以及各方对归零的争论只是说明了不同时期和不同
情况下对于贸易保护政策强度的不同态度。
完全禁止归零，只能说在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上强化了规则，使反倾销措施实施难度增大，但它并不表
示彻底否定了反倾销措施的贸易保护取向。
归零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分歧，只是贸易保护强度的差别，而非保护与自由的质的差异。
　　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反倾销问题探微》中，张晓君教授和博士生温融认为服务贸易倾销是指以低
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一国销售服务产品，并给服务产品进口国的相关服务产业造成一定损害结果的行
为。
它表现为四种类型：“过境交付”倾销、“境外消费”倾销、“商业存在”倾销和“自然人流动”倾
销。
现有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倾销法等传统法律制度无法对此有效规制，必须结合服务贸易
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构建反服务倾销法律制度。
　　在《知识产权壁垒的辩证考量及战略性对策》中，邓瑞平教授和何冬明副教授针对我国出口产品
频繁遭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受到严重影响的实际情况，从哲
学高度辩证考量了我国企业和出口产品屡遭知识产权壁垒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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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西南国际法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第1卷
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出版之际，适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挂牌成立，可谓双喜临门，值得庆贺。
《评论》是由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赵学清教授担任主编、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连续性专业
学术集刊，从2010年起拟每年出版一卷，本着学术性、开放性的原则，《评论》热诚欢迎国内外的专
家、学者、在校师生惠赐大作，期望本刊能成为国际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争鸣、创新的论坛。
    本卷共收录了33篇论文，共分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公法、WT0法律制度、国际争端解决等
五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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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学者给《西南国际法评论》写的推荐函前言国际经济法专题　从归零看反倾销措施的贸易保
护取向　服务贸易领域的反倾销问题探微　知识产权壁垒的辩证考量及战略性对策　　——美国外贸
“府会之争”的制约平衡　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风险识别　区域贸易安排中服务原产地规则探析　国
际承包工程独立保函研究国际私法专题　冲突法的学说法缕析　试析国际私法的“定义”问题——基
于法理学的角度　论西蒙尼德斯对柯里学说的承继与发展——以路易斯安那州侵权冲突规则为立据　
国际私法识别问题新探——以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为视角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模式探析　国际私法中
的结果选择方法论纲　论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之克解张春良  蒋云　论国际私法的存在基础国际公法专
题　跨国能源管道运输的国际法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法律秩序探究　海洋公平划界的判例解读——从
国际法院判例看中国东海划界基本主张  论分裂主义对我国西部安全的现实威胁及其法律对策  追索海
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研究  马塞诸塞州诉联邦环保总署案中原告资格分析WT0法律制度专题　
论WT0农业补贴政策的变迁与创新曾文革　析WT0规制区域贸易协定的困境　偏离权配额交易wT0体
制下补偿制度改革的一种新思路　论WT0汽车争端中“相同产品”的界定——兼谈中国进口汽车零部
件案的启示　WT0对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与对策研究　论WT0原产地规则的杠杆功能
国际争端解决专题　简论国际贸易摩擦的应对及解决——以涉中纺织品贸易争端　为视角　世贸组织
多边贸易谈判何去何从　论澳大利亚可执行承诺：公司主管机关之新型规制手段　国际商事仲裁当事
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　范围之效力初探　论国际体育仲裁实体性问题的法律适用——以CAS专业性仲
裁为视点　论国际民商事诉讼竞合的成因及效应朝气蓬勃的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西南国际法评
论》（第2卷）（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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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对2006年启动的中国专利法第三次修订，欧盟也没有错过发言的机会。
曼德尔森曾向中国官方正式提出延长药品专利保护期限的建议。
WTO并没有对超过20年的专利保护作出硬性规定，欧盟如此快速地先声夺人，无疑是要求中国对欧盟
企业实行超水平的专利保护。
欧盟兵不血刃的用心不言自明。
　　其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和欧盟，先后与我国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或协议。
①大有黑云压城、大兵压境之势！
　　（二）堵截围剿，对中国出口产品和生产企业合围封杀　　堵截突出表现在美国的“337调查”和
欧盟不断设置高技术标准等方面。
自1986年遭受第一起“337调查”至2006年6月为止，我国共遭受53起“337调查”。
其中有47起案件涉及发明专利纠纷，占总数的88.7 ％。
②知识产权纠纷的核心是发明专利，而这恰恰是我国企业的软肋，是我国频遭“337调查”的主要原因
，且调查结果惨烈。
以1996-2005年涉及我国的39件“337调查”案件为例，我国胜诉的仅4件，③胜诉率为10.2 6％。
　　欧盟封堵中国出口产品的撒手锏是不断提高“技术标准”。
从表面上看，提高“技术标准”似乎与知识产权不相干。
而实际上，中国出口产品要达到欧盟不断提高的技术标准，需要利用欧盟的专利技术。
高昂的专利许可费及增加的其他费用，令我国不少出口欧盟的企业望而却步。
　　围剿则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抢占市场，提高其垄断地位，对我国企业构筑专利技术壁
垒。
其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实行技术垄断。
在其产品进入中国之前，跨国公司便抢先在中国与其产品相关的领域大量申请专利，挤压中国企业的
创新空间。
④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尤其是通过申请数量庞大的专利技术，不断提高
其垄断地位，对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形成专利包围之势，使其难以绕开这些精心布置的专利“地雷阵”
，很多国内企业只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进行技术创新，竞争范围越来越小，风险越来越大，产业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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