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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法律问题研究》首先厘清了WTO的贸易政策及其评审机制的功能、价
值，分析视野广泛，从经济学、哲学等多视角对论题进行论证，较为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作者自己的
见解，突出了对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功能的论证，反映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学术观察力。
进而又研究了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地位、实体规范、程序规范和实践，综合运用了比较分析、实证分
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了比较精到的析解。
最后作者就我国面临评审应采取的对策，阐发了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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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咏梅，女，四川南充人，1969年2月出生。
199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英语师资班，
并于同年回西南政法学院任教。
1995年在职攻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涉外经济法方向硕士研究生，1999年取得硕士学位；2004年
在职攻读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研究生，2007年取得博士学位。
2007-2008年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问。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WTO法。
在《现代法学》、《求索》、《西北师大学报》等国内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在国外期
刊《Bond Law Review》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一篇；参编著作一部、教材二部、教辅三部、译著一部、
工具书四部；公开发表学术成果约八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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