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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了实质性关系途径，分析对象是社会问题与贸易问题的价值或政策目标，对制度的分析
也是结合价值重点分析其中实体性规范，与形式关系分析途径具有较大的不同。
在第三章对李伯隆使用的对不同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进行深入的批判和发展。
在李伯隆框架的基础上，发展出本书的分析框架。
在第四章，将对本书分析的社会问题与贸易问题进行详细的界定与描述。
第五章与第六章是以第三章的框架去分析第四章的分析对象后得出的结果。
第五章论述了社会问题与贸易问题存在着一致性与矛盾性两种实质性关系。
第六章论述了二者因为利益交换、谈判策略、贸易制裁以及制度借用产生属于非实质性关系的四种情
况。
最后一章是结论，将对处理社会问题与贸易问题关系的原则与途径进行简单探讨，这是对社会问题与
贸易问题关系后续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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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维持社会问题管制水平妨碍了自由贸易的逻辑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世界贸易体制不应该对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任意干预，各种国内政府管制如果不属于世界贸易
体制的管理范围，各成员完全有权自主决定管制的方式和水平。
在签署贸易协定的时候，世界贸易体制各成员理应都了解应该放松的政府管制主要是关税壁垒、数量
限制和一些打着各种正当旗号却“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或者对国际贸易的变
相限制”①的国内措施。
如果对社会问题的管制不对贸易伙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也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则
推动自由贸易不能够依靠放松正当的国内管制的水平。
所以，不能够说为了社会问题价值而维持社会问题管制水平妨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在现有的国际社会结构下，推动自由贸易的可行途径就是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贸
易安排，以市场准人的互惠性来吸引和保证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
如果不去维持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则会出现社会问题管制的竞低现象，世界贸易体制（也包括其他
类型的贸易制度或者安排）根本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成员就会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自由贸易的发展
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总体的贸易收益达不到最优，而各成员自身的贸易利益也都会受到损害。
纵观世界贸易体制自东京回合以来的谈判历史，就会发现之所以对非贸易壁垒越来越关注，就是因为
广义上一些非贸易壁垒以放松对本国经济活动的管制来降低本国生产商的成本，从而恶化外国竞争对
手的贸易条件，使得贸易伙伴通过贸易谈判取得的市场准人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如果贸易伙伴采取同样的策略，则整个贸易体制就会陷人瘫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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