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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 

国际贸易研究室  田丰 

【内容提要】  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中心支柱。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与WTO成员的贸易

摩擦频频发生，国内要求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这些摩擦的呼声不断高涨。在此背景下，对该机制的运行效率做出

全面、科学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作者从该机制对WTO成员违反协定行为的预防作用、WTO成员使用其解决贸易摩擦的成

本、争端的早期解决情况、专家小组／上诉机构裁决的公正性和争端的政策效果等5个方面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效率

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结果显示，与关贸总协定(GATT)时期相比，WT0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是并没有改

变缺乏实施能力的旧有缺陷；在实际操作中，改革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而且改革带来的收益也没有被所有WTO成员

平等分享。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效率 

【作者简介】  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6)08—0074一07 

 

   一  导  言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初，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DSM)就被誉为多边贸易体系的中

心支柱和WTO对世界经济稳定最独特的贡献。11年来，WTO成员对利用DSM解决相互间的贸易争端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截至

2006年4月27日，WTO成员正式提出的贸易争端案件总数已达342件，平均每年31件，而在关贸总协定(GATT)时期也不过年

均lO件。被誉为“GATT／WTO之父”的著名国际法专家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甚至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外交官、

代表团和秘书处的工作主要围绕DSM展开，因而该机制是WTO最活跃的部分。 

    许多研究者将WTO成员频频使用争端解决机制的原因归结为“规则导向改革”的成功。然而仅从案件数量的增加就认

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相对于GATT时期提高，显然过于武断，更何况在两者间的因果联系方面还存在异议。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如何评价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罗伯特·休德克建议使用“争端政策效

果”指标，以被申诉方是否按照申诉方的要求实行了贸易自由化为依据，考察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查德·鲍恩(Chad 

Bown)主张使用“是否实现了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考察标准。马克·布什(Marc Busch)和埃瑞克·瑞因哈德特(Eric 

Reinhardt)则试图通过分析典型案件的解决情况对DSM的效率进行评估。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局限也很明

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仅注重争端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将DSM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事实上，完整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可分为

争端方磋商、专家小组工作并发布报告、上诉机构对专家小组报告进行审查以及争端方执行专家小组／上诉机构裁决等几



个主要阶段。本文在强调DSM整体性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贸易协定强制实施的理论研究成果，创造性地从5个方面对WTO争

端解决机制的效率进行了考察。 

    二  五个衡量标准 

    ......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分析 

    ......

    四、结论 

    ......

 

相关文章

 李计广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务实与互利共赢战略之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 (2008-5-6) 

 宋泓 发展中国家自立型产业成长与WTO规则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 (2007-10-27) 

 田丰 多边贸易摩擦演进模式的经济学文献述评 《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7期 (2007-8-3) 

 田丰 多重约束下正义的实现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 (2007-6-20) 

 潘金娥 “多哈回合”与WTO 的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 年1月24日 (2007-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