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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说明，在中国加入WTO十年之际、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情况下，我国如何积极地建立我们实施WTO协议

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作为WTO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中“皇冠上的宝石”、WTO多边贸易体系的“枢纽”

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正确认识其优越性和局限性，从宏观与微观等方面谋划我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对策，以便在实施和执行W

TO协议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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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入世十年的背景与成就 

（一）中国入世的背景 

    2001年9月17日，当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世贸组织总部举行正式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的所有法律文件时，自1987年3月4日成立的中国工作组也随之结束了历时14年6个月的历史使命，从而宣告了中

国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入世谈判的完成。 

中国入世是中国与世界贸易圈的双向选择。 

首先，“入世”是中国主动的、自信的、必然的选择。不加入WTO，必然会使中国游走于世界贸易圈的边

缘，会使中国错失许多发展自身的良好机会。同时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资源，更加无法参与到世界贸易规

则的制定中，这势必会削弱中国作为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的地位。 

    中国入世带来的开放，会激发国内新的体制、机制的建立，激发市场的新活力，促进中国民族创造力的极

大爆发。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额的

90%以上。中国需要世贸组织，只有在世贸组织内，我们才能有一个平等有利的贸易空间，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

分工中，从而更主动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加入世贸组织，将大大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

方面的发言权，使中国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参政议政”的权利。 

  入世前中国在这一组织中只是观察员，只有表态权，没有表决权。而在入世后，中国将可以参与各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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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充分表达中国的要求和建议并在建立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中国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这一讲台，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

贸易和技术交流；并共享世贸组织汇集的各国经济贸易的信息资料。此外，中国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基本原

则，享有采取例外与保护措施的权利。 

其次，WTO同样也需要中国。 

中国入世虽然在短时期之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格局，但是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崛起中的政

治和经济大国，它对于世界的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对于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来说，正是中国的加入才最终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普遍原则得到尊重，才使这一组

织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组织。作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国，中国同140多个成员遵守同一规则，有利于促进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领域中的广泛合作与交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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