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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WTO/DSM非违法之诉的成立要件和非违法之诉的程序规则，分析WTO以往案例，阐述非违法之诉的

本质和适用范围，美国若在WTO/DSM对人民币汇率争端提起违法之诉是滥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表现是不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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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伊始，美国从日本手中接过大棒
[1]

成为敦促人民币汇率国际化与人民币升值的急先锋。2003年9月，美国国会参

议员查尔斯·舒默提出针对人民币的第一个法案，声称如果人民币价值不能有效重估，那么就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27.5％

的附加关税。此后，美国国会参众两会议员接连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几十项法案，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美专家不断的呼吁

在WTO机制内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2010年3月22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英国

《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人民币汇率不仅是美国的问题》的评论文章。该文章指出，人民币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

题，提出在WTO机制下加以解决。2010年9月，美国国会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法达到顶峰，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48比79票的

投票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法案》，旨在对某一国家的货币被美国认定为币值低估后，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依据美

国法律的特别关税。纵观美国国会提出的法案内容，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想将人民币汇率争端直接或间接在WTO框架内解决，向

WTO争端解决机制（简称WTO/DSM）提出违法之诉。美国一是依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第15条第4款向

WTO提出申诉，指控人民币汇率的低估阻碍了GATT各项规定的意图的实现；二是依据WTO反补贴协议向WTO提出申诉，

指控人民币汇率低估构成禁止性出口补贴，间接在WTO框架内解决人民币汇率争议的方法是将低估的人民币币值作为中国对美

出口产品的补贴，适用受WTO协议约束的美国反补贴法或反倾销法，使用“矫正过”的人民币币值计算倾销幅度。根据美国反

补贴法或反倾销法所提供的救济，受影响的美国产业可以向美国商务部（以确定补贴或倾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以确定损害）

提起诉讼。如果这两个部门作出了肯定的结论，那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就会被征收相应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以此来抵

消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
[2]

此外，美国国内人士也在分析能否依据WTO/DSM非违法之诉的规定仍然在WTO争端解决机

制中解决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3]国内学界对于美国直接在WTO/DSM层面谋求解决人民币汇率争议问题的研究主

要涉及于违法之诉的范畴，对于美国在WTO/DSM非违法之诉内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试对该问题做出分析。 

一、WTO/DSM非违法之诉 

（一）非违法之诉概述 

WTO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唯一处理国家（包括单独关税区）之间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

其核心是WTO协议。WTO协议是一套完备的有关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框架体系，调整的对象是各

成员方的国际贸易管理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WTO协议通过约束成员方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禁止用不正当的手段限制国际贸易，限制和取消妨碍和阻止国际贸易发展的关税贸易壁垒

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上的歧视待遇，实现贸易自由化。在国际贸易中，非关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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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是指关税以外，一切旨在限制进口的措施，又称“非关税障碍”、“非关税措施”等。构成

非关税者，应具备两项条件：其一，属于非关税性质；其二，必须具有扭曲贸易的效果，如不发

生此种效果，亦不构成所谓“非关税壁垒”。[4]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针对

性，一定的隐蔽性，不受汇率的影响等特点。[5]在WTO各成员方政府对关税减让作出规定，关税

税率大幅削减的情形之下，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将会大行其道，“危害着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

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6]基于各种客观因素和立法者的理性，“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法律已

经完备到已消除了逃脱其规定的一切可能。”[7] 在 WTO协议的拟定过程中，也会面临无法全面和

直接地将所有可能对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造成妨碍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予以全部明文规定的现实。为

了防止WTO成员方实施不违反WTO协议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事实上”撤回其关税减让代替原本应

通过对于受影响的其他成员方采取给予补偿或由其他成员方相等地撤回其关税减让以作为交换的

“法律上”撤回，[8]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诉因之一的非违法之诉便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程序

救济制度，其从WTO争端解决机制层面，救济WTO成员方因在关税减让谈判时所作出的相互关税

减让承诺而使其享有的改善的市场准入机遇和由此而来的竞争关系被其他成员方实施没有违反WT

O协议明文规制的政府行为[9]所破坏的合法预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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