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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国际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各国

间经济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以国际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在发展的道路上同

时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加入WTO多边贸易体制5年来，进出口贸易数量猛增，到2006年中国已成

为世界上的第三贸易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规

模参与了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有关经济组织、地区性经济组织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

各项活动，为国际经济法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在国际经济法领域中，WTO法律规则的修改与完善、竞争与贸易、贸易与环境、跨国公司行

为规范等方面的法律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行动以及具体法律规则完善与制定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均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发言权日益增加，区域

贸易自由化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2006年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主要热点问题回顾 

    2006年7月24日，WTO多和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被迫宣布中止，致使WTO成立后首次全球性贸易谈判遭受

严重挫折，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石的WTO多边贸易法律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近些年以西方国家为

代表的国际上新保护主义思潮持续升温、质疑或否定WTO贸易自由化宗旨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论调甚嚣尘

上造成的必然结果。  

    多哈回合包含的议题十分广泛，主要有农产品开放、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

保护等，除了要对WTO现行规则、协定和谅解予以修改与完善外，还涵盖了贸易便利化、贸易与环境、电

子商务等新议题。与以往的多边谈判相比，这是包括议题范围最广，参加成员最多的一轮谈判。但是，由

于美、欧等国在农产品补贴、市场开放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让步，最终导致多哈回合被迫中止，人们

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现状以及走向普遍感到担忧，英国学者指出："多哈回合失败的影响是深远的。从象

征意义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寿终正寝……世贸组织第一次执行重大任务就失败了，它

的地位也大大下降，沦落为和其他一帮国际组织为伍。"[01]面对这种局面，著名国际法学者麦金尼斯和

莫维塞西斯曾预见性地警告说："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机构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口。"[02] 

    当前，国际贸易领域中有一个新的动向值得人们注意：一方面，WTO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广泛质疑，而

另一方面区域间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体制）却大受追捧，某种意义上对已经成功运行半

个世纪的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了严重冲击，国际贸易应当选择多边体制还是自贸体制？这是国际经济法学界

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消除地区内贸易和投资壁垒，可成

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并能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及投资便利化进程。与此同时，区域贸易自由化的

检索



法律与非典论坛 

  

实行不应当以牺牲多边贸易体制为代价。参加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应在区域贸易自由化

的政策目标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秩序之间需求适当平衡。中国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参加

区域贸易自由化。[03]  

    2006年是中国入世5周年，年初WTO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全面审议，在此基础上，由著名经济学

家、WTO秘书处贸易政策审议司司长克莱门斯·布恩坎普先生主持撰写了《贸易政策审议--WTO秘书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04]（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法律体

系、具体政策措施、特定部门的贸易政策等四大方面对中国加入WTO以来的经济贸易政策和做法进行了详

细的评述。《报告》回顾了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演变进程，称赞中国

经济建设和贸易开放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对中国经济体制、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贸易政策与法

律以及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等均作了详尽介绍，但《报告》同时也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表示了"关注"：[05] 

    关于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的关注：在引入新政策和制度的同时，旧有政策和制度仅有部分得到了修改

或废除，因而增加了立法和政策制定整体框架的复杂性；在贸易和贸易有关的改革方面的关注：可能是为

了保证某些产品的国内供应，中国的出口体制改革步伐落后于进口体制，包括出口税、出口禁止、出口许

可和出口配额在内的出口体制依然复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某些关键性服务业部门的自由化落后于

其他部门。 

    《报告》还在总体上列出了中国经济在未来将遇到的挑战，如农业部门重组带来的就业压力，地区间

和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重组业务以解决资源不当配置的问题，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等。 

    负责《报告》起草工作的布恩坎普先生在《报告》发布之际称赞道，"中国是负责任的WTO成员"，并

认为中国对此次审议显然非常重视，所做准备工作也相当充分，布恩坎普先生认为此次对中国贸易政策的

审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审议"。[06] 

二、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实践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美、中欧之间有关纺织品、鞋类出口、汽车零部件进口等方面的贸易摩擦不

断，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改革等方面，美国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在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

禁止性补贴等问题上，美国等已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美国也有可能对中

国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2006年在对外贸易法律实践领域，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

电容器纸、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磺胺、对原产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双酚A、对原产于

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进口甲乙酮等5种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对2006年以前立案的8

种进口倾销产品做出终裁决定，裁定这些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并征收反倾销税。在反倾销调查中，中国始

终遵循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和国内的法律法规。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显示，从1997年中国开始对进口

新闻纸采取第一起反倾销措施起，到2006年底，我国共对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4种进口产品发起47起反

倾销调查。对32起反倾销案做出肯定性裁决，加征反倾销税；做出无损害裁决2起，终止调查4起。这些产

品涉及我国化工、轻工、钢铁、纺织、电子、医药、农业七大行业。与此同时，2006年中国仍为全球遭遇

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06年10月共计71件。随着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贸易总量的大幅上

升，中国面临的双边贸易摩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在内的贸易救济措施法律实践将进一步增

多，这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面临着重大的理论研究任务。 

三、2007年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展望 

    2007年初，WTO全体成员方一致同意重开多哈回合谈判，我们期待着美、欧能在农产品补贴、市场准

入方面做出让步以使多哈回合谈判能顺利进行，同时，我们也期待多哈回合能实质性推动WTO规则、争端

解决机制的修改与完善，推动建立贸易与竞争、贸易与环境、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法律规则体

系。在新的一年里，中国仍将面临着与西方贸易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汽车零部

件进口税、禁止性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还可能要应对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申诉。在贸易救济措

施方面，中国企业仍将处于其他国家反倾销诉讼的巨大压力，国家商务部、有关行业协会等应进一步加强

协调和管理被诉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活动，外交部应强化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合法权益的领事保护。对

于外商投资以及进出口商品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运用WTO规则赋予成员方的权利，依法采取反倾销、反

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维护我国国内市场公平秩序。对于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的修改与完

善、中国政府参加多哈回合谈判及相关协定、谅解的原则、立场，贸易与竞争、贸易与环境、海外投资保

护、知识产权保护、跨国公司行为规范以及国际货币、汇率、外汇管理法律等重大而现实的国际经济法问

题应当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 

    

    --该文为法治绿皮书国际经济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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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01] 参考消息：2006年7月17日，第4版。 

    [02] （美）约翰·麦金尼斯，马克·莫维塞西思著，张保生等译：《世界贸易宪法》，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第1页 

    [03] WTO秘书处：《贸易政策审议：WTO秘书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刘敬东等译，第364

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04] 参见WTO秘书处编著、刘敬东等译：《贸易政策审议--WTO秘书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

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05]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网站："WTO对中国首次贸易政策审议（06.04.30）"。 

    [0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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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解读 

        论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制度的基石 

        一个敏感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法律难题——WTO框架内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贸法律关系定位及其实践 

        一部中国贸易政策的百科全书——评WTO秘书处发表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 

        “无效”还是“不可执行”——掀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2（b）的神秘面纱 

        通俗而透彻地讲清WTO规则——怀念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赵维田先生 

        WTO案例的经典力作——评赵维田主编《美国——对某些虾及虾制品的进口限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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