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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规则博弈》

内容概要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广泛誉为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贸易谈判机制并列
为世贸组织的三大支柱。自1995年建立世贸组织至今16年，争端解决机构已经受理了427起案件，远远
超出50年关贸总协定时期的案件数。世贸组织总干事Pascal Lamy认为，这是一次贸易体系的信任投票
，这种和平解决方式可以成为其他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模式；一旦进入世贸组织，所有政治方面
的武力炫耀和华丽辞藻皆被抛弃。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整整10年，目前已经在22起案件中成为当事方，
是继美欧之后被诉最多的成员，也是经常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成员之一。
本书作者为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工作人员，他们一直身处世贸组织诉讼实践的最前沿。本书包含着
这个团队所有案件主办人员的心血，展现了中国政府十年来参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貌，也是
这支团队十年法律探索实践的阶段性工作总结。本书通过作者亲身经历案件办理过程，揭示我方在每
个案件中的重要策略选择和主要法律争议点，引领读者体验裁决报告法律语言背后的生动画面，深入
分析每一案件对我政府、业界、学界的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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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成钢，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经济学硕士，中国政法
大学兼职教授。自2000年起，作为中国加入WT0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全部多边谈判。主要作品有著
作《WT0与保障措施争端》、译著《GATT／WT0法理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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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日本一酒税案中，上诉机构说，进口与国内产品是否相似，应当个案分析。上诉机构虽然说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的相似产品应当做狭义理解，但如何狭义则应个案处理。　　上诉机构在
欧盟一石棉案中认为，字典对相似一词的解释，没有解决三个问题：哪个特点或质量是重要的；产品
应当共有的质量或特点的范围；从哪个角度判断相似性。　　上诉机构在日本一酒税案中认为，边境
税收调整案中的解释对个案确定相似产品有所帮助，但上诉机构明确提醒，决策者应当牢记，第3条
中的相似产品的狭义范围与其他协定是不同的。　　起诉方提到了美国一棉纱案中上诉机构的观点，
但忽视了这两个案件之间事实和情况的差别。在美国一棉纱案中，进口和国产棉纱是相似的。然而，
国内一体化生产商所生产的棉纱被认定不是直接竞争的，因此没有划入国内产业中。上诉机构评论说
，相似产品是直接竞争产品的一部分；所有相似产品都是直接竞争或者替代性产品，而直接竞争性产
品并非都是相似产品。但在本案中，相似产品与国内产业的范围是一致的，并不涉及直接竞争性分析
问题。因此，美国一棉纱案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　　美国强调，如上所述，对相似产品的定义，应
当结合不同协定的宗旨目的进行。《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的目的是避免保护主义，以及维护产品
之间的平等和竞争性关系，而《保障措施协定》的目的是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保护国内产业。两个协定
不同的目的，使得相似产品的范围必定不同，甚至前一个必定比后一个狭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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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广泛誉为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贸易谈判机制并列
为世贸组织的三大支柱。　　《世贸组织规则博弈(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十年法律实践)》为中国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工作人员，他们一直身处世贸组织诉讼实践的最前沿。本书包含着这个团队所有案
件主办人员的心血，展现了中国政府十年来参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貌，也是这支团队十年法
律探索实践的阶段性工作总结。李成钢等编著的《世贸组织规则博弈(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十年
法律实践)》通过作者亲身经历案件办理过程，揭示我方在每个案件中的重要策略选择和主要法律争议
点，引领读者体验裁决报告法律语言背后的生动画面，深入分析每一案件对我政府、业界、学界的影
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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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求甚解，聊以充饥
2、案例算不上很新
3、正品书，质量好，值得一看的好书
4、先是非常详细的说明了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情况，其后又举了经典案例进行评析，内容充实
。
5、中国形式上已经入世，但是思维上还差的比较远，尤其是中国官员们的世贸意识差的更远，这本
书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入世后中国的磕磕碰碰，希望中国的官员们能多多学习，做事多多思考，多些法
律意识，少干几件丢人现眼的事。
6、书的作者都是中国专门从事WTO争端解决的团队成员，10年来的体会都在这本书有所体现。专业
性较强，也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政府参考争端解决的窗口，不错。
7、书是不错的书，但是中间有几页粘在一起。。。比较郁闷，感觉那几页要比其他页短点，不知道
怎么回事。。。有点郁闷。。。

Page 7



《世贸组织规则博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