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O与法律 

本期看点： 

一、多哈谈判在艰难中前行 

     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表示经过长期谈判，多哈回合谈判中出现有积极意义

的“新动向”。 

二、爱尔兰软件产业的政府扶持政策 

     爱尔兰对软件产业先后实施了各项财税扶持措施，促进软件产业的极大发展，被誉

为“欧洲软件之都”、“欧洲硅谷”、“软件王国”、“有活力的高技术国家”、“欧洲高科技中心”。  

三、 WTO 补贴争端案例点评 

WTO补贴争端频发，WTO反补贴体制之过？中外补贴案的不同过程和结果告诉了

我们什么？ 

四、WTO 最新动态 

世贸组织将修订上诉审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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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WTO是 1995年在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的基础上成立的，成员从最初的 23个发展到今天的 153个，具有极其广泛的

代表性，是当今世界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WTO 一方面通过多边贸

易谈判与贸易政策审议，建立起了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从范围上看涉及技

术、服务、环保等各个领域，逐步扩大和加深对涉及贸易的活动的规范，遏

制了单边主义的倾向，不断推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借助自身的争

端解决机制有效化解国际贸易争端，为贸易自由化保驾护航。正是在 WTO 的

推动之下，世界经济得到了可持续发展，全球贸易总量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

增长了 30倍，全球关税平均水平从最初的 40％下降到了目前的 4％。因此，

WTO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誉。 

加入 WTO 的 9 年来，中国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进

出口总值激增近 4倍。2009年中国的年出口额首次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一

大出口国，并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又取代日本升至全球第二位。此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得到进一步完善，全球化已融入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我们也

应该看到，呈井喷之势的贸易纠纷亦随之而来。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欧美贸易

救济调查的主要目标国，2009 年中国遭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案子有 116

个，涉及金额达 127 亿美元，全球超过一半的贸易调查针对中国，仅今年上

半年，我国就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38起。中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

受害国。这对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出口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容低估

的。 

由此可见，加入 WTO 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机遇，也是极大挑战。它从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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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加强 WTO 研究对提高我国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我国经济适应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极大意义和价值。

而在当前 WTO 研究遍地开花的形势之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对 WTO 的探讨又成

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 WTO 就是一个个多边贸易规

则组成的法律体系，并通过贸易政策审议和设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保

障 WTO 规则得到遵守，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因此，从法律角度思考

WTO一定程度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能有效地深化对 WTO的研究。 

职是之故，我们决定编辑《WTO与法律》，并且我们将关注和研究的重心

放在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尽管我国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获得迅速发展，我

国已经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生产性服务相对落后，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竞争力不

强，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声音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我国

的产品在国际上频繁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也必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冲击和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时对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外部贸易环境进行研

究，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编译人员和研究人员及时追踪、翻译、

研究 WTO 与工业和信息化相关的最新动态与贸易规则的发展变化，以及其他

成员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在利用 WTO 规则和 WTO 争端解决机

制促进本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维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教训，并进行国内

外的对比分析，定期编译成册，为各级政府、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等提供决

策参考，进而为完善我国有关工业的法律政策体系，有效促进我国工业和信

息化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智识努力。 

在首期，《WTO与法律》将重点关注：一、多哈回合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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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WTO 第九轮贸易谈判虽然曲折异常，但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不可估

量的，因此我们应时刻关注，及早做好应对准备。二、爱尔兰的软件扶持政

策。随着今年初被称作“18号文件”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的到期，如何制定扶持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新政策为社会各界

所关注。因此，我们决定不定期的对其他国家有效的软件产业扶持政策进行

介绍，希望能给予我们以有益的启发。三、介绍分析有重要影响的 WTO 补贴

案例。将中国的两起争端与其他国家间争端的解决进行对比，从中透视我国

补贴立法的缺陷和在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经验的缺乏。从美欧飞机补

贴案中看到 WTO 规则和机制的内在缺陷，促使我们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及

早应对。从美巴棉花补贴案中分析巴西是如何有效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维

护自身利益的，从而给我们以启迪。四、对 WTO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及时追踪。 

由于编辑人员的水平所限，不当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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