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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国际贸易战中的“双反”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战加剧，

欧美乃至新兴经济体频频利用“双反”措施保护自身民族产业，中

国企业深受其害。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世界贸易预警”

项目监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 40%的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都是针对中国。那么，相关国家对中国企业提起的“双反”

调查是否符合 WTO规则？现实中的“双反”案例，对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的中国企业成长究竟能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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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WTO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素有“经济联

合国”之称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誉。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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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大和加深对

涉及贸易的活动的规范，借助自身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化解国际贸

易争端，从而不断推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 

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它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着极其

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2012 年，我国

进出口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达到 38667.6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 6.2%；贸易顺差为 2311亿美元，扩大 48.1%。同年，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 519322亿元，比 2011年增长 7.8%，增速明显快于

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上升。另一方面，

使呈井喷之势的贸易纠纷亦随之而来。中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

最大受害国。从 2003 年到 2012 年 9 月这十年来，中国共遭受国外

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758 起，涉案金额 684 亿美元。因此，加强 WTO

研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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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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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思考 WTO 就抓

住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能有效地深化对 WTO 的研究。并且出于以下

两方面的考虑，WTO研究的重心应放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一是我国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现状。尽管我国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获得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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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已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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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础还有待强化。二是我国

工业和信息产品已成为贸易调查的重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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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工业和信息产品

在国际上频繁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调查，占涉华案件的半数以上，

贸易优势不断下滑，部分企业生存困难。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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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是之故，我们决定编辑《WTO 与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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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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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