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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肇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GATT争端解决实践演变而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和
复杂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是近代国际法形成以来的400多年从未有过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独
特机制。
本书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完整的分析和解读，包括该机制的由来、发展和现状，该机制解决成员
间贸易争端的基本程序，对该机制的评价，我国利用该机制的若干对策建议；以国际公法的角度分析
该机制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等；并以TRIPS协定为
例，具体分析WTO争端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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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述第一节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由来一、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演变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前身是GATT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谅解》（DSU）第3条第1款指出：“成员们重申他们信守基于l947
年GATT第22条和第23条所适用的争端处理诸原则，以及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与修改的各项规则和程
序”。
④因而，要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由来，首先应研究GATT第22条、第23条这两条规范整个争端解
决机制的“宪法性”（即基础性）条款。
1．GAIT争端解决实践的起源及其“宪法性”条款 GATT第22条、第23条（特别是第23条）曾经
是GATT争端解决机制，现在仍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规则和最重要的法律基础。
此外，GATT其他一些条款也包含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因素，如第19条（保障条款）、第28条（减让表
的修改）、第25条第5款（免除义务条款）等。
GATT为什么包括了关于争端解决的第22条、第23条?根据杰克逊教授对有关历史文献的研究，⑤在起
草GATT时，人们对它的作用认识不一。
有的认为，作为处理关税与贸易问题的协定，GATT只是一个“谈判场所”，主要是为了“维持关税
减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因而协定本身无需争端解决的程序条款。
但是，代表美国参加1946年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霍金斯（Harry Hawkins
），就国际贸易组织（ITO）宪章草案发表意见时指出：GATT“应该要确切具体地处理这些主题，以
便各成员政府承担的义务清晰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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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以TRIPS协定为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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