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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二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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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法域法律制度的相互影响。
原本属于普通法体系中的判例法方法，在大陆法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属于传统的典型的大陆成文法系，不存在判例法制度，但这不影响在法律教学和交流中采用案例
法方法进行学习与研讨。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法律的理解。
    国际贸易法的内容兼跨中外。
因此，国际贸易法的案例教学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而且还能帮助学生学习处理国际贸易案件所适用的方法，甚至了
解、学习其他法域的判例法内容。
国际贸易法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和意义毋庸置疑。
    国际贸易法案例教学需要好的案例、好的案例教材。
本教材正是为此而准备的。
它根据《国际贸易法》教材的体系，从国内外选取真实的有代表性的案例，按教学目的进行适当编排
、评析，极大地方便了国际贸易法案例教学。
对教师、对学生，本教材都是不可缺少的教、学伙伴与助手。
    本书案例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国际贸易法》的内容及案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而定，在存在多
种类似案例时，尽可能选择最新的代表性案例。
有的案例可能涉及多个方面，为了编写方便，而将其归人某一章节。
这不影响相关案例的多角度应用。
举一反三，正是案例教学的目的之一。
    本教材还编写了对相关案件的评析，但该评析仅代表编者个人的认识。
对同一案件，仁智各见，是正常的，这正是案例的价值所在，也是由案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案例，学会分析方法，加深对相关规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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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理分析及参考结论】（一）约束关税制度存在例外与最惠国待遇义务一样，约束关税义务是总协
定中最根本的义务。
GATT1994（简称总协定）第2条明确规定了这一义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临时适用期间的总协定中的众多条款，都是以约束关税这一义务为核心的。
最惠国待遇义务的存在，正是为了保证约束关税这一义务的实施。
即使在世界贸易组织时代，总协定第2条的义务也具有特别的地位。
对总协定第2条的修改，需要所有成员接受方可生效。
这种条款，在整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众多规则中，只有5项。
①但这一义务也有例外。
从某种程度上说，总协定第二部分的许多规定，都可以视为第一部分的例外。
就拿约束关税来说，征收反补贴税、反倾销税、采取保障措施，都可以视为约束关税的例外。
约束关税的例外，从规则的表现形式上来分，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第2条本身规定的例外，如本案涉及的第2条第2款（c）项；另一类是其他条款中规定的，如本
案涉及的第8条第1款（a）项。
这两类例外本案都涉及，但实质问题却是一个：对提供的服务的收费。
第2条约束关税中的税率、税额、其他费用，这些都受到上限的约束。
本案中涉及的是另外一种费用，是作为约束关税的例外出现的，这就是提供服务的费用。
产品进口时，进口国有关当局需要对进口商品进行一系列的处理，类似的活动就是我们这里指的服务
。
这种服务活动无疑会产生费用，似乎还没有进口国免费对进口商、进口商品提供服务的做法。
既然如此，对进口商的进口商品所享受的服务，进口商就要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进口国收取这种服
务费用是上述两项规定许可的，该收费本身不视为违反了约束关税。
但允许收取服务费用也有例外或限制，就是收取的费用不应超出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最大费用。
本案的焦点即在于此。
通过本案，我们知道了下述结论：提供服务的费用，是指海关处理具体某一入关商品的最大费用，尽
管可能包括普遍适用于进口商品处理的共同活动（如欺诈调查）所产生的费用，但却不是资助整个海
关机构运作所需要的费用来源。
免税进口商品所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应税商品的进口商来承担。
与出口有关的费用更不包括在这样的收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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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贸易法案例分析》还编写了对相关案件的评析，但该评析仅代表编者个人的认识。
对同一案件，仁智各见，是正常的，这正是案例的价值所在，也是由案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案例，学会分析方法，加深对相关规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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