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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重要战
略选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经济、法律乃至社会生活将会产生
巨大影响。
    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
济迅速发展，确保经济安全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
事实证明：中国入世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目前世界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注意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断
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同时努力寻求保护国内产业健康发展的各种方法。
保障措施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规范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并因此而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在保障措施案件数量日益增长的今天，保障措施调查与裁决所带来的维护公平贸易、保护国家经济利
益和产业利益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地显现和加强。
学习和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有关保障措施的法律规范，掌握和运用这一法律武器，保护国内产业经济安
全，维护企业正当权益，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紧迫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件大事。
    中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就离不开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了解、熟悉、研
究和运用，离不开有关人才的培养。
现在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知识的研究已蓬勃开展，但相对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世界贸
易组织有关保障措施制度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缺少有关保障措施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
中国作为21世纪的经济大国，毫无疑问理应全面参与制定新世纪的经济贸易规则。
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就不能够熟练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趋利避害，更不利于参与有关规
则的研究与制定。
因此说，加强对包括保障措施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相关问题的研究，努力培养出一批精于此道的专家
，是大势所趋和形势的需要。
    我很高兴地看到《保障措施法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一书的出版。
本书作者黄文俊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律的研究，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功底。
近年来作者潜心钻研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问题，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部力作。
该书对保障措施制度若干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资料翔实，论证
严密，为读者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保障措施制度提供了帮助。
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再接再厉，为中国全面掌握并有效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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