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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WTO保障措施条约和条款为主要渊源，以WTO这一国际贸易组织为主要合作形式的国际保障措施
制度，已经并继续为协调和规范各个国家和各个经济体的保障措施制度建设和实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它是多边贸易制度中协调和处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与参与贸易自由化成员内部产业需要
暂时保护之间矛盾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和解读这一“新”的国际法律制度，以及把握它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对业已
加入WTO，并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方面的双重意义。
    本书作者尽量围绕自由贸易和国内产业保护之间有效平衡的原则，从国际法的视角，综合运用条文
分析、成案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兼顾国际与国内的两个层面，对国际保障措
施法律规定及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既尝试形成国际保障措施法的理论框架，以起
到抛砖引玉的理论启示作用，又力求“鸟瞰”国际保障措施法的各项规定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规定的全
貌，“深挖”其具体条款的精确含义，旨在规范中国对内对外的保障措施法律与实践，妥善协调和处
理国内经济安全的保护与对外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书总共8章21节，约26万字。
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包含了涉及实务问题的五大方面，即国际保障措施法的基本框架，WTO保障措施
条款的案例解读和具体适用，WTO现行保障措施法的审视及其完善的建议，中国在国际保障措施法方
面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以及中国保障措施法的案例解读和具体实践。
    一、关于国际保障措施法的基本框架    这一内容主要安排在第一章，共分四节进行概要性论述。
    首先，从多边贸易体制中存在的具有保障措施性质的广义的保障措施人手，引出符合本论题本义的
狭义的保障措施这一被WTO认可的贸易限制手段或措施，并在把握它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多边
贸易体制赋予它的目的，经过较为深入的剖析，归纳出它的特殊性、公平性和有限性等基本特征。
    其次，由于保障措施具有很明显的贸易限制功效，在国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它的存在和适用引发
的争论颇多，争论历时也久，有反对的，更有支持的。
为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它的本质和作用，本书选择介绍了保障措施支持者关于它的产生、发展和适用具
有经济学、政治学和法理学等方面依据的观点，并在对它们进行辩证地评述之后，结合实例，提出保
障措施的存在和适用不是某一方面的，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结果的观点。
    再次，通过对早期保障措施立法到GATT保障措施条款的制定，再到现行WTO有关保障措施协议达
成的历史的介绍和分析，一方面从历史中再现国际保障措施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从中总结
出国际保障措施法是参与制定它的成员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一产生规律，为下文论证“国际保障措
施法主要是国际协调法”的论断作铺垫。
    最后，对以条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有关保障措施制度这一国际协调法及其实践进行比较深入而系统
的剖析和透视，归纳出它的基本特征，进而形成“国际保障措施法”这一新的提法或概念，揭示了它
起着国际协调和规范作用，它的内容组成、体系架构、与相关法律的关系等作为国际法一个新的特殊
部门法的基本理论，从而使人们对它的认识上升为一个分支部门法的理论高度。
    二、关于WTO保障措施条款的案例解读和具体适用    这一部分依次分别用第二章（进口增长和国内
产业条款的解读）、第三章（产业“严重损害”条款的解读）、第四章（关于WTO具体保障措施适用
条款的解读）和第五章（国际保障措施程序条款的解读）四章的大量篇幅，结合分析了WTO）争端解
决机构处理的韩国牛奶保障措施案、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美国小麦面筋保障措施案、钢管保障措
施案、牛肉保障措施案、钢铁保障措施案等保障措施经典案例的裁决，参照了国内外大量的学术资料
，重点对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的条款进行解读，对包括“进口增长”、“国内产业”、
产业“严重损害”、具体保障措施等在内的实体法规范和有关程序法规范的正确适用进行论述，对其
中有争议的或规定模糊之处依据实证的、历史的、法理的等综合的方法进行分析，力求归纳出一般的
或规律性的应用法律的结论，如“不可预见的发展”，“损害因素的趋势分析”，具体措施适用的“
平行原则”，“生产者全部”等概念或问题，以利于消除具体规定适用的争议和澄清模糊之处，解决
相关问题。
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形成一些类似于“国际标准”的方法或结论无疑应归功于争端解决机构理案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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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法官”们渊博的知识和断案的聪慧，当然这些结论仍然只能是一管之见，一家
之言，仅供参考。
    三、对WTO现行保障措施法的审视及其完善的建议    这部分在法律的具体适用和实践检验并形成较
深认识的基础上，用了一章三节的篇幅，站在国际法的高度，在把握贸易自由化与保障措施例外之间
平衡的法码的思想指导下，对现行WTO保障措施法进行充分的检讨，力求客观地进行评判后，肯定了
它的积极的、适应性的、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的、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不健全的一面
。
前者如保障措施实体条件中的若干关键性概念的明确，保障措施适度适用的规定，通知的明确和报复
权的限制等程序性问题，“灰色区域措施”的明令禁止，等等；后者如因缺乏GATT第19条和《保障
措施协议》之间的适用规定而引发“不可预见的发展”适用上的争议，关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及因果关系确定标准的不统一而导致适用上的麻烦，缺少“灰色区域措施”禁止的有效监督机制，等
等。
    基于上述有关规定的正反两面认识，总结了国际保障措施法国际协调的经验，提出一些完善规定、
填补漏洞，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及解决方案或建议。
例如，保障措施实体条件标准界定的进一步明确，一般保障措施机制与特殊保障措施机制的衔接、产
业调整要求的进一步具体化，保障措施政治化问题的法律解决，并从其适用中揭示国际保障措施法的
一些方面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四、中国在国际保障措施法方面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    这一部分通过第七章的两节进行论述。
从论文的布局来看，这一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前三个部分内容的分析论述后的归宿性安排，因为
研究国际保障措施法的目的在于摸清其制度的实质，掌握其规律性的东西，最终为中国参与多边贸易
体制服务。
无论是分析WTO保障措施法的规定，还是评析总结其在实践中的适用，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WTO保
障措施法赋予中国在保障措施方面的权利，更为恰当地履行这方面的国际义务。
    在第一节中，首先，论述了中国制定符合国际法要求又反映中国特点的自己的保障措施法，是行
使WTO保障措施法权利和履行国际保障措施法义务的体现，其意义重大；其次，通过比较研究中国保
障措施法与WTO保障措施法的具体规定，得出中国保障措施法总体已经符合WTO保障措施法的结论
，同时也提出一些不足之处；最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保障措施
法的建议。
    在第二节中，笔者主要对中国人世时所作的在保障措施方面的特别承诺进行分析和论述，对义务履
行提出建议。
由于中国在一些西方大国看来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程度不高，专为中国设定一段过渡期，
而在这一过渡期中，中国需履行与WTO保障措施制度不同的保障措施承诺。
因此，笔者先对这些过渡期特别保障措施的规定进行分析评述，并指出它的弊端和可利用之处，在研
究它的总体应对方法的基础上，特别提醒在履行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些问题，以求在不利的法律
环境中做到更好。
    五、关于中国保障措施法的案例解读和具体实践    这一部分由两小节的内容构成：第一节是由国务
院制定的中国保障措施条例的条款解读，其目的是为如何适用我国保障措施法进行解释和分析；第二
节是通过对我国目前仅有的保障措施案的介绍和分析，进一步展示运用我国保障措施法的方法，以达
到正确把握保障措施法的实践精神和目的。
    本书是国内第一次主要从业已解决的WTO争端案例角度对国际保障措施法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解
读和论述，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不足在所难免，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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