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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章，针对当前国际贸易救济面临的热点问题、新问题，就贸易救济规则的谈判和贸易
事端的解决，以及我国的因应之策等，《国际贸易救济法律问题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产业界
、对外贸易界以及法学界、政府工作人员等，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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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一、反倾销公共利益保护的含义与目的　　所谓反倾销公共
利益保护，是指进口国主管当局在反倾销调查中，在决定救济遭受倾销损害产业的同时，充分评估和
考量反倾销可能对遭受损害产业的相关产业利益、用户利益、消费者利益等“公共利益”，以便于更
为合理地决定是否以及采取多大程度的反倾销行动。
从各国反倾销立法看，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和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日本、以色列等国的立法中
并没有明确的称呼，但有与公共利益保护的相关条款，加拿大、巴西、新加坡、泰国等国立法直接称
其为“公共利益”，墨西哥、津巴布韦、拉脱维亚、玻利维亚、牙买加等国家称其为“国家利益”，
欧盟立法称其为“共同体利益”（Community Interests）或“欧共体利益”，而且，欧盟第3283/94号《
反倾销条例》首次对“欧共体利益”下了定义，指出欧共体利益包括国内工业、消费者和使用者三方
的利益，规定各方的代表机构在欧共体反倾销调查中均享有提供情报、要求听证、发表意见的权利。
　　“不可否认，在反倾销调查中更多的国家将产业的利益仍然置于首位，即使在立法相对完善的欧
盟内部，各成员国的利益不同，对共同体利益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由于在实践中国内申诉产业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因此在反倾销活动中强调公共利益，实质上就
是要求更加关注那些已被忽视了的群体的利益”。
　　反倾销法中引入“公共利益保护”条款，不仅可以抑制和防止反倾销措施被滥用而导致的不公平
，而且可以降低和减少人们对反倾销措施合理性的怀疑。
虽然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利益是反倾销产生的直接原因，世界各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无一例外的都
将产业利益置于首位，但是，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忽视市场竞争给下游产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利益，
从而造成相关产业成本的增加和消费者利益的受损，并最终危害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反倾销中确立
公共利益原则，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对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利益的保护，从这个层面上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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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广东编著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问题研究》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WTO缔
造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因此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考验。
WTO成员方基于自身贸易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的问题上往往对自己和他国采
取“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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