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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贸重大议题2011年报》是一个尝试，对重大国际经贸事件、涉及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议题进行“一站式”分析和梳理。
从时间跨度上，涵盖了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内容包括多哈回合谈判、WTO部长级会议、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争端解决以及贸易和环境重大事件，可谓是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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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林德，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的创办人、总裁。
之前，他曾合作创办了拉丁美洲之未来基金会（Quito）并任职总裁。
他曾任职哥伦比亚常驻日内瓦首席代表，参与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议程、贸易与发展会议、气候变化公约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谈判。
他曾担任77国集团的发言人，并且是联合国大宗商品和贸易优惠常委会的主席。
早期，他曾担任哥伦比亚经济发展部部长首席顾问，及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室主任。
自1997年以来，梅林德先生一直是《桥》和其姊妹刊物的出版商，同时任职于多家国际政策机构，包
括知识产权观察组织的董事会、英国国际发展部构建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知识伙伴关系的指导委员会。
梅林德先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贸易理事会成员，以及该论坛贸易和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成员。
他还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计划”贸易工作组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顾问团成员。

　　张磊，世界贸易组织教席主持人（WTO Chair
Holder，由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任命）。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担任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虚拟学院协调人、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
会ARTNeT联络人等多个国际学术职务。
中国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库成员、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理事、中国知识产
权研究会高级会员、中国司法鉴定人、中国法学会会员、上海市曙光学者。
从事WTO法经济学、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救济、知识产权研究。
独立或合作出版《产业融合与互联网管制》、《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
法理》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数篇，承担世界贸易组织、中瑞科技合作基金
等多项国内外课题。

　　成帅华，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中国及亚洲事务董事总经理，负责为总裁提供战
略规划，主管中国和亚洲事务，并分管该机构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全球技术
平台项目。
成帅华博士还担任经合组织（OECD）中国投资咨询委员会成员、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客
座研究员、奥地利萨尔茨堡学会研究员、伦敦可持续发展学院（Sustainability）特聘顾问和上海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的特聘国际专家，同时还兼任瑞士私人银行家协会顾问、瑞中金融协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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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多哈回合谈判与多边贸易体制
　日内瓦对多哈回合的回顾和展望
　多哈“B计划”提前遇阻
　拉米指出多哈谈判导致WTO“瘫痪
　第八届WTO部长级会议的核心议题
　《政府采购协议》谈判吹响部长级会议号角
　结束十八年马拉松，俄罗斯加入WTO
　WTO部长级会议：大会主席一锤定音，勾画未来发展蓝图
　WTO研讨会聚焦汇率与贸易关系问题
　wrro的前进之路
　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
　多边贸易体制：挑战背后的机遇
　WTO何过之有？

　应对区域主义，重振WTO
第二部分 争端解决机制
　中美风电纠纷案
　原材料争端案
　日本诉加拿大：WTO有关气候问题第一案
　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被判违规及启示
　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的上诉机构报告解读
　欧元区危机下的中欧反倾销调查争端
　美国边境知识产权保护中普遍拒入令之负外部性分析
第三部分 贸易与环境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前夕的贸易问题聚焦
　各部长到来之前，疑云笼罩德班
　最后时刻达成协议，德班会议取得历史性进展
　加快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应当关注有关的贸易问题
　贸易、公平与碳排放通行证
　免费排放额：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欧洲司法法院意见称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方案合法
　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WTO法律体系下的思考
　最新的中国出口政策为2012年稀土贸易前景增色
　中国将提高农业科技补贴
　中国在非洲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四部分 在WTO的十年：回顾与前瞻
　人世十年对中国和全球贸易治理的影响之会议综述
　各方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十年
　中国和全球贸易治理的改革
　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中国
　履约、影响和前瞻
　从被动的规则遵循者到积极的规则制定者
　中国“多轨制”的贸易政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美经济关系的三个紧张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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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崛起给非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和巴西贸易关系的现状和模式
　下一个十年：建立和谐社会的迫切性
　人世十年的环境评估
　中国与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之回顾
　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结果十年考
　附录 世界贸易组织教席计划背景资料和提议指导方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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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最不发达成员加入WTO的决议草案也同样提前发给了部长们：决议将授权最
不发达成员委员会“强化2002年LDC加入WTO纲要中的建议，使之合理化和可操作化”，并在货物和
服务领域设立承诺的门槛。
 同时，前面几次部长级会议遗留的两项问题也留待讨论，即：知识产权协议非违法之诉和电子商务关
税。
 关于知识产权协议的非违法之诉，可能会延续到下一次的部长会议。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提起诉讼的基础是违反了WTO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还是违反了TRIPS协议的具
体条款。
关于电子商务，部长会议可能会做出决定，继续对网上下载的音像制品、书籍和其他产品免予征收关
税。
 关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未来 谈判小组和各个阵营在部长级会议之前，已经开始召开单独的会议。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如何评估多哈回合谈判的未来方面，WTO成员仍可能存在较大的分歧。
 两个发展中成员组在2011年12月l4日进行会晤：一个是G20国小组，他们主张发达成员改革其农业政策
；另一个是G33国小组，要求允许发展中成员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有更大的灵活度。
由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中的农产品净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定于12月15日开会。
其他还有弱小经济体（SVEs）以及以发展为核心且聚集了最不发达成员的G90国集团，包括欧洲所辖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团体的背后都有巴西、印度和中国的支持。
 根据草案陈述，90国集团强调如果WTO不能圆满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将会损害WTO的信誉，削弱其
未来的工作。
这些成员也反对以诸边协议的方式来结束多哈回合谈判。
一些WTO成员则建议这种部分解决的方式或许可以给十年多哈回合谈判一个出路。
 美国特别提出，除非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成员同意向美国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开放市场，
否则多哈回合不能在现有文本的基础上草草收场。
 然而，一位非洲代表认为，许多发展中成员坚信，除非多哈回合成功，否则WTO不能将重心转向其
他领域。
 一揽子协议。
还是早期收获？
 与其他发展中成员组织相类似的是，G90国集团认为一揽子协议、发展议题以及包容性的透明决策机
制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要素，不应当废弃。
 观察人士，也包括WTO总干事拉米本人，似乎都排除了早期收获的可能性。
 虽然仍然有一些成员愿意考虑这种早期收获方式，但是否可行则是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挑选哪项事项达成早期收获协议。
 90国集团很有可能提出，任何“早期收获”都必须给予最不发达成员优先权，比如其出口产品的免关
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待遇，以及制定新规则来消除贸易扭曲的棉花补贴。
 棉花问题：美国公布新措施 由于其针对美国扭曲贸易的棉花补贴措施改革方案未能达成一致，非洲
产棉国接受了大会主席提案中的“政治指导”文本，仅重申2005年香港部长级会议宣言的决定，明确
应当“大刀阔斧、迅速有效、有的放矢（Ambitiously，Expeditiously and Specifically）”地处理棉花问题
。
 这个“政治指导”文本没有提及“西非棉花四国”（即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组成的c4集团
）最近所作的提议。
该协议要求发达成员的棉花补贴水平“锁定”在目前历史最低位。
 美国今天公布了一个旨在帮助最不发达成员的一揽子措施，其中包括继续向西非产棉国提供技术援助
项目、扩大最不发达成员出产棉花“零关税零配额”（DFQF）待遇的覆盖范围，以及为寻求最大限
度享受美国特惠贸易政策的成员提供额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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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经贸重大议题2011年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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