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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理论创新》

内容概要

《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理论创新:一种法律经济学的观点》运用法的调整对象之法学和经济理论，
分析入世规则的调整对象特征，分析入世规则的调整方法特征，以及入世规则的规范和制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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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林彬，男，1959年出生，法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中山大学
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
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WTO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和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并兼职从事律师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等
法律事务工作。已出版法学专著10余部，发表民商法、经济法、法律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文60余篇，
主持承担和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项，获得省、部、校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8项、先后获得“
国务院特殊津贴”、“省级优秀教师”、“中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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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内容简介引言：入世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一、究竟以何类国内法人世为主（一）流行的观点（二
）作者的观点（三）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的“不谋而合”（四）我国法律入世的“重点工程”（五
）我国经济法入世的改革意义（六）我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入世的制度前提二、以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为
主，还是以国内经济法学研究为主（一）WTO规则国内法实施的主要矛盾（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
济法的互为优先（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研究三、法律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WTO规则和国内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二）科斯定律与WTO规则（三）法律决定
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法律四、本专著研究的特点（一）综合研究的思路（二）互动研究的效果（三）
“一、二、三”的理论框架上篇：WTO规则的法律性质与中国经济法调整对象创新一、WTO法律关
系的主体特征：WTO规则的政府性（一）WTO法律关系的主体：成员政府（二）成员政府涉外经济
管理关系（三）成员政府涉外经济管理行为（四）WTO规则的法律性质（五）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
创新：从市场主体经营关系到政府经济管理关系二、WTO法律关系内容的特征：WTO规则的经济性
（一）WTO法律关系的内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二）传统国际贸易管理与市场调节（三）WTO
规则的部门法归属（四）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创新：从行政关系到经济关系⋯⋯中篇：WTO规则的
法律方法与中国经济法调整方法的创新下篇：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体系创新结束语：入世与中国经
济法的观念更新主要中英文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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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即使是国有企业，其参加国际贸易活动也不是代表国家的经济行为。“WTO没有因为国有
企业的“特殊性”而设定有关国有或国营企业的经营条款，而只是就对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和服
务的国家垄断经营单位的经营行为（如专营和专卖），从国际贸易管理角度提出了旨在消除歧视和市
场准人障碍的规则要求。”且，在中国的人世谈判中，“中国代表确认，根据合同自由的原则，在投
资过程中的技术转让的条款和条件、生产工序或其他有关规定，只需投资双方自由、平等协商解决，
政府对此不作干预。”　　既然合同是谈判的基本形式，所以WTO就允许成员不分政治和经济实力的
大小，在多边谈判中相互独立，不允许采取强加于人的方式缔约，而对于不能通过谈判协商一致的事
项，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采取“待议定”的谈判模式进行反复协商，从而符合WTO规则
作为合同的运作规律。所以，WTO“同意谈判应通过有待议定的模式，旨在削减或酌情取消关税，包
括削减或取消关税高峰、高关税和关税升级以及非关税壁垒，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出口利益的
产品。产品范围应是全面的，没有预先的例外。谈判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参加方的
特殊需要和利益，包括通过在削减承诺方面的非完全互惠，并依照GATT1994第28条之二的相关规定和
以下第50段所引述的规定进行。为此，有待议定的多边条约模式将包括适当的研究和能力建设措施以
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谈判。”　　此外，由于WTO括了一些单独关税地区，诸如我国香港、台
湾地区。这些单独关税地区虽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国家，不能参加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治组织，但是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这些单独关税地区毕竟是一个经济实体，可以和一些主权国家一起签订国际经济
条约。对这些发展了的情况，国际法必须去适应它们，制定新的规则。而对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成员的
关系，用类似于调整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合同形式即条约形式，进行调整，也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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