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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议正式批
准了中国加入WTO。
“多哈会议”对中国而言，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它必将在中国引发“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可以说，这一变局已初然体现。
一切都在“静悄悄”中发生着巨变，人们在平静中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
的变化。
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与目标，我们需要融入“全球化”之中；而为了接轨WTO，我们必须从内做
起。
从制度改革做起，以克服旧有制度的局限与弊端，履行“入世”的承诺与义务。
　　我国加入WTO是对外开放国策的落实与深化，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则是实现法治国家方略的核心与
难点。
WTO法律的国内实施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有效对接，势必形成“以开放促改革”的局面，直接促成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全面升级与创新。
因为，从WTO法律来看，约束的主体主要是成员方的政府，而不是企业。
WTO的23个协议，只有两项条款提到企业，其他都是规范政府的行为。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以行政法制变革接轨WTO。
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所言：“及时变革是所有面临不可抗拒变革压力的法律制度
获得生命力的关键。
”　　应该说，中国入世不仅是外力的驱动，更是内在的强烈吁求所致。
中国主动入世毋宁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萦绕于怀的“强国梦”的延续，从“师夷长技”的焦虑到
“与狼共舞”的渴盼，无不展示了国人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意识。
历经百年沧桑，国人清醒地意识到，国家间的竞争取决于制度间的竞争，各国经济表现的优劣也取决
于制度的优劣。
由此，主动借鉴、移植和吸收全人类的先进制度文明是我们的理性选择，而以行政法制变革接轨WTO
自然是“理性选择”的题中之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WTO下的中国行政法制变革>>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比较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实施WTO协议的立法经验和实践做法，结合我国国情，从依法行
政环境、行政法原则、行政体制改革、行政立法、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行为方式、行政许可、行政补
贴、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行政法制变革的方向、制度设计与具体进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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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WTO下的中国行政法任务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这不仅
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且还将使中国的法制建设面
临机遇与挑战。
WTO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在行政法制特别是在涉外经济行政法制方面，然而在这方
面我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准备并不充分。
对此问题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WTP将不仅不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中国
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危害，给我国的对外活动制造诸多不便与麻烦。
有鉴于此，我们拟从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关系角度探讨我国行政法面临的任务。
　　一、前提：WTO规则与行政法的联系　　WTO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世界贸易组织，
二是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相关的协议所确立的规则。
①可以说，无论是从组织还是从协议的角度来考察，它们都旨在解决各国政府的关系及其活动问题。
组织是处理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家组织，协议是约束一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或行政活动的法律规则。
对WTO的如此定性早已确定无疑：“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世界上惟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
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WTO协议》。
这些协议是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通过谈判签署的，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其本质是
契约，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制在议定的范围内。
”①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贸易尽可能自由化，消除壁垒，如通过贸易政策审查
机制鼓励各国政府严格地遵守WTO的规则和纪律。
并履行其承诺，即保持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提供贸易谈判的场所；通过端解决机制解决成
员间政府之间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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