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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研究具有以下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并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承诺对有关行业特别是农产品市场逐步开放，在WTO条件下如何建立和
完善我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立法机构和政府不容回避的紧迫的现实问题。
（2）绿色贸易已经现实存在并势不可挡。
绿色贸易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是我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这一制度展开研究可以为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3）绿色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既具有积极作用又提出挑战。
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迎接挑战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解决的问题。
（4）绿色贸易和绿色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向的。
根据世界贸易和经济绿色化的趋势，尽快完善我国贸易法律体系，并强调其对环境因素的重视，强化
法律实施和监督机制，以全面适应环保时代国际贸易的新要求。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1）绿色贸易与绿色贸易法律制度。
该章主要分析了绿色贸易提出的背景，阐述了绿色贸易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对绿色贸易法
律制度的含义、作用、特点以及国内外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2）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该章主要分析了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伦理学理论基础、政治学理论基础和法理学理
论基础。
（3）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国际实践。
该章主要分析了多边环境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对环境与贸易的关注、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
冲突、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冲突的根源、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冲突的解决，并提出
了三种解决冲突的思路。
（4）建立我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该章主要分析了建立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新理念，论述了建立绿色贸易法律制度新理念的先进性，并
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着手，分别阐述了我国建立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5）我国建立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宏观环境。
该章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环保产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职能的转变四个方
面分析了建立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宏观环境。
（6）我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建构。
该章分析了我国建立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途径和内容，指出从我国建立绿色贸易法
律制度的双重目的性方面考虑，应当包括跨越国外绿色贸易壁垒和保障我国环境与贸易利益两大类法
律制度，各自由不同的具体法律制度所组成，并重点分析了构建和完善我国绿色贸易的具体法律制度
。
（7）我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的配套实施机制的完善。
该章主要分析了绿色贸易法律制度配套实施机制的作用、特点、构成及具体的配套实施机制的完善措
施，指出在完善绿色贸易法律制度配套实施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其所具有的双重性和综
合性的特点，加强环境法制的宣传和教育，积极发挥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完善相关的司法机制及仲裁机制，加强绿色贸易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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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关贸总协定时期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发生的有关案例来看，《关贸总协定》第20条的环境
例外条款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在总的原则要求上，又提出不可以采取任何有违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
措施，而以环境保护所必需和对贸易的最低限制为标准。
关于几个关键词，如“必需的”、“有关的”、“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确切定义存在争论，致使
在适用这些例外条款时，对根据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贸易措施进行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辩护是否能
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所采纳的问题上出现不确定因素，从而直接影响到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
贸易体制在事实上的协调性。
这种词义上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对多
边环境协定的兼容。
　　1.“必需性”和最少限制标准　　在对第20条（b）项“为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
的措施⋯⋯”中“必需”的理解上，《关贸总协定》未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
如果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以此为其环境贸易措施进行合法解释时，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方不清楚它
的措施是否违背了自由贸易。
条文本身未对“必需性”进行解释，但在专家小组解决“泰国与美国香烟”贸易争端中，对“必需性
”进行了解释，得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含义。
泰国政府针对进口卷烟实施了进口限制、数量限制以及歧视性的国内税，理由是此举为保护泰国国民
健康所必需。
美国政府认为相同的限制并没有施加于泰国国内烟草垄断行业，同时要求关贸总协定成立专家小组以
解决争端。
专家小组否定了泰国政府引用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例外的合法性，裁决泰国政府实行的措施对
于实现所声称的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是不必要的，因为还有一些更小程度违背关贸总协定义务的措施
可供泰国政府援用，如禁止广告以及加贴警示标签等方式。
专家小组在该案中认为，“必需性”就是指与关贸总协定最少的不相符或者是最少的贸易限制；这就
是说，“必需性”意味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或更少使用贸易限制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与多边贸
易体制所要求的自由贸易原则最小的背离，也是多边贸易体制对环境贸易措施偏离其宗旨的最大容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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