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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政府组织制度性参与WTO事务研究》以全球化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蓬勃发展为现实背
景，运用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围绕着国际法的正当性问题论证了NGOs参与国际事务的必要性，并进
而论证了NGOs有参与WTO事务的特别需要。
在此基础上，本书梳理了NGOs参与GATT／WTO的既有实践，并对此加以细致深入的评论，指出现
有参与状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进而尝试为NGOs的进一步参与构建相应的调整规则及提供制度保障。
包括确定NGOs参与的性质、目的、范围、成本控制以及具体途径，并探讨负责这种参与的管理机构
和规范形式。
在将NGOs的进一步参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同时，力求实现调整规则具有最大的实际可操作性。
　　《非政府组织制度性参与WTO事务研究》从NGOs是否应当进一步制度性地参与WTO事务的角度
来着手研究，这相对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
本书论证严谨，资料翔实。
制度构建部分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
充分体现了法学批判的精神，实践的精神以及发展的精神。
　　本书可供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管理方面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用作法学相关专业的研究
生教材或高年级本科生选修课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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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现有参与实践的评论
　　二、评估NGOs进一步参与的空间
　　三、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第四章　NGOs参与WT0事务的制度构建
结论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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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自威斯特伐利亚公会以来，国际法或者说国际事务是以国家为主体的。
一战后，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在国际舞台施展身手，国际法也迅速地接受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国际
法的参与。
之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大踏步进展，NGs日益活跃。
这时候，国际法面临的问题在于能否允许NGOs参与国际事务？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国际法的正当性。
如果没有NGOs的参与，当代国际法是否仍然能够保证其正当性可以经受住考验？
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则NGOs参与国际事务将得不到最基本的法理学支持，答案如果为否，则结论恰
好相反。
尽管正当性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非常难以准确界定，但此处为说明起见，暂且援用这样一个定义：正当
性是指人们对某种统治秩序、法律制度或公共机构予以心理上、习惯上或道德上的认可、支持或忠诚
。
它表示人们对既定统治秩序和权威的自觉确认和对其命令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②正当性有社会价值和规范价值两个层面。
一方面它指的是公众对权威的态度，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主张的权威是否具有合理性。
⑧正当性问题是西方现代法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霍布斯的理论表明，在国际法领域，正当性问题及其解决自现代开始即与主权的构建密不可分。
主权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一旦获得，其正当性就不受世俗和宗教更高权威的挑战。
认识到这一点，则不难理解为什么正当性问题进入国际秩序领域会如此艰难。
如果主权国家本身是正当服从的唯一对象，那么在主权国家之上又如何可能存在一个正当的权力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用国家同意理论来证明国际法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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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政府组织制度性参与WTO事务研究》是百校名师优秀学术专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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