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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耕耘·薛荣久文集（第2卷）：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卷》收录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贸体制
改革》、《迎接协调管理式的贸易时代》、《“入世”是改革开放的深入——与WTO研究中心主任一
席谈》、《中国将展开新一轮开放潮》、《接受世界经济风雨的洗礼》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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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荣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资深教授，博导，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顾问，中国贸促会特约顾问，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和
美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兼任南开大学、中山文学等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到美国、日本、比利时、澳大利亚、韩国、香港和台湾进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的教学与研究，所著《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为教
育部本科，成人教育核心教材，相继获教育部，商务部，北京市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图书奖和高等教
育精品教材奖。
担任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教程》主编。
主讲课程《国际贸易》获2005年度北京市级精品课程奖，2005年度国家级精品课程奖；主讲的《世界
贸易组织概论》获2008年度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奖。
所著《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获1998年“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在教学方面获“华为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导师奖”，2003年获首届“北京市高校教师名师奖”。
从2004年开始，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系列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重
大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担任重大课题《国际经贸理论通鉴》(六卷一千万字)的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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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卷 研究生毕业论文 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服务的凯恩斯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中国经贸理
论与政策 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的国际经贸理论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外经贸理论与实践探
究 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探究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经济开放思想与实践探究 后危机时代中国
外贸政策的选择 中国贸易发展
CHINA'STRADEANDECONOMICREIATIONSWITHFOREIGNCOUNTRIESANDREGIONSSINCE1978 
从八个方面提升我国对外开放质量 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贸发展轨迹 新中国外贸60年发展辉煌轨迹 30年
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与问题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开放 中国贸易法规 对我国制定“无固定地
点销售”法规的思考 对外贸易法修订研析 对我国直销立法的解读 “入世”后中国市场规则的完善—
—以朗讯(中国)“贿赂事件”为例 中国实施反垄断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国贸易争端 如何跨越绿
色贸易壁垒 中国与欧美等国纺织品贸易争端的化解 对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的思考 两岸经济贸易关系 
不对等的两岸货物贸易 日见发展的两岸高科技产业与研发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愿景 经济全球化
EconomicGlobaization'sInfluenceUponTradeStatisticsBasedOnCountryofOrigin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
球化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作用、问题与出路——述评WTO《世界贸易报告2008》 贸易保护主义 经
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遏制 新贸易保护主义“新”在哪? 愿G20信守抵制贸易保护
主义的承诺 低碳时代 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期待 学科建设 以十六大为指针，推进国际贸易理论
创新 对我校学科建设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参加首届校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评选的感受 《国际贸易问题
》刊物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 在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入世”对国际贸易学
科发展的影响 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教学亮点、问题与改革建议——基于督导听课的分析研究 倾心本
科教学近五十年的理念与落实 难忘李秋野院长与我们研究生班的一次约谈 课程建设 《国际贸易》课
程教材编著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 《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课程的创建、发展与教学法 《经贸研究与
论文写作》课程创建、发展与改革建议 教学法 改革教学法引导同学主动学习 讲授《经贸研究与论文
写作》课的收获与体会 硕士研究生《国际贸易学》思辩式教学法的产生、实践与效果 博士生《国际
贸易》课中“思辩式读原著教学法”的实践 不断变革教学方法，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 对当好研究生
教学督导员的一些体会与进言 我如何过好教师成长路上的三关 第二卷 WTO的建立、发展与作用 关贸
总协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综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 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实绩与问题 新贸
易课题——世贸组织新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议题与前景 新贸易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WTO多哈回合的发动
、内容与前景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在曲折中前进 世界贸易组织(WTO)确立与发展的基础 世界贸易组
织(WTO)如何遏制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加入WTO的意义与历程 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
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外商对华的贸易与投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状与前景 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入世”漫议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因、作用与对策 一锤定音任重道远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加入WTO 美国与中国“入世” 美国在中国“入世”上的表现与作用 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的推进器 中国“入世”宏观应对 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深层次问题的研讨 中国加入WTO对
策研究中的定位问题 作好“入世”准备的五个重点 是积极应对，还是追究和承担责任? 参加WTO香港
会议的感受与启迪 中国“入世”与政府 “入世”后我国外贸政策与措施的走向 转变政府职能是“入
世”趋利避害的关键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外贸法规的改革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外贸发展战略 “入
世”后对外经济工作的机遇、挑战和应对策略 中国“入世”与地区、文化、教育 中国“复关”与国
际贸易学科的发展 专题：“入世”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入世”
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加入WTO与国土资源管理 “入世”与中国高校涉外经贸专业的发展趋势 加
入WTO有利于中国民间艺术走向世界 中国“入世”与企业 企业如何应对中国“入世”后的机遇与挑
战 WTO《反倾销协议》与中国企业的反倾销 中国如何应对WTO电信服务自由化 加强对企业“入世”
后市场经济条件的研究与应对 行业协会要与时俱进 西部企业如何应对中国加入WTO后的机遇与挑战 
“入世”后的态势与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中国“入世”与港台 香港工商界关心中国“入世” “入世
”后“两岸三地”的经贸合作前景展望 中国与WTO体制 中国加入WTO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中国
在WTO中地位变化、反应与对策 对中国加入WTO八年后关系战略调适的思考 中国积极支持WTO抗
击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入世”后发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与承诺的履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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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贸易与投资发展态势 良好的开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点评 稳定和加强我国
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 “入世”两年对外经贸呈强势发展 中国“入世”三年来的回顾与后三年展望 中
国在世贸组织如何安身立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而作 为中国加入WTO十周年辩驳——与“
中国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应 考虑退出WTO”一文商榷 中国“入世”访谈 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贸体
制改革 迎接协调管理式的贸易时代 “入世”是改革开放的深人——与WTO研究中心主任一席谈 中国
将展开新一轮开放潮 接受世界经济风雨的洗礼 加入WTO之后，中国怎么办?——我国WTO研究中心
主任薛荣久教授谈“入世”对策 “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与交流将变得更加直接更加迅猛 主动融人经
济全球化 西部大开发：因“入世”而精彩 答日本《朝日新闻》采访 走向“十一五”的我国对外贸易 
强化世贸规则意识扩大战略自主开放——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纪念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系列访谈 书
评 龙永图：关于薛荣久教授所著《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一书的鉴定意见 佟志广、丁家祧：
通向WTO的良好途径——读薛荣久教授新著《中国加入WTO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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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贸易课题——世贸组织新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议题与前景 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的背景与
期望的目标 当今世界经济通过资本和劳动的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正在日益全
球化。
世界经济的相互依靠日益加深，使得企业寻求扩大其生产要素价值的途径，不再考虑自然边境的障碍
。
随着1995年世贸组织的建立和运行，贸易自由化向纵深发展，使得不仅货物，而且资本、技术、服务
和人员跨越国界的流动自由度加大。
其结果，国际经济传递渠道拓宽，世界经济的互动作用加强，一国的经济变化更能直接影响到他国经
济的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贸易秩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原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市场准人的扩大上，采取的办法是降低关税，
取消和约束非关税贸易壁垒。
而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开始考虑把国际标准运用于各国经济体制和作法上，提出了许多“新贸易课
题”，其中包括：环境、劳工、投资、竞争和反贿赂政策、电子商务。
此外，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改革，公司管理和技术转让也将成为新的贸易课题。
所有这些课题的谈判将从国际范围向国内范围延伸，并以世界标准来确定规则，它们对世贸组织成员
方的国内政策和经济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导致世界贸易秩序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此，世贸组织主持下的千年回合谈判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尽管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的议题、范围和持续时间尚需在11月底到12月初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
会议上确定，但肯定，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会像原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那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
响。
 当前，对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千年回合将继续乌拉
圭回合未完成自由化领域的谈判和乌拉圭回合确定要取得自由化结果领域的谈判。
因此，对千年回合谈判议题的讨论和准备主要来自乌拉圭回合协定中的已定议题，即农业和服务部门
政策的谈判。
 第二，千年回合谈判将要承担为许多谈判领域建立更多的多边规则的任务。
这些课题包括：卫生与检疫标准、技术贸易壁垒、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争端
的解决机制。
此外，以往多边贸易谈判中视贸易自由化为国内事物的缺点要在千年回合谈判中予以克服，从而导致
一些新课题的出现。
这些新课题包括竞争政策、投资规定、环境标准、政府采购透明度和电子商务等。
不管这些新课题是否纳入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但在国际经济相互依靠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这些领
域将不可避免地纳入自由化的进程。
 第三，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将成为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的重要目标。
其内容包括：扩大和加强世贸组织的范围，监督作用，争端解决机制。
不管世贸组织成员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必须遵守世贸组织通过谈判达成的有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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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耕耘:薛荣久文集(第2卷)(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卷)》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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