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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世界贸易组织自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运行。20 年来运行机制逐步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保障着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世界贸易组织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解决贸易争端、监督各国贸易政策等
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 “巴厘一揽子协定”取得成功，重
新唤起了世界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然而，其后 《贸易便利化协议》的实施
困难，则预示着多哈回合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期
望通过各国的努力，今年就其路线图和时间表达成一致。

迄今，经济危机的负能量还在积聚和发散，与多哈发展回合的长期停滞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危机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兴未艾。这些新的区域经济合
作，成为了国际贸易新规则的 “试验区”。

正在洽谈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RCE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TTIP) ，以及刚刚结束的北京亚
太经合组织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启动并全面、系统推进的亚太自
由贸易区 ( FTAAP) ，既是区域合作的 “巨无霸”，又可能成为未来多边贸易
体制的 “奠基石”。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
易体制，继续推动多哈回合取得进展。同时，为了更好地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
“多边贸易体制”和 “区域经济合作”的两个轮子，中国正在以更加主动开放
的姿态参与诸边协定的谈判，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将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号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就要求我们以国际法治推动 “规则重构”，完善



国际经济社会的治理机制。

由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编辑出版的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
( 2014) 》，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下多边贸易体制的新挑战、多哈回合谈判的新进
展、中国在 WTO中的新动态、中国学术界的最新研究等内容，进行了全面、

客观、系统的介绍。希望这部工具书能较全面地宣传 WTO 的规则，并为社会
各界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和中国经贸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前部长

2014 年 11 月



编 辑 说 明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 ( 2014) 》( 以下简称“本年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管、由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会组织国内外权威部门和专家、学者参与编撰出版的大型工具书，集政策性、研究性、实用

性、史料性为一体，是国内外追踪研究 WTO 及相关问题，全面了解加入 WTO 后中国对外开放新形势和新

变化的年度出版物。

2013 年 12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九届部长级会议终于取得突破，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议”。

多哈回合得来不易的第一份成果，重塑了人们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无疑担当着重

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后巴厘”时代更可期待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当前，区域、诸边和双边经

贸合作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试验区”。在此轮国际经济规则重构中，历史赋予了中国积

极参与的重任和对全球经贸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本期年鉴发表的专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在内容框架体系方面，本年鉴在前七卷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完善。正文内容增至十篇，框架体系得以充实

并基本定型，计有: 专文、WTO事务、中国与 WTO、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与 WTO 主要成员经贸关系、

与WTO有关的政策与管理措施、中国地方WTO事务、WTO学术成果、与WTO有关的法规及政策、贸易统

计数据。

在年鉴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商务部、国务院其他相关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及我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

团和广大作者、译者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年鉴所涉及单位名称、作者姓名及职务均以截稿日期为准。我们真诚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对年鉴的编辑

和出版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对本年鉴的不足之处，敬请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以使本年鉴日臻完善。

通信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 125 室

邮政编码: 100029

电 话: 0086-10-8425 5121

传 真: 0086-10-8425 5121

E-mail: cwtoyearbook@ sina. com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编辑部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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