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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WTO争端解决机钊中有一些舒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珠与差别待遇条状，但这些
条放有其局限性飞发展中国家很少利用，发展中国家应当努力促进特殊和差别待遇条般的完

善，同时充分利用好现存的特珠和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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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含义

    特殊和差别待遇指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发展

中国家成员方可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背离各协定所规定的一般

权利和义务而享有的较优惠的待遇.

    现行国际制度在形式上貌似公平，而实际上它所体现的是制度
的制定者一 发达国家的利益，很少虑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国际制度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运作明显偏祖发达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事实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就拿世

贸组织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是以投票多数通过完成的，这在

理论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该组织的形响，它们占该组织成员的

2/3以上，但在历次的谈判回合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未得到充

分休现，致使发展中国家在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上、在与发达国家

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上严重失衡.以往贸易白由化反映的主要

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如多边贸易体制中残留着许多重要的贸易保

护，一国可以任竟采取贾易措施加以保护，如实施反倾梢标准和程
序、启用特别保障条款，等等.可以说，在貌似平等的国际制度中，

隐藏着极端的不公正、不平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强势

地位，使它们不仅掌握着国际制度的制定权，而且通过它们所制定
的国际制度使其在制度的运行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中掌握着主动

权。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它们在国际制
度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刹度极少反映其利益诉求.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一样“地位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
给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体现了国际经济法上的公平互利原

则，包含了对实质平等的追求.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

政治经济实力上的不平等，“只有不平等的待遇才可能保证法律上

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主休之间的平等机会.’

    世贸组织各协定大多包含有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有的还

专门列有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关于争端解

决的程序的谅解》中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

    二、咤关于争端解决程序的谅解》中的特殊和差

别待遇具体条款解读

    1、第3条第12欲{扭引11966年4月5日决定)】

  该条款规定:“尽管有第11款的规定，但是如依据任何适用协

定的指控是由一发展中国家成员针对一发达国家成员提出的，则投

诉方有权援引《19“年4月5日决议，的相应规定，作为本谅解第4

条、第5条、第6条和第12条所含规定的替代，除非专家组认为该

决定第7款规定的时限不足以提供报告，则在征得起诉方同意后.

该时限可以延长.如第4条、第5条、第6条和第12条的规定的规

则和程序与该决定的相应规则和程序存在差异，则应以后者为准.，

  (l966年决议》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创设了一

个单独的程序，程序先后包括:双边协商、总干事调停或斡旋、组成

专家小组以及对不遵守专家组建议一方的翻裁措施，每个阶段都有

严格的期限.但该决议没有涉及赔偿和自动免除发展中国家义务

的问题。

    [收鹅日期]2007一04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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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质上说，(l9“年决议》使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迅速解非加大国家(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地区及太平洋地区国家)作为第三
决争端的程序能够替代通常的程序.但还很难判断仁9弱年决议》方指出他们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时间以准备提交论据，不符合仿U
到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因为该决议产生后的十多年第12条第10款的规定.然面专家组没有考虑这一要求，因为本条

时间里并没有用过这个程序，直到1，77年智利控诉欧共体时才第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作为被诉方的情况，而不是作为第三方.

一次握引该决议.1986年，墨西哥援引(1，‘6年决议》控诉美国的 5、第12条第11欲(专家组报告)
“超级补偿税叹supe南耐妞x)，但被劝说与欧盟和加拿大的申诉一 该条规定:“如一个或多个争端方为发展中国家成员，则专家组
起采用一般解决程序.世贸组织成立后，还不曾有发展中国家采用报告应明确说明以何种形式考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争端解决过
过WTO协定中的此条规定. 程中提出的适用协定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差别和更优惠待遇
    2、第4条第功救《硅商) 规定.’

  该条规定:“在磋商中，各成员应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 根据该条规定，只要一发展中国家成员向专家组援用WTO协

殊问题和利益: 定中的任何特殊与差别待沮条歌，专家组就应在其报告中作出反
  在此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给予特殊问题的“特别注意”的基本应.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在“裁决”部分，还是在争端方的论据描述

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在磋商中的利益，因此无法根据此条规定去评估 中，尚没有任何专家组报告明确地引用了跳U中的第12条第U

WTO成员遵从程度.实际上这也是wTo协定中的许多特殊与差欲这条特殊的规定.

别待遇条款的通病:因为缺少执行性:更像一种公告，对发展中国家 ‘、第21条第2救(执行】
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该条规定厂对于那些属于争端解决的措施，应该对其中影响发
  3、第8条第10欲(专家组的组成) 展中成员国利益的各种事项予以特别注意:

  该条规定:“当争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之 与第4条第10款一样，本条规定更多的是一种劝告，其显著
间时，如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请求，专家组应至少有1名成员来自特征就是规定的不推确性.它可适用于与裁决的执行和监誉有关
发展中国家.’ 的任一机构，包括专家组、争端解决机构、或上诉机构.动词“应该“
    许多讼案中，在讨论专家组的组成时，发展中国家成员作为争 (s肠uld)更多地表明一种意压，而非一种弧制又务.予以“特别注

端方会根据第8条第10款的规定行使其权利.当秘书处在根据第 竞”所用的方法也未具休规定.实际上，本条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作

8条第6款进行专家组提名时，如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请求，秘书 用非常有限，从“香蕉案”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处通常也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组成员候选人.如果发生争 入井21条第7嗽、第8软《执行}
端的各方就专家组组成问题不能达成一致，WTO的总于事则必须 该条第7软规定:“如有关事项是由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的，则

依照第8条第7款的规定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展中国珑B应考虑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进一步行动.，第8款规定:“如案
家根据第8条第10款的规定提出请求，总于事会对此进行斡旋.件是由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的，则在考虑可能采取柯种适当行动

实际上，在很多争端解决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放弃了该条所赋予的 时，DSB不但要考虑被指控措施所诊及的贸易方面，还要考虑其对
权利.如在印度诉美国影响进口羊毛衬衫措施案(WT/心3)，美有关发展中国家成员经济的影晌:

国诉阿根廷影响鞋类、纺织品、服装及其他产品进口的措施案 这两条规定显然是来自1979年的《关于通知、协商、争议解决
(WT/凶6)中专家组成员就都来自发达国家. 和监督的协议》.这些条款所规定的正是发展中国家非常关心的问

  4、第12条第10款(期限的延长】 甩，看起来也具有约束力，但经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如21条第2
  该条规定:“在涉及发展中国家成员所采取措施的磋商过程中，欲一祥，这些条款缺乏具体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无法保证给予了

各方可同意延长第4条第7款和第8款所确定的期限。如有关期发展中国家这些待遇。这两个条款规定的优惠待遇存在的间题在
限已过，进行磋商的各方不能同意磋商已经完成.则解决争端机构第三次欧盟香蕉案和印尼汽车案中基露无边，在这两个案件中

主席应在与各方磋商后，决定是否延长有关期限，如决定延长，则决眺B都没有特别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经挤的影响.
定延长多久.此外，在审查针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起诉时，专家组』 氛第24条{涉及.不发达国家成员的特殊程序)

应给予该发展中国家成员充分的时间以准备和提交论据。第2。条 第24条规定:“在确定涉及一最不发达国家成员争端的起因
第1款和第幻条第4款的规定不受按照本款所采取任何行动的影和争端解决程序的所有阶段，应特别考虑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

晌: 况.在此方面，各成员在很据这些程序提出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事
  总的来说，本条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遵守，虽然提交材料项时应表现适当的克翻.如认定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归因于最不发

的期限通常都由发生争端各方的大多数同意，但在发展中国家的要达国家成员所采取的措施，则起诉方在依照这些程序请求补偿或寻
求下，专家组在工作时限上已表现出了某种灵活性.必须注意本条求中止实施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授权时，应表现适当的克制。奴在

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被诉方的情况.在第三次欧盟香蕉案中，侈及一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如在磋商中未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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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则应最不发达国家成员请求，总干事或DSB

主席应进行斡旋、调解和调停，以期在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前，协
助各方解决争端.总干事或DSB主席在提供以上协助时，可向自
己认为适当的任何来源进行咨询:

    上述特殊和差别待遇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很难
想象发达国家在实际操作中怎样履行其在珑U第汉条第1款的

义务.因为对于应该怎样进行“应有的克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而为发达国家规定的义务很含枷，很难评估其遵从的程度.第

二，璐U第24条第2款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差别待遇实际上作为

一个总原则已经在飞U第5条给予了所有成员国，砚U第5条规
定“争端解决的任何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斡旋、调解和调停:

第24条第2款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在该条款中，将给予所有成员

国的待遇作为了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实际上这些特殊与差别待遇在实践中并未使最不发达国家的

境遇有较大改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最不发达国家涉及某一起

争端，无论是作为诉方还是作为被诉方.

    乳第舒条第2歌(径书处职贵)

    该条款规定:“在秘书处应成员国请求在争端解决方面予以协

助时，可能还需在争端解决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额外的法律

建议和协助.为此，秘书处应使提出请求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

WTO技术合作部门一名合格法律专家的协助.该专家应保证秘

书处继续以公正的方式协助发展中成员国”.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佳利用方面存在

的最大的限制一方面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派，另一方

面在于聘请外面的法律专家需要相当可观的费用.技术合作与培

训部现在聘请了两名专职的法律专家和两名顾问，每人每周有一天

时间可提供法律建议.偶尔也聘请其他顾问对一些特殊争端提供

建议.这种安排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的确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

的需要.此外，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秘书处资源不足的问题.秘

书处的专家与受雇于打官司的律师不同，根据本条的规定，要求他

们保持公正。不能为了砚得有利的到决在进行讼案的最佳方式上提

出建议。这意味着，尽管根据第27条第2款规定提供了技术协作.
但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聘请律师帮助他们在讼案中作出陈述.

    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建议

    1.促进特殊和差别侍遇条款的完普和贯翻

    正如前文所述，WTO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很多条款最大

的特征就是包含“尽可能洲尽鱼，等等模期不清的表述，总的来看都

是一些劝告或宜言性质的软性规则，没有一个衡含是否得以执行的

现实标准和尺度，操作性不强.很多条歌比如第12条第10款、第

11款和第21条第7欲、第8款很本就未被发展中国家援用过.这
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在世贸组织中虽然占多数，但

由于自己经济实力不强等原因，还没有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
争取到实质性的更优惠的待遇.这不能不说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的一个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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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数已近世贸组织总成员数的五分之

四，若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能形成某种程度的联合，如同发展

中国家在联合国下属各组织中的做法一样，则其影响会十分强大，

足以与任何经济大国或集团抗衡.当然，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

发展差异较大，在各种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认识是不现实的.但是

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类国家集团之问发生的争端而言，发展

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却是一致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利用

WTO的谈月，积极推动对那些空洞的条款作出具体的补充、修订
和澄清，使之能够得到实际执行.比如说可以建立一个法律专家组

组成的咨询机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将发展中国家执行DSB建议

的合理期限从15天延长到3。天等等.为了防止发达国家出于其

在政治、经济实力上的优势.以难以立足的理由对发展中国家提出

投诉，或者以相同的理由重复投诉，可以作出以下规定:如果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投诉没有得到专家小组/上诉机构的支持，
则前者应承担后者因此而产生的开支;如果已有某个专家小组/上

诉机构作出裁决，WTO成员不得以类似的理由向同一发展中国家

投诉.南方中心也曾提供了一些方法比如OSU第4条第10款关

于协商中.应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问题和利益ff的原则

性规定，可将以下表述作为其具体内容之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提出的协商应在方便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举行，.这样既能够减轻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又完全符合现有条款的宗旨.另外，笔者

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盟督机制以监督DSU中的特殊和

差别待遇条款的贯彻情况，以确保W功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特殊与

差别待遇条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切实的利益.

  2、充分运用争端解决机翻中的特殊与差别持遇条欲

  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还存在各种问

题，改革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非常必要.但是相比以前的争端解决

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还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机会.特

别是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虽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仍不能说对
发展中国家毫无作用，实际上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是历次谈判中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长期斗争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应当充分利用这

些特殊和差别待遇.在争端解决机制运行过程中，也有发展中国家
利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例如，在“香蕉案”

中，圣卢西亚根据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请求允许私人律师参与诉
讼.上诉机构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私人律师参加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中往往缺乏这样的人才，因而准
予了私人律师的参与，这对维护圣卢西亚的利益无疑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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