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 熙

本期说法

今日普法

201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四
编辑：邢梦宇 制版：何 欣
95013812345-1028 myfalv@163.com

05

记者管窥

法律干线

“今年 3 月，因认定美对进口自非市场

经济国家中的同一产品同时征收了反倾销

税和反补贴税，造成了‘双重计算’，世贸组

织（WTO）上诉机构作出裁决，建议 WTO

争端解决机构敦促美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

使有关贸易措施与 WTO 规则相符。”日前，

商务部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根据双方达成

的协定，美国应于 4 月 25 日前执行 WTO 的

裁决和建议。“但至今还看不到一点动静。”

上述人士表示。

判决结果来之不易

在近日举行的 WTO 争端解决机构例

会上，中方认为，美国拒不执行争端解决机

构裁决和建议的做法会给其他 WTO 成员

国带来“坏榜样”，容易引起贸易保护，并“动

摇其他成员”对争端解决体系的“信心”。

对此，美国予以否认，称将“继续寻求

解决该案的途径”。美国还表示，“已向中

国 提 供 了 一 份 完 成 该 项 工 作 所 需 的 时 间

表”，称中国关于美国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构的裁决缺乏“应有的尊重”的指责是站

不住脚的。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自 2006 年以来，

美国先后对中国进行了 31 起反补贴反倾销

合并调查。在应诉过程中，中方企业和行业

协会也发现过美国“双重救济”的存在。

其实，早在 2008 年 9 月，中国就美国在 6

月至 8 月间对中国标准钢管、矩形钢管、复

合编织袋以及非公路用轮胎进行的“双反”

调查，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了 WTO

争端解决项下的磋商请求。中方认为，美国

商务部使用非市场经济地位方法来裁定反

倾销中的正常值，同时又对同样产品征收反

补贴税，其国内没有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让

美国商务部避免对同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和反补贴税的“双重救济”。

由于磋商未果，将这场纠纷进入了专家

组程序。2010 年 10 月，WTO 发布专家组裁

决报告，认为中国并没有实质性证据证实美

国的行为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有冲突之

处，中国提出异议。2011 年 3 月，WTO 又发

布上诉机构裁决报告，推翻专家组报告，支

持中国的各项申诉。

美方拒不执行裁定

虽然中国身后有 WTO“撑腰”，却在执

行过程中被美国摆了一道：此前，美国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认定，现有法律并未授

权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征

收反补贴税，即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

家采取反补贴措施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今

年 3 月，对于征收“ 双反”税师出无名的美

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了《1930 年关

税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对此，中

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武长海表示，这无疑是美

方为了规避国内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美国

商务部“双反措施”违法的判决而采取的“曲

线救国”之策。

“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

执法时，某种程度上会完全为利益集团所

用。”武长海说。现正值美国大选，对中美

贸易摩擦在此背景下极有可能成为“驴象

之争”的话题之一被放大。

“如美国一意孤行，拒不执行 WTO 裁

定将对我国产品出口产生巨大影响。”上述

商务部人士表示，“双反”调查及“双反”税

率的确定，在客观上会限制中国具有比较优

势产品对美的出口，并且出口企业如果应对

不当、盲目转向其他市场，很可能面临连锁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风险。对于出口企业

来说，应对此种国际贸易摩擦诉讼，需要花

费高额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同时需要及时的

信息渗透以及规范的法律支持。

据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研究

显示，88%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称其在贸易争

端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其解决法律争议的

能力有限。其余的发展中成员则对争端解

决体系的设计表示不满。

记者手记：美国大选，竞选者老拿中国

说事儿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拉拢国内

各利益集团将矛头直指中国也早已不新鲜。

但是，我们仍要提醒美国，国际交往和

人际交往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满口答

应，一方面却翻脸不认账的事关乎人品、关

乎“国品”要尽量少干。比如，应答 WTO 上

诉机构不对中国产品实施“双重救济”，又比

如，答应中国放松高新产品出口管制，加强

相关产业合作。可笑的是，时至今日，以上

两项承诺均没兑现。

此次，在 WTO 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

中 国 点 名 批 评 美 国 引 起 各 大 成 员 国 的 关

注。当人面应承满满，背后阳奉阴违，到头

来也只有“灰头土脸”挨数落的份儿了。

■ 本报记者 杨 颖

拒执行WTO裁定 美“双重救济”遭骂

本报讯 据国家发改委人士透

露，该部委正在牵头制定“境外投资

管理条例”、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暂

行管理办法》，法规有望年内出台。

上述法规实施一段时间后，有望成

为境外投资的首部立法。

据透露，即将出台的法规将为规

范境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继续简化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核准手续。除了

研究制定“境外投资管理条例”，相关

部门还将出台“对外劳务承包合同管

理制度”，并推动金融、外汇、保险等

方面在政策上的便利化。

据 了 解，该 法 规 的 出 台，不 仅

会精简审批手续，还有望将发改委

对民企海外投资的审批，改为挂号

制，这 样 可 以 避 免 多 头 审 批、反 复

审批。 （钟 欣）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温州市政

府办获悉，该市目前已出台加大支

持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完善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促使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做

大做强。

去 年 9 月 份 温 州 民 间 借 贷 风

波 频 出 ，导 致 一 些 企 业 资 金 链 断

裂。企业间互保、联保情况普遍存

在，犹 如 多 米 诺 骨 牌 般，一 旦 有 一

家 企 业 出 现 资 金 问 题，其 互 保、联

保的企业也会被拖入危机中，而要

改变这种传统的互保联保，就需要

发展“正规军”，发挥融资性担保对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能 力 的 信 用 增 级 作

用，这相当于给中小企业融资安上

“保险丝”，可有效缓解其贷款难、担

保难问题。 （尚 征）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正式发布《争创“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活动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和《关于开展争创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创“全国质量强

市示范城市”活动。

据悉，争创工作由质检总局统

一组织、领导，各省（区、市）人民政

府或质量兴省（区、市）领导小组负

责 组 织 推 动 本 地 区 城 市 争 创 活

动。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

直属检验检疫局在本省质量兴省

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对申

报城市的检查、考核、推荐、监督等

工作。争创活动工作分为动员部

署、城市申报、初步审查、推荐争创、

批准争创、开展创建、现场验收、公

示授牌 8 个步骤。今年第二季度为

部署、宣传和动员阶段；第三季度为

填写申报表、初审、推荐并上报材料

阶段。城市获批后，应在 3 个月内

提出创建计划，在 24 个月内完成有

关创建工作，由质检总局组织严格

的现场考核验收，并经公示后，授予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称号。

《通知》要求，各级质检部门要

认真领会《意见》精神，把争创活动

与贯彻《质量发展纲要》、深化质量

兴（强）市活动、服务民生和创先争

优相结合，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

要积极听取民意，加强质量公共服

务，让人民群众成为创建者与受益

者，形成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

质量的氛围。

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质

检系统将扎实推进争创活动，力争

把这项活动办成“长效精品”，办成

地方政府综合推进质量工作的重

要抓手，办成家喻户晓的品牌，使

质量工作更加注重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整体推进，突出重点，综合施

策，标本兼治，充分发挥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提升城市质量竞争力的

重 要 作 用，促 进 经 济 又 好 又 快 发

展，推动质量强国。 （王 哲）

近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率

领美国软件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西

部城市成都。此次到访的美国软件

贸 易 代 表 团 成 员 包 括 美 国 驻 华 使

馆、商业软件联盟、Adobe、欧特克、

甲 骨 文、微 软、赛 门 铁 克 和 西 门 子

PLM 公司等的相关代表。出席商贸

洽谈会的中方代表包括四川省和成

都市的政府领导，以及众多来自中

方的企业代表。

在为期一天的商贸洽谈会上，

代表团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代表

就软件产业促进双方贸易，助力当

地经济增长，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等

议题展开了磋商，为中美两国企业

搭建了商贸合作的桥梁。

据了解，当前，全球软件行业年

销售额超过 3100 亿美元，已成为全

世界最大的版权产业。作为美国的

支柱产业，软件行业在中美贸易关

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悉，

2010 年全球最大的 100 家软件企业

中，有 63 家企业总部设在美国。在

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软件产业保持

了年均 38%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美

国软件公司的重要市场。

自 1999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以来，中国西部的科技实力不断

增强，尤其在软件开发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成都作为中国西

部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其软件

产业发展更是极为迅速。2011 年，

成都软件产业总收入达 863 亿元，增

长 37％，被工信部授予“中国软件名

城”称号。

长期以来，美国软件企业也与

中国成都等西部城市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作为中国增长最快的专

业软件园区，2005 年投入运营的成

都 天 府 软 件 园 ，吸 引 了 包 括 IBM、

SAP、赛门铁克和西门子在内的 300

多家知名企业入驻。微软公司更是

早在 2002 年就在成都设立了西南地

区办事机构，之后又成立了微软成

都技术中心。

洽谈会期间，商业软件联盟亚太

区政府和政策高级总监宋若杰对中

国政府近年来在推动软件正版化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一个国

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国民的创造性思

维和创新能力。美国软件企业能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仅得益于拥

有创造性的思维，更得益于有激励

创新和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机制。”

宋若杰表示，“中国政府承诺在 2013

年年底之前，实现各级政府机关的

软件正版化工作，这一承诺令人鼓

舞。商业软件联盟对于中国政府进

一步推动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在国有

企业中开展软件资产管理试点项目

的努力表示欢迎，并期望此次商贸洽

谈会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希望，今

后美国软件企业和中国政府及企业

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机会，从而更好

地促进经济发展，鼓励软件开发商

继续创造新的软件解决方案。”

美软件贸易代表团到访蓉城
寻求西部软件产业合作双赢

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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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拟立法保护企业境外投资

温州将设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