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WTO 专题》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20059

*学时

（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WTO专题》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基本法律制度和争端解决实践为教学和研究对

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引导学生学习和探索国际贸易法律与政策，

关注国际贸易新秩序的构建，特别是我国的国际战略及贸易投资合作布局，培养学生

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与能力。

本课程旨在培养谙熟国际贸易规则及主要国家贸易政策的专业涉外法律人才。课

程内容涵盖十一项专题：WTO法律体系概述、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

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保障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际服务贸易、技术性

贸易壁垒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及争端解决机制。

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经典判例等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综合能

力。课程内容紧跟WTO法律制度的前沿发展，特别是与我国相关的贸易谈判与争端

解决实践。

本课程教学采用课堂讲授、专题研讨及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考核由期末

考试和平时成绩组成。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basic legal aspect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y to safeguard and promote national interests by
instructing them to study and explore international trade law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especially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layout.

This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who ar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nd trade policies of major countries. The course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an overview of the WTO Legal System, national treatment,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arket access, Anti-Dumping,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afeguards,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he TBT agreement and the SPS agree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legal problems by applying basic theories and precedents.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closely follows the cutting-edge development of the WTO legal system, especially legal
aspects of trade negotiations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volving China.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is course is a combination of lectures, seminars and case
studies. The Course assessment consists of a final exam and peacetime grade.

*教材

（Textbooks）
韩立余：《世界贸易组织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三版。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Peter Van den Bossche and Werner Zdouc,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国际

贸易、国际关系

相关专业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语种

双语：中文+ 语种（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李晓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其他成员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WTO主要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主要协定

在争端解决实践中的解释，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区域性国际贸易规则、主要国家和地区

贸易政策与法律实践，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2、通过 WTO案例研究，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洞察力，锻炼学生理论应用于实

际，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提高英文读、说、写能力，以及法律英语水平，培养学生成为能熟练应用英

语进行实务和研究工作的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

*考核方式

（Grading）
开卷考试，其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3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第一章 WTO法律体系概述

具体内容：1. 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2. WTO体系的协定结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和决策

机制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Gabrielle Marceau, A History of Law and Lawyers in the
GATT/W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第二周 2 2

第一章 WTO法律体系概述

具体内容：3、WTO的谈判机制；4、WTO法的渊源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Gabrielle Marceau, A History of Law and Lawyers in the
GATT/W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第三周 2 2

第二章 WTO体系下的国民待遇

具体内容：1、国民待遇原则的意涵；2、GATT第 3条国民待遇的

构成要素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Japan – Alcoholic Beverages (DS8, 10, 11)争端解决报告

第四周 2 1 1

第二章 WTO体系下的国民待遇

具体内容：3、GATS和 TRIPS下国民待遇的构成要素；4、WTO体

系下国民待遇的规则与实践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讨论题目：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同类产品”、“同类服务”的解

释

阅读文献：Japan – Alcoholic Beverages (DS8, 10, 11)争端解决报告

第五周 2 2

第三章 WTO体系下的最惠国待遇

具体内容： 1、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意涵；2、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阅读文献：EC – Tariff Preference (DS246) 争端解决报告

第六周 2 2

第四章 市场准入

具体内容：1、关税；2、非关税壁垒；3、服务业市场准入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阅读文献：EC – Chicken Cuts（DS269, 286）争端解决报告

第七周 2 2

第五章 WTO反倾销法律制度

具体内容：1、基本概念；2、反倾销的基本要件；3、反倾销调查国

内程序；4、反倾销税的征收；5、中国相关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 EC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ertain Iron or
Steel Fasteners from China（DS 397）争端解决报告

第八周 2 2

第六章 WTO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

具体内容：1、GATT/WTO补贴与反补贴规则；2、补贴的定义、专

向性、分类与救济；3、反补贴调查程序与反补贴措施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China)
(DS379)争端解决报告



第九周 2 1 1

第六章 WTO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

具体内容：3、反补贴调查程序与反补贴措施；4、国有企业补贴问

题；5、跨境补贴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

案例探讨：US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China)
(DS379)争端解决报告

第十周 2 2

第七章 WTO保障措施制度

具体内容：1、保障措施概述；2、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3、实施保

障措施的程序性要求；4、保障措施的形式与期限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DS544, 547, 548, 550, 551, 552, 554, 556, 564）争端解决报

告

第十一

周
2 2

第八章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具体内容：1、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形成和演进；2、TRIPS协定的

主要内容；3、TRIPS协定的特点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China – Enforcement of IPR（DS611）争端解决报告

第十二

周
2 2

第九章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具体内容：1、《服务贸易总协定》法律文件总体结构；2、服务贸易

的基本概念；3、提供模式与部门分类；4、基本规则（最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Argentina – Financial Services（DS453）争端解决报告

第十三

周
2 2

第十章 WTO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
具体内容：1、适用范围；2、“技术法规”之界定；3、TBT协定下

的主要实体性义务；4、TBT协定下的程序性义务；5、TBT 协定与

其他WTO协定的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材料：EU – Seal Products (DS400, 401)争端解决报告

第十四

周
2 2

第十一章 WTO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具体内容：1、适用范围；2、采取 SPS 措施的条件；3、SPS 协定

与 GATT第 20条的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材料：Korea-Radionuclides (Japan)（DS495）争端解决报告

第十五

周
2 2

第十二章 WTO争端解决机制

具体内容：1、从 GATT第 22条、第 23条到WTO DSU；2、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问题；3、WTO争端解决机构；4、WTO争端

解决机制的程序；5、贸易报复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材料： Isabelle Van Damme,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3, 2010.



第十六

周
2 1 1

第十三章 WTO的改革与未来

具体内容：1、谈判机制；2、决策机制；3、争端解决机构

教学方法：讲授法、课堂讨论

阅读材料：Alan Wm. Wolff, “WTO 2025 Restoring Binding Dispute
Settlement”, PIIE, April 2022.

总计 32 29 3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