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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中的
“

贸易与环境
”

问题

—从虾和海龟谈起

中国人民大学 程大为

摘要 年 月底到 月初在美 国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
,

未能

就启动新一轮 多边 贸易谈判达成一致
,

并决定 年继续进行磋商
。

环境与贸易问题是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

本文从
“

虾和海龟
”

这一典型案例入手
,

分析 了关贸

总协定 世贸组织 中关 于 贸易与环境的现有条款存在的缺 陷及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中可能 出

现的问题
,

对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提出了看法
。

关健词 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 贸易与环境 新一轮 多边贸易谈判

继乌拉圭 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后
,

新一

轮多边贸易谈判 已拉开帷幕
。

在世界贸易组

织和它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多年的

历史上
,

没有真正地讨论过贸易与环境问题
。

尤其是对不少发展中国家
,

这个题 目似乎还

很遥远
。

本文就从一个典型案例人手
,

分析现

有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条款的缺陷和新一

轮多边谈判 中可能 出现的间题
。

中国有望在

今年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

参加新一轮的多

边贸易谈判
。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

中国 自然

关注贸易与环境问题
。

一
、

虾 海龟案例介绍

“

虾和海龟
”

的贸易纠纷是世贸组织近两

年所处理的最为引人注 目的一起
“

贸易与环

境
”

案
。

此案引起 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
。

各种

利益团体
,

例如环境保护组织和商业行会
、

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

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等

纷纷发表意见
,

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一次讨

论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热潮
。

此案的发起方是印度
、

马来西亚
、

巴基斯

坦和泰国
。

年 月
,

这 四 国向世贸组织

状告美国根据其国内环保法
,

禁止从该四国进 口 虾
。

美国国内法为了保护

濒危动物海龟
,

禁止从那些在捕捞虾时不使

用
“

海 龟 排 除 器
” ,

的国家进 口 虾
。

年
,

美国把这一法

律推广到 了拉丁美洲 国家
,

要求这些国家在

三年内安装
“

海龟排除器
” ,

美国提供出口 “

海

龟排除器
”

的方便和技术上的援助
。

年
,

美 国政府开始将此项立法 向世界范 围内推

广
。

印巴等四国宣称他们在捕捞虾时已经使

用 了本国技术保护海龟
,

无法接受强制性购

买和使用
“

海龟排除器
”

的做法
,

并认为美国

是在运用单边贸易措施
,

不符合世贸组织的

条例
。

由此引发了
“

虾和海龟
”

案
。

年 月 日
,

世贸组织发布了裁决

公告
,

认定美国国内法和 年关贸总协定

的第 条不符
,

应予以修正
,

而且认为此案

已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了不 良影响
。

此裁决

遭到 了世界环保组织
,

尤其是美国环保组织

的强烈抗议
。

尽管迫于环保组织的压力
,

美国

不接受裁决
,

要求上诉
,

年 月
,

世贸

组织仍再次裁定美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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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和海龟
”

一案向世贸组织提出了一系

列的挑战 首先
,

一个国家可不可以用本国法

律以保护环境为借 口实行进 口 限制 换句话

说
, “

环保
”

是不是
“

新贸易保护主义
”

的一种

借口 第二
,

如果一国不可以用单边行为去处

理该类纠纷
,

就应该遵守国际法规
。

现有的关

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已经有了体现
“

环保
”

的

条款
,

为什么不能被充分地利用呢 其中的症

结在哪里 第三
, “

虾和海龟
”

一案典型地反映

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冲突
。

发展

中国家环保水平低于发达国家
,

这是事实 但

没钱去买
“

海龟排除器
” ,

这更是事实
。

在保护

海龟的贸易游戏中
,

美国企图得到两个方面

的好处 要么实现贸易保护
,

禁止虾的进 口

要么扩大
“

海龟排除器
”

的出 口
。

由此
,

在
“

贸

易与环境
”

的问题上
,

应如何去平衡发达 国家

和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 最后
,

如果 目前的
“

贸

易与环境
”

的和谐关系尚未体现在世贸组织

的协议中
,

那么以后应怎么做 新一轮谈判该

怎么谈

世贸组织

二
、

案例分析

针对环境和贸易问题
,

世贸组织必须先

平衡的一个矛盾就是 如何既支持环境保护

及 多边环境协议
, ① ,

又保障世贸组织 的非

歧视原则不受到挑战
。

年关贸总协定第

条
“

一般最惠国待遇
”

和第 条
“

国民待遇
”

体现了世贸组织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非歧

视原则
。

非歧视原则要求成员无论在给
一

予优

惠待遇方面
,

还是按规定实施贸易限制方面
,

都应对所有其他成员
“

一视同仁
” 。

另外
,

年关贸总协定的第 条还对一些细节作了解

释
,

例如要求贸易政策应针对进 口商品本身
。

“

虾和海龟
”

一案总的说是美国违背了非歧视

原则
,

而且美 国的进 口 管制是针对
“

捕捞方

法
”

的
,

而非商品本身
。

这是美国败诉的原因
。

美国败诉的更重要原因是根据 年

关贸总协定第 条
。

而此条款正是关于环保

的特殊条例
。

第 条允许一国使用本国权力

去管理贸易
,

如果这个进 口政策的 目的是为

了保护动植物
、

人类 第 条 款 和 自然

资源 第 条 款
。

由此
,

美国似乎应该被

认定为有理
,

因为美国是为了保护 自然资源

海龟 而使用歧视性政策 禁止虾进 口 的
。

但是
,

也是根据第 条
,

一国的贸易政策的

运用不应该是武断的和不公正的
。

世贸组织

认为美国的进 口管制政策有武断和不公正之

嫌
,

因此裁断美国违犯了世贸组织规则
。

美国 自然不甘于败在几乎是
“

文字
”

的游

戏之下
。

首先向关贸总协定条款本身发动 了

攻势
,

认为现有条款没有细致地解释贸易 与

环境的关系
。

其次
,

美国认为世贸组织在解释

第 条时没能够参考其它有关环保的国际

法规
。

笔者是支持世贸组织的裁定的
。

美国保

护海龟的初衷不能说有错
,

但为什么只有美

国的
“

海龟排除器
”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此要

求是有
“

武断
”

之嫌
。

印度等国的反对也有理
,

为什么美 国可 以仅凭国内法就制裁其它 国

家 年关贸总协定第 条虽有保护环

境的文字
,

但在具体细节上缺乏解释
,

也难怪

美 国不服世贸组织 的裁断
。

由此
,

我们可 以

说
,

现有的关贸总协定 世 贸组织条例的确

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
,

使一

些国家得以使用单边贸易措施
。

另外
,

世贸组

织条款对一些细则
,

如怎样去衡量一种贸易

措施是武断和不公正的
,

也缺乏具体的规定
。

因此
,

总的说来
,

正是世贸组织条款存在的缺

陷
,

才使一 系列环境与贸易案难以解决
。

三
、

虾 海龟之外 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

织在环保方面的努力

年以前
,

环境与贸易问题很少得到

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的重视
。

年
,

关贸

总协定曾建立起一个
“

国际贸易与环境措施
”

工作组
,

但这个工作组几乎在 年中没有工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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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
。

因此
,

乌拉圭 回合之前
,

关贸总协定没

有很好地界定过贸易条例与多边环境协议的

关系
。

乌拉圭回合之后
,

世贸组织成立了贸易

与环境委员会
, ,

其宗 旨就是谋求贸易与环

境间的平衡
,

如研究
“

多边贸易体系应如何符

合环保要求
” 、 “

多边贸易体系的有关规定和

环保税
、

环保收费之间的关系
” 、“

环保对市场

准人的影响
,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作用
”

②等
。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于 年进行了多

边磋商
,

但没有任何成绩
。

原因是发展中国家

不 主 张把环境与贸易联 系在一起考虑
。

在

年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会议上
,

欧盟建

议为支持多边环境协议
,

国际贸易法规应允

许贸易制裁
。

此项建议立即遭到印度
、

埃及和

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

发展中国家认为
,

此项建议会使问题的焦点由贸易转向偏重于

环境
,

由贸易应如何为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

提供机会转为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更好地保护

环境
。

总之
,

直到 年的世贸组织新加坡

第一次部长会议
,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仍没有

解决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

应该说
,

乌拉圭 回合之后
,

世贸组织开始

注意环境问题
,

并签署了《贸易的技术性壁垒

协 议 》和《卫生 与动 植 物检 疫 措施 协议 》
℃

, 。

这两个协议虽然不是关于环

保的专门协议
,

但明确表达了贸易应注重环

保问题的观点
。

协议有以下特点 第一
,

限制

了以保护环境为借 口 的各种非关税壁垒 第

二
,

协议要求各国应对其出 口 产品执行国际

标准
,

或 国际推荐标准 第三
,

协议
,

尤其是

《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 》允许各国在出

于保护动植物安全的 目的
,

在符合一定的特

殊条款要求的条件下采用 自己的标准
。

除此之外
,

世贸组织还鼓励各国使用环

境标签 一 。

给产品贴上环境标签

的意义在于强化环保意识
,

让消费者 自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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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对环境无害的产品
,

从而长期带动对环境

有益 的商品 一

的生产和 出 口
。

欧盟 已于 年推广

和使用环境标签
,

美国 目前也使用 了多种环

境标签
。

这些标签注明某产品对环境有正
、

负

或中性作用
。

一 年 月 日到 月 日举行的

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未能就新一轮多边

贸易谈判的内容达成一致
,

但在这之前已经

决定把农业和服务业作为必谈内容
。

对贸易

与环境问题还未达成一致意见
。

下面笔者根

据现有信息
,

重点分析一下新一轮多边贸易

谈判中关于环境与贸易问题可能出现的谈判

框架
。

四
、

新一轮谈判框架的分析和思考

关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贸易与环

境问题
,

在大的框架上
,

谈判的焦点将是南北

之争
,

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争
。

到 目前

为止
,

部分发达 国家如美国
、

日本
、

欧盟和瑞

士等已经提交了计划书
,

这些计划书要求把

环境问题列人下一轮贸易谈判中
,

作为必谈

内容
。

发展 中国家 一 即 巧 个发展 中国

家集团
,

在去年 月的会议上表示的基本立

场是 环境不是一个贸易问题
,

关于环境的法

律规定已经体现在现有的世贸组织有关条款

中了
。

环境问题应留给多边环境协议和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去考虑
。

但 一 巧 赞同贸易与

环境委员会应继续其工作
。

在新一轮谈判中
,

环境与贸易问题是南

北争论的焦点之一
。

首先
,

发展中国家将关注

环境保护会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外

衣
,

还会特别强调
,

贫困才是真正 的环境问

题
。

同时
,

发展中国家认为环保的标准应依据

各 国的实际情况而定
,

而不应采用一致的国

际标准
。

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要求和意见会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发达国家的关注
,

但是
,

在原

则和涉及到更多的利益纠纷时
,

发达 国家是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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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作丝毫让步的
。

其次
,

更多的细节之争将

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 、由此
,

我们可 以看出
,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考虑
。

既要协调其间的利

益关系又要磨合出一个相对公平的原则
,

将

是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的主要挑战
。

通过 以上分析
,

我们对世贸组织贸易与

环境问题有 了粗略的了解
,

并对新一轮贸易

与环境问题谈判有了大体认识
。

笔者归纳出

以下几点
,

来回答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

题并阐述 自己的一点思考
。

第一
,

既然现有世贸组织存在缺陷和不

足
,

环境问题就应列人谈判 日程
。

只有解决了

原则问题
,

以后的双边贸易纠纷才可能依据

国际准则来调解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要讨论

所有的问题
,

也不意味着要把世贸组织变成

环保机构
。

第二
,

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疑虑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

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
“

工业化
” ,

走过了严重的
“

污染
”

期
。

现在反过

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按发达国家现在的同等

标准去做
,

的确是强人所难
,

也有
“

害人
”

之

疑
。

例如《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 》在某

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阻止发展中国家

农产品出口 的手段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世贸组

织应注意避免使
“

环境
”

成为发达国家新贸易

保护主义的另一种借 口
,

应注意发展中国家

的实际处境
。

第三
,

国际上 已经有了较多的多边贸易

协议
,

已经有了不计其数的环境保护组织
,

如

何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之外的这些工具
,

使之

为贸易服务
,

是个急待解决并应引起注意的

问题
。

笔者认为
,

多边环境协议将是解决环保

问题的最好办法
,

而世界环保组织将是最有

力的机构
。

贸易不是引起环境问题的唯一因

素
,

因而贸易制裁也就不是保护环境的唯一

方法
。

联合国环境规制已在历史上发挥了比

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有效得多的作用
。

从 年起
,

环

境规制和一些商业银行联合建立了一系列项

目
,

意在鼓励各行业的生产者认识到环境问

题的重要性
。

贸易毕竟是后生产行为
,

因此环

境规制的努力会比世贸组织的贸易制裁要有

效得多
,

更治本
。

第四
,

关于环境标签
,

世贸组织的贸易与

环境委员会应加强管理
、

宣传和监督使用
。

首

先
,

为了使环境标签不成为贸易壁垒的一种

手段
,

环境标签应在世贸组织 申请使用并注

册
,

以便管理和监督
。

其次
,

世贸组织应加强

环境标签的立法
,

使之建立在非歧视原则之

上
。

对贸易伙伴国
,

应给予最惠国待遇
。

对 国

产商品和进 口商品
,

国民待遇原则必须认真

贯彻执行
。

再次
,

鉴于发展中国家对电子标

签的方法还缺乏认识
,

并无力支持其使用
,

世贸组织应加强宣传并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

出成本低
、

操作简单
、

可行性较强的电子标

签系统
。

总之
,

世贸组织 中关于贸易与环境的现

有条款是存在不足的
。

这使贸易政策和措施

很容易成为一种单边的
、

武断的和不公正的

歧视手段 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冲

突有可能激化 更使世贸组织受困于各种多

边环境协议和环保组织之中
。

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
,

发展中国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多边

贸易谈判中
,

应该作出积极的反应
。

注释

①世贸组织之外
,

世界上现有 余个多边环境协议
,

它们通称为多边环境协议
。

其中约有 个多边环

境协议影响到贸易
,

例如
,

多边环境协议规定在某种环保 目

的下可以使用贸易制裁措施
。

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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