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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WTO争端解决机制 

一、判断题 

1．1994 年之前的争端解决实践主要依据的是 1947 年 GATT 的第 22 条和 23 条。 

2．非违法之诉主要指的是第 23 条的全部条文。 

3．磋商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必经程序，这句话是对的。 

4．在 WTO 的争端解决实践中，中期评审程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在 WTO 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未在磋商中提出的事项，也可以在专家组中审理。 

6．在 WTO 的争端解决实践中，DSU 是遵循的先例应遵守原则。 

7．上诉机构在 WTO 成立前是没有的。 

8．上诉机构只对法律问题进行审理。 

二、选择题 

1．有关 1947 年 GATT 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说法错误的是： 

A．该机制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和组织保障 

B．争端解决机制缺乏统一性 

C．争端解决机制有很强的强制力 

D．争端解决机制没有统一的时限规定 

2．有关 1947 年 GATT 第 23 条的非违法之诉的规定，说法正确的是： 

A．非违法行为通常表现为符合 GATT 规定的行为 

B．非违法行为通常是 GATT 未作规定的行为 

C．非违法行为的举证责任一般在投诉方 

D．非违法之诉投诉方要表明已存在利益丧失或损害 

3．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职能主要有： 

A．负责成立专家组 

B．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工作报告 

C．负责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 

D．授权报复措施 

4.下列有关 WTO 争端解决程序中磋商程序说法不正确的是： 

A.磋商是争端解决的首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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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磋商应用书面形式,并应说明提出该请求的理由 

C.磋商请求所针对的成员应在收到请求之日起 10 内做出答复 

D.磋商结束后,如不成功,起诉方应立即提出设立专家组,以节省时间 

5.有关 WTO 争端解决程序中,报复措施实施的原则是： 

A.平行报复 

B.跨领域报复 

C.跨协定报复 

D.三种报复措施必须依次进行 

6.有关 WTO 争端解决程序中上诉审程序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在上诉审是否有权驳回上诉问题并有无明确规定 

B.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是协商一致 

C.上诉机构成员的任职资格标准缺乏具体规定 

D.上诉庭人员以及上诉机构职责分工上不如专家组人员选任严谨 

7．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管理和决策机构是： 

A．专家组             

B．上诉机构     

C．争端解决机构        

D．秘书处 

8．WTO 总理事会同时履行下列哪些机构的职能： 

A．贸易政策审议机构        

B．上诉机构     

C．争端解决机构            

D．秘书处 

9．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包括： 

A．政治方法阶段                     

B．法律方法阶段（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C．DSB 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     

D．裁定的执行 

10．从学理上，WTO 争端解决机制管辖的案件类型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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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情势之诉        

B．非情势之诉       

C．违反之诉 

D．非违反之诉 

三、名词解释 

1. Violation Complaint2. Non- Violation Complaint 

3. Negative Consensus  

四、论述 

1. 结合相关规则和实践，阐述 WTO 争端解决程序的特点。 

2. 试论 WTO 争端解决程序面临的问题及应有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