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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經濟法的未來：對中國法治的啟示（2021 年 12 月 3 

日） 

  
 

2021 年 12 月 6 日 

吳灝欣 

 

鑑於多邊貿易組織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香港城市大學（城大）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CCCL）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舉辦了一場傑出人士公開講座，以「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經濟法的未來：對中國法治的

啟示」為題，特地邀請了世界貿易組織 （世貿）上訴機構前成員兼主席趙宏法官進行演講，討論多邊貿易

體系與未來國際經濟法之間的關係。 

 

公開講座在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教授的歡迎詞中拉開序幕。趙宏法官目前是北京大學法學

院國際法系的教授和復旦大學的客座教授。她曾在中國商務部（MOFCOM）擔任各種不同職務，包括世貿

組織事務司專員、貿易談判辦公室助理代表和反壟斷局副局長。從商務部退休後，她擔任了中國國際貿易

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由於她在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工作時，曾擔任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投資

措施協議》（TRIMS）委員會主席，因此對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經濟法有充分的了解，所以為講解多邊貿

易體系的最佳人選。首先，趙宏法官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詳細解釋多邊貿易體系多年以來的成功和近期

的挑戰。她指出，世貿目前其中一個最大的危機，可能為原訂於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11 日於哈薩克首都哈

斯塔納舉行第 12 屆部長會議（MC12），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及近來 OMICRON 新變

種的影響下，該會議被無限期推遲。由於各成員本將在 MC12 上就世貿組織改革未來方向和工作重點等內

容開展討論，所以目前世貿組織解決爭端的機制未能恢復正常運轉。除此之外，趙宏法官亦講解了由於目

前世貿領導層的真空，即世貿總幹事 Roberto Azevêdo 於 2020 年時宣佈提早一年卸任，以及世貿對最不

發達國家（LDCs）的特殊與差別待遇，都是構成世貿危機的原因。而近年日趨激烈的中美戰略性競爭，使

世貿更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新戰場。最後，她簡單講述了自己對多邊貿易體制及國際法未來的預測。她認

為，面對疫情下地緣政治格局的急劇變化，以及近年科技與經濟的急速發展，現時國際經濟法的發展水平

已經遠遠落後，因此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才難以繼續維護目前的多邊貿易體制。雖然前路漫漫，但近年

越來越多人相信中國不但會在國際貿易、投資、金融和經濟領域領先，亦會在國際貿易體制中擔任重要位

置，所以中國將會進一步加強其國內法律框架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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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宏法官發人深省的演講之後，進入到由 Bryan Mercurio 教授和方萌博士帶領的討論及問答環節，而

其他與會者都藉此機會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獨特論點。本研討會以王江雨教授簡單的

閉幕辭作結，他再一次感謝各位演講者的寶貴貢獻及所有與會者的出席，使研討會取得了豐碩成果，提升

與會者對中國未來參與國際司法及多邊貿易組織的認識。 

 

 
趙宏法官及趙宏法官(由左至右)。 

 

 
Bryan Mercurio 教授和方萌博士(由左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