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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原料出口限制措施大量產生，對全球貿易產生相當程

度的扭曲。基於此，本文意在分析現行的國際貿易法針對出口限

制措施的相關規範，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管制模式。本文發現：

其一、現行的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不足以有效管制原料出口限制措

施。相反地，各國避免直接使用出口限制措施之原因，主要是基

於政策（而非法律）考量；其二、為免於國際間針對貿易扭曲的

批評，各國傾向採取間接措施限制原料出口，包括國內生產稅、

國家安全保護傘、以及出口數量限制搭配國內生產上限等模式在

內。在未來，本文認為各國可能以關稅取代出口數量限制措施，

並透過談判逐漸地降低各類原料出口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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