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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二○○二年美國鋼品二○一案出發，回顧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裡，美國

採取鋼品防衛措施對全球鋼品貿易所引起之一連串連鎖反應。接著介紹在

WTO/GATT規範下得採取防衛措施之要件，其中GATT第十九條之要件在WTO防衛

協定生效後，是否仍繼續有效存在，關係防衛措施得採行之難易度。不少學者

根據烏拉圭回合之談判歷史，認為GATT第十九條之要件在WTO防衛協定生效後

無其適用性，尤其為了提高防衛措施之可採行度，概念甚為模糊的「未預見之

發展」更不應繼續適用。然而在WTO成立至今所累積的有關防衛措施的爭端解

決案例中，爭端解決上訴機構已清楚地表達GATT第十九條要件中「未預見之發

展」仍有其適用性，故本文對此部分加以分析。最後本文主張：揚棄「未預見

之發展」要件所誘發之自由化減讓效益，其價值並不高，蓋有隨時採取防衛的

可能，而反制此種防衛之報復措施因為防衛協定第八條第三項限制，有三年不

得行使，為了此種價值不高之減讓，犧牲貿易談判時追求之減讓對等性，以及

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可預測性，是否值得？值得深思。「未預見之發展」雖是

主觀認知，需透過具體個案一一認定，較不易確定，但面對會員國濫用防衛措

施之傾向，堅持此要件，方可遏止類似美國鋼品二○一案的事件傷害自由貿易

目標的實現。 

 

 

 

 

關 鍵 詞 ： 防 衛 協 定 、 鋼 鐵 二 ○ 一 、 G A T T  第 十 九 條 、 緊 急 防 衛 、 未

預 見 之 發 展 、 WTO 爭 端 解 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