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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

世界贸易组织视域下 中 国

自 然资源 出 口 限制措施的

合法性及替代措施探析
％

李 毅 张 颖 李梦生

【提 要 】 近年来 ， 中 国对
一些稀缺性 自 然资源 的 出 口采取的 出 口配额 、 出 口许可证 、

出 口关税 、 出 口 限价等限制措施 引 发 了 欧美 国 家与 中 国之 间 的一 系 列 国 际争端 。 中 国采取

的前述措施是否符合世界贸 易 组织 的 一般取消数量 限制原 则 、 非歧视原 则 ，
以及是否符合

援 引世界贸 易组织
一

般例外条款的 条件 的争论 ， 在近几年世界 贸 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的裁

决 中基本上得 出 了否定性的 结论。 因 此 ， 当 前形势下 ， 中 国政府面 临的 主要挑战 ， 除积极

探索利用世界贸 易组织一般例外条款 ， 增加 成功援用例 外条款的 可能性外 ，
还包括积极选

择和采用 与世界贸 易 组织规则 不相抵触的替代性限制措施 ， 例如取消相 关产品 的 出 口 配额

乃 至取消 出 口 关税
， 代之以征收资源税和 环境税 ，

加 强行业整合 、 打击非法开采和走私 ，

加 强监督机制等 。

【关键词 】 自然资源 出 口 限制措施 世界贸 易 组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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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１ ４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中 国商务部和海关总额 、 出 口关税等出 口 限制措施的终结 ， 也显示

署联合发布了 《 ２０ １ ５ 年 出 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目出中 国的 自然资源产 品的出 口 限制政策在 ２００ ４

录 》 ， 商务部同时还发布了 《 ２０ １５ 年 出 口许可证年中 国与欧盟间的焦炭出 口限制争端 、 ２０ ０９ 年

管理货物分级发证 目录 》 ， 规定 自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１
“

中国原材料出 口 限制措施案
”

及 ２０ １２ 年
“

中

日起 ， 对稀土的 出 口实施出 口 许可证管理 ， 相国稀土等原材料出 口 限制措施案
”

争端解决中

关出 口企业基于 出 口 合同 向商务部驻各地特派相继失利之后的显著调整 。

员办事处 申领出 口许可证即可 出 口 。 ２ ０ １ ５ 年 ４长期以来 ， 中 国在 国际市场上扮演着 自然

月 ２３ 日 ， 中 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资源输出国 的重要角色 ， 但是这种粗放型的经济

告 ， 规定 自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１ 日 起取消稀土 、 钨 、 

钼 、 钢铁颗粒粉末等产品 的出 口 关税 ， 对招加
＊ 基金项 目 ： 北京纖大学 自 主科研重大项 目

“
－带－路战

工材等产品出 口 实施零税率 。 前述政策的出 台 ，略与亚欧区域关系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标志着中 国对于稀土等 自然资源采取的出 口配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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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方式不仅造成了我国重要 自然资源的流失 ， 量除 ２０ ０９ 年达到 ５ 万吨以上 ， 其他年度平均约

也带来了 环境污染加剧 、 生态平衡恶化等严重在 ３ 万吨左右 。 中 国对稀土所实施的严厉出 口

后果 。 在此背景下 ， 中 国为 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配额和关税措施 ， 在
一

定程度上导致稀土价格

而对 自 然 资源 的 出 口 采取的一系列 限制措施 ， 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

却引起了一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严重不满 ，２ ． 出 口许可证

并
一

再对我 国 的出 口 限制措施的合法性提出挑国家实施出 口 许可证制 的 目 的 ， 通常是为

战 。 因此 ， 当前探讨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中了限制出 口 。 当然 ， 出 口许可证制度并不能完

国实施的出 口 限制措施的合法性 ， 寻求保护 自全和数量限制划等号 ， 除非 国家在颁发出 口 许

然资源和环境的需要与中 国履行贸易 自 由化的可证方面实施严格的限制标准从而导致出 口 量

国际法义务二者之间的平衡 ， 提出和实施不违的大幅度下降 。

反国际法义务的替代方案 ， 就成为紧迫的课题 。中国商务部于 ２００ ５ 年 １ 月 １ 日 颁行的 《货

— 中 国近年来采取的 自然资源^
、 肀 田见平

＝
木取旧 曰 ，众婦宁、

的 目 的和宗 旨在于合理配置资源 、 维护 国家经
出 口

巧
■曰施的主要济利益和安全 。 中麵后以 出 口许可证的方式

表现形式规范和限制滑石 、 氟石 、 碳化硅 、 煤炭 、 稀土

近年来 ， 为了防治环境污染 ， 餅稀缺或即将
等
￡
然资源类商品 的 出 口 。 以稀土为例 ， 中 Ｓ

用竭的 自然资源 ， 维护贸易利益 ， 中国依据国内相

关法律 ， 顺土 、 错土 、 焦炭 、 萤石 、 麵、 铸等
可证实施

＾
制 的力度 ’２０ １ ０ 年 ， 中 国全国仅有

－

些稀缺的 、 不可胜的 自然资源的出 口
， 采取了２０ 多

＾
公司获得稀土的 出 口许可证 。

－系列出 口闘措施 ， 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数量（
二

）
关税Ｍ—征收出 口关税

限制措施 、 出 口关税措施和出 口限价措施等 。出 口关税是
一

国海关根据其关税税则对特

（

＿

） 数置限制措施——出 口配额和出 口许 定的 出 口产品征收的关税 。 中国政府 自 ２ 〇〇６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起调整部分进 出 口商品暂定税税率 ，

１ ． 出 口配额对 １ １０ 项商品 加征 出 口关税 ， 其 中 ’ 煤炭 、 焦

出 口 配额措施的本质 ， 是对特定产 品 的 出
炭 、 原油等 ４ 项能源类产品 的 出 口暂定税率为

口总量实施数量限制 。 中国 自 ２ 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
５％

’ 铜 、 镍 、 电解招等 １ １ 项有色金属产品 的

来 ， 就开始实施出 口 配额管理制度 。 以稀土资
出 口暂定税率为 １ ５％

， 磷灰石 、 稀土金属 矿 、

源为例 ， 近年来 ， 中 国对稀土资源实施 的 出 口金属 矿砂等 ４４ 项矿产 品 的 出 口 暂定税率为

配额限制如下表所示 ：１ ０％ 。 ２０ １ ３ 年和 ２０ １ ４ 年 ， 轻稀土的出 口税率为
＊

１ ５ ％
， 重稀土的出 口税率为 ２５％ 。

２〇０８？２〇 １３ 年 中 国稀土 出 口 配额数置统计表 （ 单位 ：■仙杜

（
二

）
其他措施——实施出 口限价








｜出 口限价是
一

国海关制定政策 ， 设定最低 出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 １０ 年 ２０１ １ 年 ２ 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 ３年，人 认― ？？ 丄 ， ，上匕 十丄丄 ｉｖｗ 、 ／，／ Ａ^
 口价格来限制出 口的一种方式 。 海关出 口限价通
第
—批２２ ７８０ ２ １ ７ ２８ ．１２ ２２８３１４ ４４６２ １２ ２６１５ ５０ １也人士十０丄山上“ ，人 认 丄 《， 入 一＂ ｎ，

 常会高于国内市场的价格 ， 如果被限价商品的出
第二批Ｉ Ｉ ３ ７６２６４ ２７７９ ７ ６ １ ５ ７ ３８９ ７７０１５ ５ ００，人认 卞 必此必—认 ｍ


＾口价格低于海关确定的 出 口 限价 ， 则海关不予放
＾＿一＾＿＿＾＿＿＾—— ＾

——－——

＾ 行。

“

出 口限价受出 口管理的大环境的影响 ， 收紧
配额

３４ １ ５ ６５０ １４ ５ ． １３ ０２ ５ ９ ３０ １ ８４３０９ ９ ６３ １００ １时 ， 海关出 口限价会上涨 ， 宽松时则会下降 。

”①
么计
 Ｉ以稀土为例 ， 我国是稀土资源 出 口 大国 ， 但是 ，

数 据来源 ： 中 国商 务 部 网 站 ，
ｈｔ ｔｐ ：／ ／ｓ ｅａ ｒｃｈ， ｍｏｆｃｏｍ

＊

ｇｏｖ
．
 ｃｎ／ｓｗｂ／ｓ ｅａｒｃｈＬｉｓ ｔ ．

ｊ
ｓ
ｐ

。

① 中国铝业网 ： 《中 国稀土 出 口 因海关调低 限价现有松动 》 ，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中 国稀土 出 口配额的数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ａ ｌｕ．
ｃｎ／ｎ ｅｗｓ／ ７ ８ １ ２０ ７／ ？２０１ ５

—

０４
—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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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上却缺少定价权 。
２０１ ０ 年我 国稀土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有关世界贸易规

出 口平均价格为 ７０６０ 美元／吨 ， 仅为上世纪 ９０则 ，
且未满足保护可用竭资源 、 保护人类生命

年代 我 国 稀 土 出 口 价格 １ ． ３７ 万美 元 ／吨 的健康等例外条款的条件 。 尽管中 国政府随后提

５１ ％ 。

① 大量稀土资源低价流失 ， 经济利益严重起上诉 ， 但上诉机构于 ２０１ 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发布的

受损 。 因此 ， 中国对稀土等一系列资源 型产品最终裁决报告维持了专家组的意见 。

采取了 限价措施 ， 以限制资源大量廉价外流 。（
三

）
２０ １ ２ 年

＂

中国稀土 、 钨 、 钼等原材料

—、出 口限制措施案
”

―

、 中 国的主要 自然资源出 口２０ １２ 年 ， 美国 、 欧盟 、 日 本就 中 国稀土资

限制措施在世
＾
贸易组织源出 口限制 问题启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

框架下引发的三起 程序 ， 认为 中 国在稀土 、 钨 、 钼相关产品 出 口

国际贸易争端过程中采取的 出 口关税 、 出 口配额以及对稀土 、

中 国对主要 自？縣＿±述出 ａ ＿

措施
， 引起了长期 以来通过进 口 我国 自然资源

国

ｆ

的不满 ， 并因此
家组报告 ， 初步裁定 中国败诉。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７

服
日 ， 上诉机构针对 中酿 出 的上诉作出 裁定 ，

（

＿

） 年 中国与欧盟间的焦炭出 口限制
维持此前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关于 中方涉案产

争端
山 曰 丄

品的 出 口 关税 、 出 口配额措施不符合有关世界

雜
贸易？则和中方加入世界贸易纏承诺的裁决 。

形势的考虑 ，
２０ ０４ 年 中 国开始减少焦 炭 出 口 ，

削减焦炭出 口 配额并降低了焦炭 出 口 的 出 口退三、 中国 自然资源出 口 限制措施

税率 ， 这
一举措导致欧盟市场上的焦炭价格迅合法性争议涉及的几个

速上涨 ， 因而引起了欧盟国家的不满 ， 向 中 国核／已、问题

政府提出 了磋商的请求 。 最终
“

中 国做出 了妥

协与欧盟达成协议 ，
２０ ０４ 年中 国 向欧盟的焦炭（

－

）
是

，ｐ
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般取消

出 口量不低于上－年度 的水平
”

。

？ 这－争端Ｓ限制原则
＂

及其例外

然在中 国織盟之随过外交途径翻 了酿 ，
”

但引发了 国 际社会对中 国 自然资源 出 口 限制 的
ｅＡＴＴ（ ＯｅｎｅｒｎｌＡｇｅｅｍｅｎｔｃｍ

更多关注
Ｔａｒｉ 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 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 ） 第 １ １

（

二
）

２００ ９ 年
“

中 国原材料 出 口 限制措 ｆｉｆｅ
条

“

数量限制 的一舰消
”

的规定上 ， 其第 １

，款规定 ：

“

任何缔约国除征收税款或其他费用 以

２００９ 年 ， 针对中 国对包括招土 、 焦炭 、 镁
夕卜 ’ 不得设立或维

＿＾
配额 、 进出 °许可证＾

他

在内的 ９ 种 自然资源实施的 出 口 限制措施 ， 美

国 、 墨西哥 、 欧盟等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

在世界贸易组织启 动了争端解决程序 ， 声称 巾

国对铝土矿 、 焦炭 、 萤石 、 锌等 自然资源采取
① 中国杭州海关网 ： 《 ２ 〇〇 ９ 年我 国稀土出 口量价齐跌 ， 亟需

的出 口配额 、 出 口 许可证等数量限制措施 ， 以确立国 际定价权 》

＇

，
ｈｔｔｐ ： ／／ｗｗ ． ｃｕｓ ｔｏｒａｓ

． ｇ
ｏｖ． ｃｎ／ ｔａｂｉｄ／

及对此类 自 然资源征收 出 口关税或采用 出 口 限６０５ ３５ ／
ＩｎｆｏＩＤ／ ２６ ７ ５ ６５ ／ ｆｒｔ ｉｄ／６３ ２８ ９ ／Ｄｅｆａｕ ｌｔ ． ａｓ

ｐ
ｘ

，２０ １ ５
－

０１

价措施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 。 ２０ １ １
－

２５ 。

ｃ
？

也田 如 曰 如如总她如ａ？从 士丄沾② 任民 ： 《要让外来的压力变成动力
一

中欧焦炭出 口 配额纠
年 ７ 月 ５ 日

， 世界贸易 争端解决机构成 的纷 、 中美集成电路增值税案带来的启发 》 ， 《ＷＴＯ 经济导

专家组裁定中 国被诉的出 口 限制措施违反 了 中刊 》 ２００ ４ 年第 １ １ 期 。

３７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源数量限制 主要形式有 出 口 配额和 出 口 许可《中 国入世议定书 》 第 １ １ ．３ 条规定 ：

“

中 国

证 。

？ 考虑到可用竭资源的保存以及各国 的经济应取消适用于出 口产 品 的全部税费 ， 除非本议

发展需要 ，
ＧＡＴＴ第 １ １ 条

“

数量限制的
一

般取定书附件 ６ 中有明确规定或按照 ＧＡＴＴ１ ９９４ 第

消
”

的第 ２ 款作 了 例外规定 ， 允许成员方在
一８ 条的规定适用 。

”

附件 ６ 规定了允许 中国征收

定条件下使用数量限制措施 ， 例如
“

为 防止或出 口 关税的 ８４ 种产品 ，
ＧＡＴＴ １ ９９４ 第 ８ 条为进

缓解出 口 缔约方的粮食或其他必需品 的严重短出 口
“

规费和输出人手续
”

方面的规定 。 在
“

中

缺而临时实施的出 口禁止或限制
”

。 从世界贸易国原材料出 口限制措施案
”

中 ， 上诉机构支持了

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前述 中 国原材料 出 口专家组的见解 ， 认为 《中国人世议定书 》 第 １ １ ．３

限制措施案件的裁定来看 ， 中 国均被认为不能条只是提及了附件 ６ 和 ＧＡＩＴ １ ９９４ 第 ８ 条 ， 没有

证明被限制 出 口 的资源存在
“

严重短缺
”

， 从而明确提及
“

符 合 ＧＡＴＴ １ ９９４
”

， 因 而不能援引

被认定为不能满足援用第 １ １ 条第 ２ 款的条件 。
“

ＧＡＴＴ １ ９９４
”

第 ２０条所规定的
“
一般例外

”

。

（
二

） 是否符合援引世界贸易组织一般例外２ ． 中 国的出 口配额措施能否援引 ＧＡＴＴ第

条款的条件２０ 条的
“
一

般例外
”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为
“
一般例外

”

条款 ， 包括就 出 口配额而言 ， 主要涉及的是 ＧＡＴＴ第

１ 个序言和 １ ０ 项条款 ， 该条允许 ＧＡＴＴ 成员在１ １ 条 。 在
“

中 国原材料出 口 限制措施案
”

中 ，

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背 离
一

般原则 和规则 ，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理论上存在援引第 ２０ 条

豁免其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义务 。 该条序言规作为抗辩理 由 的可能 ， 关键在于 中 国 的 出 口 配

定 ：

“

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采用额措施能否满足所援引 的第 ２０ 条的条件 。 中 国

或实施以下措施 ， 但对情况相 同 的各国 ， 实施原材料的出 口 限制主要涉及 ＧＡＴＴ第 ２０条的序

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 言和 （ ｇ ） 款的规定 ， 即 中国需要证明 ： （ １ ） 中

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

”

国的 出 口 限制措施针对的是
“

可用竭利用资

与 自然资源 出 口 贸易相关的 内容主要涉及源
”

；
（ ２ ）

“

与保护 可用 竭的 自 然资源相关
”

；

ＧＡＴＴ第 ２０ 条的 １０ 个条款中 的 （ ｂ ） 款或 （ｇ ） （３）
“

国 内外措施
一同有效实施

”

；

（４ ） 需要满

款的豁免 。 第 ２０ 条 （ ｂ ） 款内容为 ：

“

为保障人足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
“

序言
”

的要求 。 专家组的裁

民 、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

”

第 ２０定认为 ， 中 国涉及该案争议的原材料虽然属 于

条 （ｇ ） 款内容为 ：

“

与 国 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第 ２０ 条 （ｇ） 款的可用竭资源 ， 但在剩余的 ３个

措施相配合 ，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 的 自 然 资源方面都未能支持中国的观点 。

？

的有关措施 。

”

在
“

中国稀土 、 钨 、 钼等原材料出 口 限制

１ ． 中 国的出 口关税措施能否援引 ＧＡＴＴ 第措施案
”

中 ， 上诉机构也支持 了专家组的最终

２ ０条的
“
一般例外

”


对绝大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而言 ， 出 口〇 朱颖 ： 《论 ＷＴＯ法律体系中的
“

出 口 限制
’ ，

删 》
，

《世界

税本身在世界贸易组织法上原则上是不受约束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 ２ 〇〇５ 年第 ４期 。

的 ② 事实上
，

２００４ 年卅界贸易组织的一项报告② Ｍｉ ｔｓｕｏＭａｔｓｕｓｈｉ ｔａ
’ＴｔａｍａｓＬ Ｓｃｔｏ ｅｎｂａｕｍＰｅｔＨＤＳ

Ｃ Ｍａｖｒｏ ｉｄ ｉｓ
，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Ｕｗ ，

显示 ， 大约 １ ／ ３ 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对不 同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ａｎｄＰｏｌ ｉｃｙ（ 

２ｎｄｅｄ
ｉ
ｔ
ｉ
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产品征收出 口税 。
？ 但是 ，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Ｐｒｅｓ ｓ

，
２ ００６ ．

之后加入的成员 当 中 ， 有少数成员方被要求额外？Ｒｏｂｅ ｒｔａＰ ｉｅ ｒｍ ａｒｔ ｉｎｉ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ｘｐｏｒｔ

Ｔａｘｅｓｉｎｔｈｅ

＿
 ．
＿
． ．

Ｆ
ｉ
ｅ
ｌ
ｄ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ｍｍｏｄ ｉ ｔｉｅｓ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承担取消或减少出 口 限制 的
“

超世界贸易组织义ｅｎ
ｇ ｌ

ｉｓｈ ／ｒｃｓ
＿

ｅ ／ｂ
ＴＯｋｓｐ ＿

ｅ／ｄ ｉｓ＿ｉ
（Ｍ

＿ ｐ
ａ
ｐ
ｅｒｅ ５

＿
ｅ ＿ｐｄｆ

务
”

，
而中国正是被要求承担这种义务的成员方之④ ＷＴ／ＤＳ３ ９４ ／Ｒ ，ＷＴ／ＤＳ ３ ９ ５ ／Ｒ ，ＷＴ／ＤＳ３ ９ ８／Ｒ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一

。 据统计 ，
截至 ２０１ ２年 ， 大约只有中国 、 越南 、１ ８６ ＇

．
ｖ
，Ｋ＊ｆｃ－ｆｃ－ ＢＭ Ａｆｔ

－

ｉ
ｒ
－

 ｆ＾ｎｉ⑤ 彭德雷 、 龚柏华 ： 《ＷＴＯ专家组有关中 国原材料出 口 限制
乌克二 、 １＞特 、 挪ｔｉ亚 、 蒙古等几 丨 国家在入世

措施案 中 ＧＡＴＴ第 ２〇 条例外援引评析 》 ， 《国际商务研究 》

时承担了约束 自然资源出 口限制行为的义务 。

④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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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即认为 中 国还没有根据第 ２０ 条 （ ｇ ） 款没有证明为何这些可替代措施不能替代 出 口关

证明其出 口配额是合理的 。

？税 。 中 国政府在稀土案上诉败诉后的举措 ， 已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给出 的上经显示出 中 国开始做出调整 。 如前所述 ， 中 国

述理由可推知 ， 中 国 以 出 口 配额的方式限制资商务部 ２ 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３１ 日 发布公告 ， 规定稀土

源性产品 出 口 ， 理论上有权援引 ＧＡＴＴ第 ２０ 条出 口将实施出 口许可证管理 ， 从而间接宣告了
“
一

般例外原则
”

， 但是必须符合前文述及的几取消稀土 出 口 配额制度 。 在此后不足半年的时

项前提条件 。间里 ， 中国 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进
一

步发布

，

＿＾公告 ， 宣布 自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１ 日起取消稀土 、 辑 、

四 、 当 則形势下中
Ｐ
可以考钼 、 钢铁颗粒粉末等产品的 出 口关税 。

虑采取的 自然资源出 口不难看出 ， 当膽势下 ， 作为世界贸易组

限制 的合法替代措施织重要的成员方 、 经济全球化的 主要受益者 ，

（

－

） 中外 Ｓ绕 自然Ｍ ｔｌｌ Ｐ關 的争议
中麵 １歸顧賊是需魏索在不违反世界

贸易组织义务的前提下 ， 寻求替代当前出 口 限

中外围绕 自赚 麵争獅麵在

于国 内法与国际条约义务的冲突 。 《 中华人民共
＋

资源税 度代替

和国对外贸易法 》臟了 ＧＡＴＴ第 ２０ 条的限制
￥

和序言 ， 与鮮贸易组织細存在－定的 出人 ，
Ｐ

导致了在原■隸社案顿■。 具肺

说 ， 《 中华人民共糊对外贸易法 》 第 １ ６ 条明

确规定 了可 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 、 技术的

屮： 盗
然资源开采税制度 。 澳大利亚 自 ２０１２年 ７ 月 起对

赋予了中 国政府采取出 口 限制措施保护资源的Ａ， ，

＾
－ｒ

，

，

Ｔ＾ Ｒ ｉ
＾＾ ｔ

ｒ ｎ ＡＴＴ ＾９０ ＾
？规模较大的煤炭和铁矿企业征收高达应税利润

＝３咖矿产租赁税 。 難也概年大賺提高 了

ｆ矿产资源税轉。

④ 中關务院早在腿 年 ４ 月

１ 日起 ， 識
－

歷了社矿原矿麵麵额标

关注的 、 防止阻碍自 由贸易的鉢要求 。

？

此外 ， 根据 《中国人世议定书 》 等文件 ， 巾
重稀土包括磷钇矿 、 离子麵土矿为 兀／吨 。

此外 ， 恨 八此认疋节 ／／ 守入汁 ’Ｔ
２０１ 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国务院颁布了修改 《 中华人

国 目前承担了一些
“

超世界贸易组织义务
，，

， 这对
Ｂ卄二＾■二

了有关资源税的税率 。 从控制开采量 、 提高开采
国有必要协调国 内立法 ， 使其适应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 ， 承担起中国承诺的 国际义务 ， 只有这样才
＾

， ，


－

． 、 ．
，

．＿ ？＿
＿

０Ａｐｐｅｌ ｌ
ａ ｔｅＢｏｄｙ 

Ｒｅｐｏｒ ｔｓ
？Ｃｈｉｎａ

－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Ｒｅ
ｌ
ａｔｅｄ ｔｏｔｂｅＥｘ－

能避免大量的贸易争端 ， 实现中国的利益最大化 。

 ｐ
ｏＬｏｎｏｆＬｅＥａｒｔｈｓ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ａｎｄＭｏ ｌ

ｙ
ｂｄｅ？ｕｍ

，

（
二

） 在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和国 际条ＷＴ
／
ＤＳ４３Ｘ ／ＡＢ／Ｒ

？
ＷＴ

／
ＤＳ４ ３ ２

／ＡＢ／
Ｒ？

ＷＴ／ＤＳ４ ３３
／
ＡＢ／

约义务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替代措施
Ｋ

，
Ｍｕｇｕｓｔ ２ 〇ｋ

中国在 自織源 出 口關方韵難颇

方之间的 国 际争端的裁决结果 ， 给中 国提出 了③ 范兰宁 ： 《论
“

超 ＷＴ０ 义务
”

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

新的考验 。 在稀土案 中 ， 专家组就指 出 ， 美 、
一以

“

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 口 限制争端案
”

为样本 》 ，

日 、 欧等 申诉方提 出 了 多种可替代措施 ， 如征
④ 查贵勇 ： 《以完善资源税制度力避贸易争端 》

， 《 国际商报 》

收资源税 、 实施 出 口 许可证制度等 ， 但中 国并２０ １ ３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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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以达到保护环境的 目的来看 ， 中 国资源税的控制指标进行分配 。 在发放 自 然资源开采许可

税率标准仍然有提髙的空间 。 当然 ， 全面推行 自的前提条件方面 ， 可以考虑基于环境保护 的需

然资源的资源税制度 ， 还面临
一

系列考验 ， 例如 ， 要适当提升开采资源 的技术标准 ， 提高对生产

改革计征方法 ， 将
“

从量征收
”

全面改为
“

从价企业的环保治理要求 ， 将
一些技术水平低 、 污

征收
”

时面临的市场价格认定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 染程度高的企业淘汰出局 。

当前已有的资源税税费标准偏低 ， 如何在提高资３ ． 实现国 内 自然资源的行业整合 ， 提高产

源税税率和保持相关 自然资源行业稳定发展之间业集中度

进行平衡的问题等等 。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 ， 中 国 自 然资源产业集

有学者指出 ， 除了现行的资源税和开采配中度低 ， 自然资源生产企业总体处于
一个以行

额制度 ， 中 国还应该引 进环境税做法 。

① 在征收政区划加资源地理分布相结合的状态 ， 普遍存

环境税方面 ， 目前国 内相关立法活动已经启动 ，
在规模偏小 、 主体过多 、 管理分散 、 经营方式

国务院法制办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公布了 《 中华人民共粗放 、 恶性竞争严重等 问题 ， 导致我国 自 然资

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 ） 》 ， 其主要特源在生产过程中流失严重 ， 也使得我 国在 自然

色在于采用
“

费改税
”

的方式 ， 用环境税取代资源市场上缺乏定价权 。 以稀土为例 ， 在我 国

了现行对企业征收 的排污费 。 当然 ， 如何在企实施稀土 出 口 配额限制之前 ， 国 内 主要是向 国

业的承受能力和
“

污染者付费原则
”

之间进行外廉价供应稀土原料 ， 大部分稀土深加工制成

协调和平衡 ， 如何通过环境税征收既保护环境 、 品的生产主要在发达国 家如 日 本等国进行 。 稀

保护资源 ， 同时又不影响企业的生产发展环境 ，
土出 口配额限制措施实施 以后 ， 国外市场稀土

是当前环境税立法面临的重要考验 。价格高于 国 内 ， 导致
一些 日 本企业为降低成本

显然 ， 征收资源税 、 环境税 ， 提高特定 自而把工厂迁至我 国境内 的矿产基地如包头等地 。

然资源的相关税率显然是出 口配额 、 出 口 关税这充分说明 ， 即使采取 了
一

定的出 口 限制措施 ，

的可考虑的替代措施 。 征 收资源税 、 环境税是国内企业也仍然需要面对境外企业的高技术深

在境内统一实施的 ，

一般不会造成 国 内外企业加工产品的竞争 。 因此 ， 国家还应该采取必要

的差别待遇 ， 也不属于数量限制措施 ， 从而不的行政手段 ， 加强对企业的重组与并 购 ， 通过

至于违反世界贸 易组织 的
“

非歧视原则
”

和生产集团的整合 ， 提高资源的集 中度 ， 构建以

“
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

”

。大型企业集 团为主导的产业格局 。

２ ？ 通过开采许可证控制开采总量 ， 提升开在自然资源行业整合方面 ， 中国 已经取得了

采 自然资源的技术标准
一些进展 ， 目前 ， 稀土领域的整合进展有序 ， 国

２ ０１ ５ 年以前 ， 我 国对稀土的许可证管理主内 ６ 家大型稀土集团 已经相继获得了工信部的备

要包括两类 ， 即矿物开采许可和出 口 配额许可 ，
案批文 。 ２０Ｍ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中 国第

一家专门 以

当前尽管 已经在实质上取消 了稀土出 口 配额 ，
各类稀土产品为交易品种的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

但是仍然可 以考虑在开采许可方面采取
一定 的易所—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正式开盘运营 。

？

必要限制 。 以开采许可证的方式 ， 实行 国 内生总之 ， 通过 自然资源生产行业 的整合 ， 使

产配额制度 ， 理论上能控制矿产滥采的现象 ， 自然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 ，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

进而控制 自然资源的市场供应量 。 ２０ １ ２ 年 ３ 月 ２实现由依靠资源低效率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转

日 国土资源部就曾 经发布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化 ， 从而更有利于保护资源 ， 防治污染 ， 获取

指标管理暂行办法 》 ， 其中规定 ， 为 了防止过度

开采 ， 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 该 《暂行办法 》 颁① 陶朱 ：

“

中国稀缺资源出 口限制措施与 ｗｔｏ例外规则应用

布后五年内 国土资源部将在每年的第
一

季度公
一以中国原

气
料案 和 稀土 案 为 视角

，，

， 华 东政法大学

布当年的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 由省级国土资源 ② 陈怡晨 ： 《从稀Ｉ案分析未来资源出 口 的法律保护 》 ， 《 法制

主管部门根据本辖区内 的相关因 素对开采总量与社会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８期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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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价格的主导权 。处罚 ， 以督促 自然资源开发企业履行其环保义务 。

４ ？ 依法取缔 、 打击非法开采和出 口走私活动长期 以来 ， 我国进行环境监察时 ， 往往只是

由于 出 口 配额 、 国 内开采许可是中 国此前注重追究企业的行政责任 ， 要求其停业整改 ， 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 自 然资源所采用 的管理手忽视了对企业污染受害人的救济 。 因此 ， 还应考

段 ， 使得国 内非法开采和出 口走私的现象相当虑将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 、 掠夺性资源开釆行为

严重 ， 进而导致国 内产能过剩 ， 出 口 存在恶性纳人到环境侵权责任体系 中 ， 完善企业环境污染

竞争 ， 丧失对 自然资源 出 口价格的定价主导权 。 诉讼制度 ， 使得污染受害人能够更容易地通过民

有鉴于此 ， 有学者指 出 ， 在 中国 能够有效控制事侵权之诉获得经济赔偿 ， 从而强化 自然资源开

稀土生产之前 ， 出 口 限制是中 国政府保护稀土发和加工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 ， 提高违法开采的

资源和环境唯
一

合理可行的政策措施 。
？显而易成本 ， 保证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

见 ， 严厉打击走私 ， 既 能够防止非法开采带来．

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 又能够控制 自然资源 的非本文作者 ： 李毅是北京师 范 大 学政府管理

法流出 ， 相应也有利于出 口价格的提升 。学院 副 教授 、 法学 博 士 、 硕 士 生 导 师 ；

５ ． 完善监督制度和环境侵权责任体系张颖是北京师 范 大学政府 管理 学 院 ２０ １４

企业为追求低成本利用 自然资源 ， 以非法开级硕士研究 生
； 李梦生是北京师 范 大 学

采 、 非法排污等方式大量开采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政府管理 学院 ２０ １ ３ 级硕士研究生

重要原因 。 我国亟需进
一

步完善监督机制 ，

一

方责任编辑 ： 任朝旺

面须加强政府监督 ， 采取多种形式的监督反馈手
段提高监督成效 ， 如开通官方微博 、 微信等 ；

另

一

方面注重引导和强化公众监督 ， 并采用经济处① 黄安平 ： 《从中国稀 土案谈 ＧＡＴＴ 第 ２ 〇 条的适用范 围 》 ，

罚甚至刑罚的手段对违法开采和排污的企业实施
＿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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