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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 TO国民待遇原则是现代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与最惠国待遇

原则一道共同构成了 W TO非歧视原则的两大支柱。以一个历史沿革的视角 ,从国民待遇原

则思想渊源和国民待遇原则历史沿革两个方面考察与分析 W TO所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的历

史演变过程 ,以期能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认识在时间维度层面上有一个较为清晰与完整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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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TO国民待遇原则是现代多边贸易体制最

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与最惠国待遇原则一道共

同构成了 W TO非歧视原则的两大支柱。国民待

遇原则也是 W TO法律制度的最基本原则和最基

础价值取向之一 ,关系着 W TO 各项具体的法律

规则﹑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与实施。

2001年中国加入 W TO ,学界兴起了研究

W TO组织机构与各项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

律制度的高潮 ,各方面相关研究文献层出不穷。

当然也有甚多学者关注 W TO 的基本原则研究 ,

其中也包括对 W TO基本原则之一的国民待遇原

则的研究 ,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 :目前学者

们关于 W TO国民待遇原则的研究 ,多关注国民

待遇原则的具体实施 ,而且多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有关国民待遇原则如何实现 W TO成员方的实

体性权利义务问题 ;二是有关国民待遇原则如何

防止各个成员方政府滥用其国内的对外贸易管理

措施 ,冲击 W TO 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损害贸易自

由化的问题。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思想渊源

国民待遇原则是一项古老的针对外国人所设

立的私法中的待遇制度 ,是基于国家属地管辖权

所派生出来的 ,来确定外国人法律地位的一种待

遇制度 ,其基本内涵是“外国人同国内人在享受

权利和承担义务方面 ,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 1 ]

“在 W TO中 ,所谓国民待遇 ,是指一成员给予其

它产品﹑投资建立的企业﹑服务和服务提供者﹑

知识产权所有人和持有人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

本国相同产品﹑投资建立的企业﹑服务和服务提

供者﹑知识产权所有人和持有人的待遇 ”。[ 2 ]国

民待遇原则不是人为的一时予以创造的制度 ,而

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基础。

(一 )国民待遇原则的思想渊源之一是

自由的思想

在人类社会初期 ,没有国家 ,没有法律 ,人人

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 ,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迁徙

自由权及其他基本权利。然而人类逐渐认识到人

人享有绝对的自由意味着人人都不享有自由。因

为绝对的自由可以任意侵害他人的自由 ,他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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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任意侵害自己的自由 ,需要有个中立权威

的机构来界定自由的界限以及解决人们间的争

议。后来国家产生了 ,法律制定了 ,法律成了自由

的界限与限制 ,同时法律也是自由的保障 ,如孟德

斯鸠所言“哪里没有法律 ,哪里就没有自由 ”。国

家的出现 ,开始有了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分。国

家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 ,对本国人出境以及外国

人入境开始控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丧失了迁

徙自由权 ,只是受到限制和管理而已。迁徙自由

以及进行贸易自由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依然是人类

的自然天性 ,不会因为国家的出现就消灭。于是

在有了国与国之间人口的流动 ,必然要牵涉到国

家给予外国人以什么样的待遇问题。

人类社会早期 ,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

歧视境内的外国人 ,实现歧视性待遇 ,然而一国可

以实现歧视性待遇 ,他国同样可以同等对待 ,于是

表面的从短期看 ,国家可能会从歧视性待遇中受

益 ,长远观之 ,它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有了这样的

经验教训 ,以迁徙自由﹑贸易自由为基本动力的

国民待遇原则就在不知不觉孕育了 ,迎合了现实

困境的需要。

(二 )国民待遇原则的思想渊源之二是

平等的思想

“一切人 ,作为人来说 ,都有某些共同点 ,在

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 ,他们是平等的。”[ 3 ]人

生而平等 ,人渴望平等、追求平等 ,平等是人类的

基本价值目标。在以人与人交往为基础的社会

里 ,人类活动的前提与基础应是平等 ,若无平等作

支撑 ,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无从体现。

前已述 ,人基于迁徙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本性

会导致人口的自然流动 ,在一个国内人与国外人

共同存在的国家里 ,国外人在与国内人的交往中

同样期待以平等为基础 ,若一国不给予国外人以

与国内人同等的法律地位 ,无形中会贬损着人的

尊严 ,这个国家的做法也会遭至他国的相同报复。

同样的 ,基于长远的考虑 ,国家都易于接受以平等

为基石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制度关注的

是人的平等 ,阐发的是自由的思想 ,维护的是人类

的共存。”[ 1 ]

(三 )国民待遇原则的思想渊源之三为

市场经济思想

“国民待遇的实行并非毫无条件的 ,它需要

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 4 ]市场经济是

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的商品经济 ,具有平

等性﹑开放性的特征。平等性意味着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 ,市场参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享有平

等的权利 ,履行平等的义务 ,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是

难以进行公平的市场交易与正常的经济活动的。

开放性则意味着一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开放的姿

态 ,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密切联系 ,经济活动与经

济竞争是全方位和跨国界的。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 ,国

家一般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经济交往

趋于保守和封闭 ,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往往很松散 ,

不频繁。然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

时 ,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 ,不仅要求在一国境内通

商自由 ,而且要求通商的国际自由 ,国家间的人员

﹑物品和资金流动开始频繁。“国民待遇作为市

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准则 ,它根植于市场经济 ,遵循

的是国际间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 5 ]市场经济

孕育了市民社会 ,培养着人们的平等思想与开放

观念 ,市场经济是国民待遇原则产生的最为深刻

的经济土壤。

二﹑国民待遇原则的历史沿革

国民待遇法律概念的初露端倪和成熟定型 ,

是国家间经济与贸易交往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

积累和沉淀的产物 ,它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与整个

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地理环境等各种现

象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生自灭

现象。在古代 ,商品经济尚不发达 ,国家一般以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国家与国家之间基本

处于封闭保守、闭关自守的状态 ,国民待遇原则没

有产生的土壤。无论是在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在封

建社会时期 ,一国对境内的外国人采取歧视性待

遇是一种非常常见与普遍的情况 ,就连私法异常

发达、法律理念异常先进的古罗马亦是如此。

(一 )奴隶制时期

奴隶制时期的古罗马“市民法 ”只赋予罗马

市民以市民权 ,却拒绝给予其他行省的非罗马市

民以市民权 ,不承认外来人口可以在罗马境内享

有罗马市民的同等的各种权利。然而随着时代的

发展进步 ,国家间私人的民商事活动和交流日益

频繁 ,不平等的歧视待遇越来越不适应整个社会

的发展 ,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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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 ,各国逐渐调整了自己对待外国人的

待遇政策 ,于是“国民待遇在 12世纪的汉萨条约

中初露端倪 ”,
[ 6 ]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个城邦

间的商业贸易更加发达 ,国民待遇也更加盛行 ,一

般认为 ,国民待遇原先是欧洲地中海一带的封建

领主给予商团的一种待遇。

(二 )后封建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时期

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后封建主义和前资本

主义时期 ,伴随着欧洲各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国

家体系的形成 ,国民待遇开始被各国采用与确认。

此后该原则不断的应用于欧洲各国的贸易、航运

方面。到 17世纪时 ,已有国家通过双边条约互相

给予对方特定客体的国民待遇。而 1688年 7月

丹麦和荷兰的初步协议 ( Prelim inaryTreaty) ,被认

为是最早的一个有关国民待遇的双边协议。[ 7 ]

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渊源最早可以溯及到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著名的《人权宣

言》。这部伟大宣言的第 1条就宣称 :“在权利方

面 ,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包含了国

民待遇原则的理念萌芽。后来 , 1804年的《法国

民法典 》第 1卷第 1编第 11条首次明确规定“外

国人在法国享有与其本国根据条约给予法国人同

等的民事权利 ”,从而在立法上正式明确地规定

了外国人在民事权利方面享受平等待遇的原则 ,

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待遇原则 ”。

拿破仑曾经征战整个欧洲大陆 ,其军队所到

之处便带去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与法国民法典 ,

法国民法典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据

此 , 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 3条 , 1868年葡萄

牙民法典的第 36条 , 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的第

27条 , 1826年荷兰民法典的第 9条第 2款 , 1811

年奥地利民法典的第 18条以及挪威、瑞典等国的

民法典均规定了类似的“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

待遇原则开始从一国立法扩展至国外 ,逐渐成为

国际法中公认的基本准则之一。

18世纪 ,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 ,生产力获得

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解放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开始对外扩张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

产要素开始在国际间流动。国际间政治、经贸、文

化交往规模不断扩大 ,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在现

代社会中变得日益复杂 ,国际间的贸易争端与冲

突也不断发生。为了协调国际间的贸易争端与冲

突 ,国民待遇制度开始逐渐被国家间双边条约及

多边条约所采用。

到了 19世纪晚期 ,国民待遇原则已常见于大

量的贸易条约中 ,在双边条约中 ,国民待遇原则较

多的适用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协定。

在多边条约中 ,《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简

称《巴黎公约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

公约 》(简称《伯尔尼公约 》)﹑《世界版权公约 》

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等条约都有国民待遇原

则的规定。以著名的《巴黎公约 》为例 ,《巴黎公

约 》第 2条规定 :“在工业产权保护方面 ,一成员

方的国民在其他成员国国内应和该国国民享有 ’

同等的保护 ”。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破坏了

国家间的经济贸易交往和经济联系 ,也沉重的破

坏了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国民待遇原则。

二战后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差

异极大 ,不加区别的一般性适用国民待遇原则 ,会

使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遭受发达西方国

家的经济掠夺。与此同时 ,战后殖民地国家的纷

纷独立亦催生了国际经济法中的经济主权原则的

兴起 ,也使各个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重新审视这

一原则。

一般而言 ,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成熟 ,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 ,因此趋向于普遍支持国民待遇原则 ,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竞争实力及经济发展水

平 ,一般倾向于对国民待遇原则持比较谨慎的态

度 ,更注重通过政策和法律等手段来限制国民待

遇原则的适用来保护本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然而尽管如此 ,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 ,在贸

易与投资自由化理论与实践推动下 ,国民待遇原

则仍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普遍的支持。

国民待遇原则开始在国际贸易领域﹑国际投

资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等各个方面不断深化发

展 ,更加一般化、普遍化 ,而且国民待遇原则也深

深影响了各国的国内立法 ,突出表现在各国对外

贸易法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国际法领域 ,

1995年建立的 W TO ,不仅继承了 GATT第 3条 ,

同时将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 TR IM s、GATS、

TR IPS、GPA等领域 ,使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

和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极大的充实了传统意

义上的国民待遇原则。

仔细审查国民待遇原则法律渊源的演变过

程 ,其似乎还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 :法律关于国民

待遇原则的规定是从民事领域向经济贸易领域而

逐步拓展的 [ 5 ]。传统的国民待遇是赋予与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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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定关系的外国人享有与本国国民同等的民事

权利的一种制度 ,如法国民法典的规定。然而随

着国家间政治、经济贸易、思想文化以及社会交往

等的日益频繁 ,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在现代社会

中也变得日益复杂与多元化 ,由此反映在国际法

实践中 ,国民待遇的含义不断饱满与丰富 ,适用范

围也日益广泛扩展 ,于是国民待遇原则开始从民

事权利范畴扩大到经济贸易领域 ,如国家间有关

经济贸易的双边条约及多边条约的规定。

同时 ,纵观国民待遇原则的整个历史沿革 ,诚

如有些学者所言 ,国民待遇原则的发展可以总结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无条件国民待遇阶段 ,以

1789年发表的《人权宣言 》倡导的自由、平等原则

为依据 ,通过国内法把该原则扩展到外国人在法

国的民事权利上 ,实行无条件国民待遇原则 ;第二

阶段是以互惠为条件的国民待遇阶段 ,以 1804年

《法国民法典 》的规定 ,提出以互惠为条件的国民

待遇原则 ;第三阶段则是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国民

待遇阶段 ,即 1947年达成的《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 》以及后来的 W TO。[ 5 ]

三、结语

国民待遇原则是一种在尊重各国国情前提下

实现非歧视的原则 ,它为各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

关系中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基本理念 [ 8 ]。然而

国民待遇原则的内容与内涵虽然是基本确定的 ,

但其所涉及的有关权利义务等实体性的内容外延

却是一个不断变化﹑动态、与时俱进的范畴 ,随着

时代发展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演变而不断

变化与调整 ,它的外延很难有一个绝对清晰的界

限与范围。通过对国民待遇原则历史沿革的基本

梳理 ,初步揭示其产生发展与成熟的一般过程 ,或

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在未来

的运作趋势。而且 ,在全球化的现在 ,国民待遇原

则的演变史 ,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史 ,国民待遇原

则的国际扩展 ,就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缩影。[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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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 rincip le of national treatment under the W TO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damental

p rincip le of modern multilateral trading which, along with the most2favored2nation treatment p rincip le, compo2
ses the p illar ofW TO non2discrim inatory p rincip le.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 and comp 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 rincip le in time dimension, the p rocess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 rincip le

is analyz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including thoughts origin and his2
tor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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