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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世纪以来, 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有力地推

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对于那些愿意并能够利用世界市场机遇、应对挑战的国家来说，

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促进了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最充分地体现了逐步对外开放与有效

对内政策相结合的优势所在。 

 

 全球经济运行良好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管理体系，它不是只有富国才能加入的俱乐

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愿意接纳新的成员，特别是南半球的国家，这样才能保证南

北半球在人均 GDP 水平上渐趋一致。 

 

 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因为缺少这样的一个体系，新兴国家未能实现一体化：一战前，

新兴的工业化德国与老牌工业国在商品供应和市场分额上进行竞争；一战与二战期间，

德国、日本和苏联互相竞争，彼此进行贸易报复和竞争性货币贬值，最终导致国内关系

日趋紧张，冲突升级。 

 

 1945 年起逐步建立了包括三个支柱的经济体系： 

 

 贸易：关贸总协定（GATT） 

 

 金融：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 

 

 确定准则：在多数领域主要通过联合国系统确定核心劳工标准、环境、卫生、知识

产权保护等准则 

 

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体系，因为： 

 

三个支柱之间缺乏一致性，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总体协调机构； 

 

金融支柱缺少资源，而且因为其建立基础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单一发展模式，有关

概念范围过窄； 

 

确定准则的支柱发挥作用过小，也不够及时，部分归咎于联合国取得的共识有限；

而且由于联合国缺少执行的强制力，所以多数情况不具约束力； 

 

但贸易支柱，即 WTO，虽然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但却是最先进的。 

 

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南北差距依然存在，所以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成

功地接纳了新成员仍有争议。但贸易支柱在此方面做得较为出色，这主要得益于东亚特

别是中国的贡献。 

 

但我们不能自满。是否能防止重大危机特别是防止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危害是判断一

个体系成功与否的标准。这样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成功的。但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如

果出现世界性的危机，该体系是否具有韧性，合作是否能占上风，各国是否能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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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合理分担风险；又或是各国退回到封闭的状态，在国内、地区和世界市场上造成

多米诺骨牌效应。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困难发生的时候如何对待新成员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我

们应牢记，正是为了确保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反 WTO 基本原则，才有了最惠国

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 

 

中国加入 WTO 对于中国和所有 WTO 成员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它使得世界出现了新

的联盟。坎昆会议体现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从联合国体系里传统的 77 国集团加中国

的模式演变为 20 国集团和 90 国集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内部的分歧和利益的差

别。 

 

对于中国为何选择贸易多边主义有形形色色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是有道理的，也

足以说明了中国如何实现飞跃，确保了在新兴经济体中的贸易领导地位。以下列举一些

解释： 

 

中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实行经济改革的动力； 

 

中国内部不同机构、部门、地区之间利益不同，相互倾轧，阻碍中国在国际分工中

占据更为有利、更有潜力的地位，中国要遏制这种现象； 

 

中国加入 WTO 可为中国的出口地位提供法律保障，特别是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取消

纺织品配额后更是如此。 

 

对于中国是否正在实现对于入世的期望，中国同事和朋友最有发言权。但如果有人

说中国入世代价太高，对于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 

 

坦白说来,这并不是 WTO 成员的看法: 可能中国入世是代价高昂, 但却在中国能力

所及的范围内，而且使中国受益良多。对 WTO 成员来说，中国入世就象羊圈里来了只猛

虎，但又要信任这只猛虎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对两方来说这都是大胆的举动，但却是

公平的交易，也是前途无量的创举。 

 

最终中国成为了 WTO 的正式成员，使得该组织成为了真正的具有多边特征的多极组

织。中国幅员辽阔，出口和 FDI 增长之快前所未见，它已经可以在 WTO 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在 WTO 进程的关键时期成为

连接南北的桥梁，因此中国可以在重启多哈发展议程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 

 

中国是否能够和愿意全面认真履行其入世义务和过渡期承诺对于巩固中国在该组

织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对中国、美国和欧盟来说，成为 WTO 主要成员意味着不能跨过黄线。这三方是该组

织的主要支柱和信誉度的守护者。 

 

因此我们必须遵守规则，如有必要，必须遵守争端解决机制的决定。 

 

在中欧贸易关系上，有三点值得关注： 

 

目前为止中国是可靠的伙伴，对此欧盟十分赞赏。中欧之间确有问题，但通过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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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磋商已解决了这些问题。 

欧盟十分重视中欧快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中欧贸易 2003 年增长了 40%，总额达 1350

亿欧元，欧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中欧贸易中欧盟赤字达 550 亿欧元。拉米

曾多次说过，对于欧中贸易欧盟没有采取重商主义的观点。我们只是希望中国了解，重

商主义无益于中国。中国的海外采购团表面看来违背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让我们想起了

以物易物时代的做法。 

 

欧盟将与中国建立广泛、积极的贸易议程作为其工作重点，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标

准、投资等领域。 

 

欧中之间有如下实际和潜在的贸易摩擦与争端。在访华期间，欧盟贸易委员拉米与

副总理吴仪及商务部长薄熙来讨论了这些问题。 

 

1． 建筑业：终止外国建筑商地位； 

2． 通过高额许可证收费限制出口； 

3． 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执法不力； 

4． 计算机预订系统 

5． 金融服务领域：限制开设新的分行；过高资本要求； 

6． 汽车：是否有可能建立独立分销网络； 

7． 贸易经营权的限制； 

8． 快递服务的限制； 

对上述欧中之间实际和潜在的贸易摩擦与争端有三组解释： 

 

1） 对 WTO 规则有不同的诠释。可通过磋商加以解决，无须成立专家小组来判定在

诠释上的分歧。 

 

2） 中国市场内部主体众多带来的内在困难。但在 WTO 框架内，中央政府负责履行

中国入世的义务与承诺；任何内部利益集团都不可越位。 

 

3） 对于半导体行业和其它新兴行业，特别需要有“政策空间”。 

 

虽然我并不相信新自由主义思想，我还是必须承认我很支持这种说法。１９世纪末

美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及近代韩国和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中的经

验和教训表明市场与政策要有正确、复杂的结合，包括要有直接的国家干预，这样一个

新兴国家才能奋起直追。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权利逐步建立完全多样化的经济，这样中国能有自己独特的

发展模式，为其贸易伙伴提供稳定并不断壮大的市场，同时通过建立更多的中小型企业

和中产阶级，在国内更为公平地进行财富与收入的分配。 

 

但问题是在不违背ＷＴＯ惯例的前提下，ＷＴＯ是否提供了这样的政策空间？ 

 

答案是肯定的。和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相反，ＷＴＯ并不推

行基于美国经验的单一发展模式。它可以容纳多种模式，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欧盟的社会市场经济都被包括在内。 

 

ＷＴＯ允许新兴经济体采取一些政策手段来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和服务业基础

的多样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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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业产品标准：中国可根据在卫生、消费者保护和环保方面的优先考虑建立自

己的标准。 唯一的要求是标准必须适当、合理，可以实现公共目标，同时不具有歧视

性。比如中国可以决定３Ｇ的技术标准、京沪高速铁路采用何种技术、实行产品标签制

度（中国的强制认证制度）。 

 

２． 农业产品的卫生措施：中国可自主决定和执行卫生措施。例如中国可决定依据

科学证据禁止进口外国产品（如在亚洲禽流感时期）、对转基因食品附加条件、要求产

品附标签以便消费者了解有关信息。 

 

３． 对服务业的国内监管：中国可对服务业实行自由监管以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提

高服务效能、保护消费者等，也可确保电信、交通、邮政、能源等服务业继续履行公共

义务。中国可建立一种有利于消费者的以品牌划分的汽车分销系统，但在各品牌中不应

区分进口车和本地车。中国可以设定自己的要求以保护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４． 城市规划和土地政策：中国可自主决定城市规划政策及在何处设立大型零售分

销商。中国同时可以决定划分城市与农村的标准和在何处设立工业开发区。 

 

５． 税收：中国可自主决定其税收制度，特别是对企业赢利的直接征税，以此实现

其工业政策目标，但对外国企业不应采取歧视性税收政策。 

 

６． 政府采购：应遵守透明度规定。中国可利用公共采购来推动某一特定行业的发

展。 

 

７． 农业发展：中国可采取措施，如最近执行的减低农业税的政策促进并维护农业

发展。 

 

８． 定价政策：中国对于重要产品，如药品、石油、粮食、交通等，可建立强制性

定价； 

 

９． 研发：中国可通过研发促进半导体等特定行业的效率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１０． 一般性例外：中国可援引ＷＴＯ标准一般性例外来暂时免除ＷＴＯ义务。 

 

１１． 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包括其汇率制度的选择和与美元的挂钩，Ｗ

ＴＯ不能左右中国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意义重大，加强了ＷＴＯ制度建设，扩大了其地缘影响。

对中国来说，入世意味着坚定不移地实行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对整个世界来

说，中国入世意味着多边贸易体系真正转变为多极的体系。 

 

中国和欧盟都致力于多边主义，因为这是国际合作、和平与安全的正确框架。通过

基于共同规则的贸易和自由化，我们将可以支持有利于可持续平等发展的国内政策，从

而消除世界不安全因素的根源，促进世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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