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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巴厘岛时期国际贸易规则治理走向何方? 

 

2013 年 12 月 7 日，举世瞩目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巴厘岛部长级会议胜利落幕，经过多天的讨价

还价，几乎夭折，终于达成了“巴厘一揽子协定”，这是 WTO 成立以来首份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实现了

18 年来多边谈判的“零突破”，也是多哈回合谈判 12 年僵局的历史性突破，意义重大。“巴厘一揽子协定”

是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共包括 10 份文件，内容包括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关程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

食安全问题上具有更多选择权、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贸易等内容。 

这份协议挽救了 WTO 的困境，恢复了 WTO 的信誉，避免了 WTO 被边缘化或被架空，丧失全球贸

易治理机构的地位，关系到 WTO 体制的前途和生命力。然而，如今 WTO 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并未消除，

其自身发展的顽疾也未改变，后巴厘岛会议时去，WTO 能否重拾权威，能否维持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者的

核心位置仍是不小的问号。 

WTO 效率低下，核心内容困难重重 

1993 年 12 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WTO，1995 年 1 月

WTO 正式成立。2001 年 WTO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多哈回合谈判，旨在塑造更公平的国际贸易环

境，达成跨部门和跨问题的多层次协定，坚持开放的贸易体制，谈判涵盖了农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

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和主题。多哈回合至今已经历了六轮谈判，时间长达 12 年，过程曲折，一度停滞，

难度极大，谈判的难点和焦点体现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构建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政策上的尖锐矛

盾。 

Jan 6th,2014 

张琳  zhang-lin@cass.org.cn 
 

 



 

 2 / 4 
 

表 1  WTO 历次部长级会议内容列表 

时间、地点 会议 内容及结果 

2001 年 11 月多哈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启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2003 年 9 月坎昆 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对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进行中期评估；讨论是

否启动“新加坡议题” 

2005 年 12 月香港 第六次部长级会议 已发展国家将于 2013 年取消所有补贴，当中

棉花补贴将于 2006 年率先取消，在 2008 年

为最不发达国家 97%商品提供免关税及免配

额等优惠；将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谈判限期

定于 2006 年 4 月 30 日。 

2009 年 11 月日内瓦 第七次部长级会议 各成员仍末达成共识 

2011 年 12 月日内瓦 第八次部长级会议 批准俄罗斯加入 WTO 

2013 年 12 月巴厘岛 第九次部长级会议 巴厘一揽子协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本次巴厘岛会议达成的三项内容为贸易便利化、农业以及发展相关的议题。贸易便利化，加强海关与

其他机构合作，简化清关手续，是“新加坡议题”1中到目前为止唯一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的内容，兼顾

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农业议题难度最大，本次谈判从最易达成的内容突破，评论普遍认为是

为了收获“容易采摘的果子”。发展问题涉及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支持措施。可见，此次巴厘岛协定更

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张，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话语权的提升。 

另一方面，“容易采摘的果子”协议达成尚且如此艰辛，未来更是困难重重，下一轮谈判触及贸易议

题核心内容，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会依然存在，难以撼动。同时，谈判周期

过长，成果不甚显著，也令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效率倍受质疑。 

巨型 FTA 的挑战，区域性大国集团的冲击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全球向 WTO 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575 个，其中有 379 个 FTA 已经签署或

生效执行。其实从 WTO 建立以来，全球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区 FTA 的数量就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进入 2010

年后 FTAs 的增长尤为显著（图 1）。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关系，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探讨，究竟是“绊脚石”或“垫脚石”

作用，研究结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是，WTO 所受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WTO 面临着被架空、被边

缘化的威胁。这绝不仅仅是因为 FTA 数量的增多，更是缘于巨型 FTA 的出现。欧盟、日本、美国之间启动

建立 FTA，地区性大国为核心的区域集团冲击着传统的 WTO 地位，WTO 的价值被削弱。 

 

                                                             
1
 “新加坡议题”即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便利化等议题。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2%E7%99%BC%E5%B1%95%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5%8F%91%E8%BE%BE%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7%A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93%88%E5%9B%9E%E5%90%88%E8%B2%BF%E6%98%93%E8%AB%87%E5%8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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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效执行的 FTAs 个数 

资料来源：WTO RTA Database.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于 2009 年 11 月由美国正式提出并迅速发展壮大。目前 TPP 谈判国已

扩至 12 个，GDP 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40%，贸易额也超过全球贸易的 40%。TPP 谈判的主要内容包括：关税、

知识产权、竞争、政府采购、环境环保、监管壁垒、劳工权利等。TPP 没有按预期在 2013 年年底达成协定，

下一轮谈判预计在 2014 年年初。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始于 2013 年 6 月，当前 TTIP 已经完成了第三轮谈判，

内容涵盖了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投资、服务、监管一致性、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TTIP 一旦达成，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世界贸易额的 1/3，全球 GDP 的 1/2，涉及人口 8 个多亿。2013 年 3

月，欧日“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也正式启动，一旦建成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三分之一，仅次于 TTIP。 

 

图 2. 大国推动的区域一体化 

资料来源:根据资料作者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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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WTO 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利益主张得以支持；TPP 和 TTIP 则完全体现了以

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利益，突出其对国际经济规则和贸易秩序主导权的控制。TPP 和 TTIP 主要面向高

收入、中高收入国家，提出了“高标准”、“高度自由化”的新时期贸易规则。当前 TPP 和 TTIP 成员国共

39 个，约占 WTO 总成员的 1/4，占全球经济总量约 60%，并且不排除今后扩容的可能性。如此，WTO 未

来是否将成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成员俱乐部，或只是一个仲裁解决机构？显然，缺席美、欧、日大国在

内的 WTO，坚守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核心地位将成为空谈。 

   贸易规则新议题的“另起炉灶” 

从谈判议题来看，TPP、TTIP 涉及更多新的贸易问题和规则，推行的投资保护、市场竞争政策、政府

体制透明化、阻止企业垄断等，都是“新加坡议题”下发达国家关心和主张的问题；劳工标准、环境保护

等也同样由发达国家提出过。这些问题早在多哈回合启动之初就曾设想将其纳入谈判的内容，但多数国家

认为推行的条件不成熟，这些标准可能会引起新的贸易保护壁垒，可能将发达国家的单边标准强加与发展

中国家，因此，被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新议题和高标准在 WTO 多边体制中推动存在障碍，于是以美国

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另起炉灶”，在双边和区域的自贸区平台中进行谈判，意图建立起有利于美欧等发达经

济体的新时期贸易规则。 

一旦新的自贸区协定达成了贸易新议题的规则和标准，而 WTO 框架下对于这些问题的标准和处理规

则为零，那么 WTO 将丧失其国际贸易规则治理的唯一核心地位，而 TPP、TTIP 也将成为“WTO Plus”，这

一变化对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将产生深远影响。 

可见，后巴厘岛会议时期，WTO 任重而道远，是否能够抵御压力，维持重拾其权威性？未来是否可

能会形成 WTO 和 WTO Plus 分庭抗礼的局面？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在未来的国际经贸

治理格局上，个人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双边自贸区和区域一体化组织越来越多，整合不同的自贸区，避

免贸易规则碎片化，是 WTO 维护其核心治理地位的重要举措，也是 WTO 谈判的重要突破点；第二，中

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体制的构建，通过多边、双边、区域的博弈，选择进而参与构建有利于本国

发展、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台，建立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标准。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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