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 BIT 谈判的标杆意义1

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在诸多经贸、金融领域存在最大差

异的两个经济体。这种差异性往往会伴随着矛盾和分歧的出现。在全球经济

治理领域当中，中美分歧往往成为最终的焦点。

就在去年的今天，2015 年 9 月 5 日，当 TPP 谈判在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协

定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很快就发表了声明：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

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就在 TPP 谈判如火如荼进行的

过程当中，深谙游戏规则的美国经济学家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明路：中国欲想

加入 TPP，必先和美国谈双边投资协定(BIT)。

中美 BIT 谈判成果的标杆意义

而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酝酿过程中，两党的候选人希拉里、特朗普都

在大力反对 TPP，奥氏力推的 TPP 协定在国内遭受巨大阻力。TTIP 在欧洲那

边也进展不利。眼见 TTIP 的楼要歪、TPP 的楼要倒，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美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倒是谈起来了。

2016 年 9 月 3 日，参加 G20 杭州峰会的中美元首举行会晤，达成了一系

列重要共识。尤其是“中美双方确认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成果。”看

来多边协议的变数实在太多，生得艰难、死得随意，还是双边谈判更加靠谱。

1 本文已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发表于《澎湃》。

G D P

全球发展展望

Glob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

徐奇渊

Policy Brief No. 16.020

Sep.9, 2016



2

中美 BIT 的谈判成果，其意义不仅限于中美双边。作为两个规模最大、

而且差异性也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如果能进一步谈成双边投资协定，这本身

就具有标杆性、模板性的意义——中美都能谈成，那么其他国家的分歧也不

是那么难以解决。

因此，以中美谈判成果为标杆，完全可能进一步扩大成为包括其他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协议。未来各个领域的国际协议、国际规则，

会否走向这种磋商模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中美 BIT 可能就是一个起

点。

中美就汇率共识的再进一步

此外，中美还就各界关注的汇率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中美双方共同

重申在 G20 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的

目的来盯住汇率。”事实上，这与 2016 年 2 月末上海 G20 会次之后发布的

《G20 公报》表述完全一样，也和 2016 年 6 月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

架的成果表述一致。因此，这一共识主要体现了美方的关切，以及对这种关

切的进一步强调。

目前，尽管中国总体国际失衡较危机前有显著改善，但是在美国 7000

多亿美元的国际收支失衡当中，仍有一半左右逆差来自中国。因此，美方一

直保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切，这和年初美国财长多次提及人民币不会大

幅贬值是一致的。在成果清单当中，中方的回应是：“中方强调人民币不存

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该表述也同 6 月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一致。

各种表述放到一起，表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有共识：人民币汇率要保持

总体稳定。除了上述陈词之外，中美又新增了一点共识——“双方认识到清

晰地进行政策沟通的重要性。”与上海 G20、成都 G20 会议当中的“就外汇

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形势）密切讨论沟通”相比，中美又向实际协

调迈进了一步。这表明，中美就汇率问题的共识，可以进一步落实为相应的

政策沟通，并且以相应的沟通结果作为实际支持。

G20 结构改革议程的落实关键看下面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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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峰会的主席国，无疑对议程设计、推进共识具有重要作用。在 G20

平台中，有一个三驾马车的机制设计，当年主办国、前后届主办国，这三个

国家都将深度参与到当年的 G20 各项事务中。对中国而言，2015 年主要任务

是筹备，2016 年是执行，2017 年则主要发挥督促和进一步推动的作用。

中国充当三驾马车，增强了各界对杭州 G20 峰会的预期。今年 G20 杭州

峰会的最大亮点是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这也是中国主导下的增长稳定框架

组，凝聚各方共识、精心准备的成果。而 2017 年接棒 G20 主席国的德国，

正是最为推崇结构改革的国家。德国传统上对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就非常保

守，与此同时，德国在欧元大幅贬值背景下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国际

社会面临财政扩张的政策压力。但德国面对这种扩张财政的压力是不情愿

的，显然逆差国的结构调整更具有根本性。

因此，德国作为结构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将会在 2017 年进一步推动深

化结构改革的议题，该议题预期将与杭州峰会具有很好的承接，甚至递进关

系。同时，德国也可能借 G20 结构改革议题来推动对欧洲内部一些问题的关

注。

而早在 2015 年，以及 2016 年杭州峰会之前，德国（智库）就很有预见

性地与中方在主要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这无疑也将使 2017 年的 G20 主

要议题更具有延续性。

但是到了 2018 年，阿根廷将成为主席国，其制订议程、协调分歧、凝

聚共识的能力可能相对较弱，届时中国也将退出三驾马车。2018 年，德国作

为三驾马车之一，将继续站岗发挥最后的作用。再后面，就要看 2019 年的

主席国如何接棒了。希望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忘记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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