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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①
  

 

 

6 月 28 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以清

晰的数据展示了中国全面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基本事实，全面

回顾了中国长期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所做的坚实努力，客观总结了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详细阐明了中国进一

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发布的关

于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报告。入世 17年以来，中国以身作则坚

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积极行动促进世界贸易组织实现其宗旨，

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①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光明日报》，201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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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 WTO 基本原则 

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体现了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非歧视性原则要求一成员在实行某种限制或禁止措施时不得对其他缔

约成员实施歧视待遇。中国遵守国民待遇等世贸组织原则，对外商投

资企业改革方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公平公

正地对待所有市场主体。 

更加开放的原则提出降低贸易壁垒是促进贸易的最重要方式，这

些壁垒包括关税、进口限制措施、配额等量限制措施。中国坚持通过

开放发展，实现互利共赢，通过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来分享收益，

反对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倡导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共迎

挑战。 

可预见性和透明性原则倡导创建稳定的预期的经营环境，让外国

的公司、投资者及政府应该确信其贸易伙伴的贸易壁垒不会随意提高。

中国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等形式，定期发布贸易政策。全

面而认真地履行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义务，中国按照要求定期向世

贸组织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的修订调整以及实施情况，

中国构建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来促进外国投资，提升就业，增加法律

的透明度。 

更具有竞争性原则反对影响市场竞争的行为，中国取消了对纺织、



 
 

 3 / 7 
 

 

服装和鞋类、先进材料和金属、轻工业等出口企业提供的补贴，从突

出技术、品牌、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角度，构建竞争新优势，推进市场

有序运行。中国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促进生产要素和中间

产品的流动的管理机制和程序；采取多项措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促进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商务部加强市场监

管，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有利于促进要素在国际和国

内两个市场的有序自由流动。加快推进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

改革，完善竞争政策，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完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加强对外贸易救济推进反垄断立法、执法，促进

和维护公平开放的市场秩序。未来的发展中，应继续顺应全球贸易规

则向高标准、边界内的演进的趋势，促进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规

则，特别是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环境保

护等领域国际新规则的要求。 

构建对不发达国家更友善的经济环境原则。WTO 支持市场开放，

但认为贸易自由化需要有调整的过程，允许通过渐进式自由化来逐步

调整，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适应期。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中约四分之三

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些国家在执

行贸易规则方面给予了时间宽限度。中国支持这一原则，反对不考虑

经济发展程度的绝对的对等贸易原则。 



 
 

 4 / 7 
 

 

保护环境原则。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采取措施来保护环境，但

WTO 规定这些措施必须对本国居民和外国商人同等对待。而不能将这

些措施变成一种隐性的贸易壁垒。中国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 WTO 的环境商品谈判。 

 

促进 WTO 实现其宗旨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相伴前行。从 1986

年复关开始，中国在争取复关和入世进程中，通过自身的开放，对全

球贸易自由化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1 年入世以来，中国的开放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推进世贸组织的发展

稳步前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中国通过内外

联动，加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推进全球

贸易企稳回升，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发展目标，

为促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贡献力量。 

目前世贸组织有 164 个成员，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 98%，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世贸组织的主要功能是构建国家间的全球贸易规则，

确保贸易流动尽可能的平稳、具有预测性和自由流动，从本质来看，

世贸组织是促进各个成员政府来解决其所面临的各类贸易问题的场所。

世贸组织是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其主要目的是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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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降低贸易壁垒。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2017 年出口额

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 12.8%，进口额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的 10.2%。

中国履行入世的开放承诺，目前货物关税总水平比 2001年下降了 5.5

个百分点，为 9.8%，非关税壁垒显著降低，服务贸易开放承诺在 2007

年即已全部履行完毕。 

世贸组织是推进成员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论坛，其首要的目的是

促进贸易的自由流动，在制度上探讨消除贸易壁垒的方式，同时确保

贸易规则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中国全面参与多哈回合贸易便利化、

农业出口竞争等各项议题谈判。2017 年第 11 次部长级会议上，各方

在渔业、补贴等四个方面达成共识。中国积极参与诸边协定谈判，推

动世贸组织适应全球经贸发展新形势对多边贸易规则创新的需求，推

动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等新议题的谈判。2017 年 2 月世贸组织的《贸

易便利化协定》生效，这一协定的实施将使全球平均贸易成本降低

14.3%。中国在推进《贸易便利化协定》达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

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尽

快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建议，为促进协定完成各国国

内审批程序，尽早生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信息技术协定》是 WTO 框

架下的诸边协定，达成至今已经有 20 年的时间，中国于 2003 年正式

加入《信息技术协定》，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推进消除信息技术产

品的关税。2015 年 12 月世贸组织扩大《信息技术协定》产品范围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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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参加方发表《关于扩大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声明》，宣布就扩

围谈判达成全面协议，中国积极参与扩围谈判，显示出推进开放的决

心。 

世贸组织是各成员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场所。在贸易往来中，经

常会发生各方的利益冲突，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协调贸易冲突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遵守 WTO 的规定，维护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

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世贸组织构建了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世贸组织框架下各成员所进

行的贸易谈判确定了国际商务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具有合约的性质，

中国依据相关规则来规范自身的行为，遵守规则，积极推进经济全球

化，认真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维护世贸组织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

重要地位。近年来，世贸组织加强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能力建设。

中国积极响应世贸组织“促贸援助”等倡议，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目标，通过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行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

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在新的目标引领下，

中国将继续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促进多边贸易体系的创新和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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