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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处理与世贸组织关系的三种走向①
  

 

 

拥有 164 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占全球 98%的世界贸易组织由美国亲

手缔造，其最初的成立宗旨是使各成员之间的经济往来有章可循，防止关

税战、贸易战等纷争，多年来在减让关税、遏制保护主义、解决成员贸易

纷争、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具有生命力和持久的多边体制等方面做出了贡

献。美国自身也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获得巨大利益。但继一系列“退群”

活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公开表示，如果世贸组织不做出改进，他将考

虑让美国退出。基于“美国优先”、“自由、公平、对等”等理念，特朗普

政府似乎随时可以让渡其他超主权机制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这并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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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0 
 

 

国第一次与世贸组织“闹矛盾”。自“绿屋会议”发挥的作用变弱，美国历

届政府都在为接受争端解决机制感到后悔，2000 年和 2005 年都有议员提出

退出世贸组织的议案。如今美国一系列加征关税和贸易保护行为正在威胁

世贸组织的地位，而且确实不能排除美国退出世贸组织的可能性，但这实

际上只是特朗普政府处理与世贸组织关系的两种走向。除此之外，美国还

有推动世贸组织改革的可能。 

 

第一种走向：美国不退出世贸组织，不维护世贸组织，也不推动世贸

组织改革，以国内法优先，其单边主义威胁多边贸易体制。 

 

这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美国使国内法凌驾世贸组织规则之上，悍然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第一，滥用 232 调查、301 调查并单方面加征关税。这

不仅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还违背世贸组织建立之时削减关税与贸易

壁垒的初衷，也颠覆各国不得擅自提高关税这一构成战后国际贸易秩序的

基石。今年 3 月，美国在世贸组织货物理事会上遭受包括欧盟在内的世贸

组织成员的联合投诉。7 月，面对美国可能出台的全球汽车关税，美国的

盟友日本也加入到对美国关税政策表示忧虑的团队中。第二，美国专门针

对中国的 301 调查以及豁免多国的 232 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要求对所有成员

国一视同仁的“最惠国待遇”。美国行为还与世贸组织诉讼不能自行采取报

复措施的规则不符，违反“不得单方面报复”规则。第三，美国的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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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争端解决机制接近瘫痪。截至 8 月，世贸组织收到的案件数量是

以往同期争端的近两倍。而美国一方面控诉上诉裁决机制存在问题，认为

上诉机构法官经常违反 90 天判决上诉时间规定，另一方面阻挠世贸组织启

动上诉机构新法官任命的甄选程序，导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连续 12 次

会议未能在甄选程序上达成任何成果，造成争端处理难以正常进行。 

 

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系列行为正严重威胁世贸组织规则及其运行，对

全球经济治理造成较大负面影响。除直接挑战世贸组织规则外，特朗普政

府还造成 2017、2018 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均未在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不同意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入部长

申明，要求用“国际贸易体制”代替“多边贸易体制”。同时，在世界经济

发展动力不足和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导致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抬头，经济全球化遭受

严峻挑战。 

 

特朗普政府行为还将影响全球贸易秩序和运行，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

应链，从而对全球贸易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单边主义政策已给全球经济发

展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加征关税和经贸摩擦升级引发全球范围内金

融市场剧烈动荡。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若美国以其自身利益为上，

大肆用单边行动和双边谈判规避多边体制规则，架空多边体制，各国为保



 
 

 4 / 10 
 

 

障自身利益，不得不高筑关税，落入“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危险境

地，世界将再度进入强权竞争的无序时代，导致贸易和投资萎缩，影响世

界经济复苏。 

 

第二种走向：美国直接退出世贸组织，推行双边主义，或者联合盟友

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各国纷纷提高关税限制进口，采

取保护主义政策，加剧对世界资源的争夺。二战后，美国牵头构建《关贸

总协定》，旨在通过削减关税与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

建立多边体系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在世贸组织 “协商一致”原则

下，各项决议需要各成员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在大量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

组织的局面下，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整个会议的“绿屋会议”可发挥的

作用减弱，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控制力也在减弱，美国在其中推行符合自身

需求与利益的规则日渐艰难。但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往往占据绝对优势，

更容易取得自身想要的结果。近年来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新兴经济体

不断发展壮大，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如果

再次进入双边格局，全球贸易运行将重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失衡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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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特朗普下令起草《美国公平互惠关税法案》，这个由美国多个贸易

主管部门起草的法案希望在未来可以抛开世贸组织进行双边谈判，并为不

同国家设定不同水平关税，且美国已和欧盟、日本等国展开双边对话，并

抛出“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概念。这意味着如果世贸组织

的改革不能达到美国的利益诉求，美国或考虑架空世贸组织，建立以美国

为中心的新秩序。 

 

根据世贸组织《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15 条，“任何成员国都可

以自由退出世贸组织，自世贸组织总干事收到书面退出通知之日起 6 个月

期满生效”。由此可见世贸组织的退出程序并不复杂，全权取决于成员意志，

不存在其他成员干扰的机制。在程序上来看，特朗普政府退出世贸组织只

存在通过美国国会这一难点。 

 

目前世界上尚无世贸组织成员退出先例，也没有重新加入世贸组织的

规则。参考初次加入世贸组织的程序来看存在两种途径。第一是在《马拉

喀什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生效之日已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

方，可以作为世贸组织初创成员，接受该协定并且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方面做出被《关贸总协定》缔约方所接受的减让承诺。第二是通过申请途

径加入世贸组织，申请方政府向世贸组织提交备忘录，论及与世贸组织协

定有关的所有方面，申请方政府与有兴趣的成员政府进行双边谈判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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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随后，工作组提出最终报告，其内

容包括加入议定书草案以及由双边谈判达成的承诺表，提交给总理事会或

部长会议以备通过。如世贸组织成员的 2／3 多数投赞成票，申请方便可签

署议定书从而加入世贸组织。有些国家加入世贸组织需 1~3 年，很多国家

甚至需要更长时间。若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再考虑重新加入会面临巨大的谈

判成本。 

 

若美国选择退出世贸组织，首先世贸组织将失去影响力最大的成员，

需要其他成员适应没有美国的局面，剩下的成员应积极承担责任应对挑战，

积极维护多边规则，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目前欧盟已提出改革的三大关键

领域：更新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以满足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强世贸组

织监督作用；摆脱争端解决机制目前的僵局。加拿大、中国、日本也对世

贸组织改革采取了积极措施，已提出或正在酝酿改革设想。 

 

其次，没有了美国的反对，世贸组织三大核心功能的谈判机制和争端

解决机制在经历了长期停滞和瘫痪后，各世贸组织成员很有可能在长期谈

判无果的情况下更有效率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对于完全摆脱了世贸组织规则束缚后的美国，各国无力再以世贸组织

规则约束美国行为，脱离约束后的美国可以随意使用其国内法调查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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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他国加征关税，提高非关税壁垒，从而阻碍全球贸易运行。 

 

第三种走向：美国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除上述两种走向，还存在第三种走向：美国继续留在世贸组织并推动

世贸组织改革。 

 

在没有完全和各国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之前，美国退出世

贸组织将使得自身消费者面临物价上涨的局面，美国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将被削弱。最终会导致自身经济增长减缓。美国和欧盟、日本虽就缓和

当前紧张的贸易关系已达成部分共识，但不意味着美国和欧盟已经签署了

任何关税减免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耗时耗力，

落实成效还需时间，这些进展短期不会颠覆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上的

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日自贸协定、欧盟在光伏产品上向中国发出“零

关税”信号等行为可以看出，在美国的双边压力之下各国也在采取措施。

同时，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意味着美国将全面放弃在多边场合所做的所有开

放承诺，全面公开撕毁协议，这种行为将严重影响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尊严

和信誉，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建制派未必会接受，国会一关也很难通过。 

 

世贸组织确实面临新一轮改革的迫切需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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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对世贸组织改革的三个领域：效率低下、运行不透明、

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美国近日绕过世贸组织寻求单边制裁，放言世贸组

织应注重美国贸易利益的行为可被理解为在敲打世贸组织按照美国经济贸

易利益来改革。近日，美国联合欧日共同讨论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三方 9

月 25 日在纽约召开部长级会议，就补贴制度、扶持本国特定产业的国家进

行约束制裁，同时寻求组建一个工作组制定应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全球规则。

世贸组织也与美国开启改革方面对话，目前形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

展。作为当初多边贸易体制最初的设计者和主导方，美国绝不会轻易在世

贸组织改革的重要关口放弃参与，只有美国在对世贸组织改革失去信心的

前提下才有可能选择退出。 

 

尽管美国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进程讨论，但也不会完全放弃“美国优先”

和单边主义保护行为，美国参与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仍建立在能够为

自身谋求更好利益的基础之上。如若美国诉求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则在

美国推动下，世贸组织改革效率将会大大提高，推行更加顺利，但在“发

展中国家待遇”、“协商一致原则”、知识产权等方面较现状而言将削弱对弱

势经济体权益的保护程度。若谈判中美国利益得不到满足，谈判很有可能

又陷入僵局，即使顺利，164 个成员会仍需时间审议适应当今经济形势的

多边协定与体制改革。 

 



 
 

 9 / 10 
 

 

从规则层面来看，多边体制的改革和升级，具有长期正面意义。经过

了 23 年的运行，世贸体制亟需在理念、规则、运行上与时俱进甚至是防患

于未然，各国现在对世贸组织的改革目标集中在透明、效率、监管这几点，

也需在数字贸易、国际投资、国内法规、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商业秘密

等方面尽早实现规则现代化。如若新规则的建立能够顺利谈判落实，对于

新时代下多边经贸规则的维系具有正面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

全球贸易的良好运行，减少必要的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 

 

在上述的三种走向之中，第一种走向的负面影响最大，既在规则上威

胁多边主义，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提出挑战，对

全球经贸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第二种走向的负面影响次之，各国已对世贸

组织改革提出设想，除美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已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讨

论，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并不会使世贸组织、多边体制覆灭，反而可能使剩

余成员有效达成更有利于剩余成员的决议与改革。但美国脱离世贸组织约

束可以随意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会对全球贸易运行带来负面影响。第三种

走向的负面影响最小，甚至可能在有限妥协中构建更有效的世贸组织规则，

并起到正面作用。在三种走向中，短期内，美国还是会停留在第一种走向

中，但长期而言，很大可能会过渡到第三种走向，即推进世贸组织改革。

但第二种走向不得不防，各国应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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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当前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处理与世贸组织关系的走向将面临

三种可能，三种走向有不同的影响。无论如何演绎，都将从不同方面与程

度影响世界贸易规则及全球贸易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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