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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振宇１

（１．商务部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本文介绍了“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化，探讨了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

巨大挑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 提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所需满足的几

个前提条件，并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计划；加强与金

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四个方面阐

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２－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２；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７。
作者简介：孙振宇（１９４６—），男，河北丰润人，商务部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多边贸易体制、全球经济治理、新兴经

济体合作。

一、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指明方向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始终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

量。”２０１７ 年我国两场主场外交，５ 月北京“一带

一路”峰会与 ９ 月厦门金砖峰会都获得了巨大

成功。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大大提升。 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多种场合

指出，中国将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
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中国将更多地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

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二战”以来，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主导

全球经济治理的超级大国。 应当承认，战后的

国际秩序的确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

贡献。 战后成立的联合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即世界

贸易组织（ＷＴＯ）的前身，成为对战后全球经济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象征。 同

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国际秩序仍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尤其在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关注和处理

方面不够得力。
总体来看，“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发生在 ７０ 年代初

能源危机导致美国重大违约，美元脱离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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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国际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不再以国内黄金

储备为支撑。 美国“一超独霸”地位开始受到欧

盟、日本的挑战，呈现出以美欧之间、美日之间

的竞争与贸易摩擦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局

面。 美欧之间的汇率之争、农产品贸易之争，包
括农产品中的荷尔蒙问题、香蕉贸易等争端案

件与美日汽车贸易战以及导致日本失去 ２０ 年

发展机遇的“广场协议”成为当时经济全球治理

的主旋律。
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亚

洲金融危机期间，ＩＭＦ 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提出

比较苛刻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从亲身经历中认

识到当本国经济遇到困难，需要国际社会援助

的时候，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往往把他们的

一套价值观强加给受援国。 提供贷款的前提条

件包括开放市场、紧缩财政，以及国内治理措施

等方面的要求，使受援国经济雪上加霜。 从而

导致反经济全球化呼声一度高涨，西雅图贸易

部长会、坎昆贸易部长会的失败，都与发展中国

家不满“华盛顿共识”给他们带来的挑战有关。
这一时期召开的 Ｇ８ 峰会，达沃斯论坛等都免不

了遭遇大批群众反全球化的抗议和示威。 伴随

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多

边贸易谈判中，美欧联手主导谈判进程的局面

受到挑战。 “多哈回合” 之所以成为 “发展回

合”，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团结博弈的结果。
第三次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

国家的一套经济治理理念与模式进一步遭到质

疑。 Ｇ２０ 峰会机制的建立，标志着由美欧等西

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过渡到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治理的阶段。 以金砖国家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

Ｇ２０、ＡＰＥＣ、亚欧峰会等平台，在制定国际规则

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Ｇ２０ 峰会机制的建立，也反映了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从“一超独大”演变为“一超多强”的

客观现实，标志着发达国家单独左右全球经济

治理重大问题的时代已告结束。 世界进入了一

个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新兴经济

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的提升，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

平公正均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

作用的几个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

挥引领作用至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１）强大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

力）；（２）要占领道义制高点，要在国际事务中有

担当，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得道者多助，这样

才能争取更多的同盟军；（３）有强大的国内智库

的支撑，有高素质的谈判专业人才，能出新思

路、新理念，具备提出新议题的能力，能拿出具

体建议方案；同时在国内拥有经过实践证明可

行、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才可能得到其他成员

的广泛支持。
我们国家在这三方面都在努力缩小差距。

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很快，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

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取得长

足进展。 在软实力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
在占领道义制高点方面我国的表现可圈可点。
中国在历次 Ｇ２０ 峰会和今年北京“一带一路”峰
会与厦门金砖峰会上凸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

形象。 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在力挺经济

全球化方面体现了团结协作精神。 在智库建设

方面，我国近几年也有长足进展。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等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大学的智

库建设也发展很快，我们自己培养的谈判专业

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壮大。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面临的挑战

　 　 去年以来，以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当选美

国总统为代表的反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一些学者总结特朗普执政纲领有“三要六反”。
“三要”即：要制造业回归以增加就业，要搞基础

设施建设以振兴美国经济，要增加军费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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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强国地位。 “六反”即：反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
ＴＡ），反奥巴马医改，反非法移民，反气候变化协

定，反经济全球化。 最后一条反经济全球化对

全球经济治理与世界各国都形成挑战。 美国退

出《巴黎协定》，最近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并且威胁如果 ＷＴＯ 今后在争端解决案件中作

出对美国不利的裁决，不排除退出 ＷＴＯ 的可

能。 这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 ＷＴＯ 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世界

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颠覆这个多年形成的多

边贸易体制，因为 ＷＴＯ 已经形成各个成员都能

接受的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并具备比较成熟

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没有这个体制，必将会严

重影响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多边贸易体制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目前还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替代 ＷＴＯ，它每年发布

监督 Ｇ２０ 成员出台贸易措施的报告对抑制贸易

保护主义也有一定成效。 虽然在谈判制定新规

则方面比较滞后，“多哈回合”谈判仍有许多剩余

议题没有进展。 但是在 ２０１３ 年巴厘岛贸易部长

会上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 今年已经得到超

过三分之二的成员批准并开始实施。 根据 ＷＴＯ
秘书处预测，这项协议的全面实施可以降低

１４ ５％的贸易成本，全球每年可以新增 １ ２００ 万就

业机会，增加 １ 万亿美元的贸易额。 ２０１５ 年内罗

毕贸易部长会期间达成的关于农产品出口补贴

开始实施，信息技术产品协议（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ＩＴＡ）扩围谈判协议的达

成都说明 ＷＴＯ 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ＩＴＡ 协议

涉及全球 １．３ 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信息技术产品中

大部分产品的零关税安排，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重大贡献。 最近结束的阿根廷贸易部长会成果

略显单薄，仅在一些个别议题上制定了工作计

划，部分成员就一些新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但
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成员贸易部长都重申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为最

不发达国家举办的圆桌会议成为亮点之一。
我们相信美国企业界、精英阶层与广大民

众对多边贸易体制是认同的。 美国退出《巴黎

协定》的立场在国际上遭到孤立。 在 ２０１７ 年越

南岘港 ＡＰＥＣ 领导人会议上，各成员领导人共

同表达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 最近，
ＷＴＯ 前任总干事拉米（Ｐａｓｃａｌ Ｌａｍｙ）指出：“特
朗普反对全球贸易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如果

措施过多的话，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 美国

商界、民主党及国会不会让他为所欲为。”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生活的

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我们不能因现实复

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毋庸置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将继续

凭借其依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

确保它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继续谋求主

导全球治理的议程与维护现有的世界范围内的

既得利益。 当然，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的广泛

合作仍有相当大的潜力和空间。 特朗普最近对

中国的成功访问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美国逆全球化的势力把国内经济

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罪于经济全球化有欠公

允。 应当承认，经济全球化有其不完美的一面，
但是发达国家国内面临的就业压力与中等收入

阶层生活水平下降，还要从更多的层面寻找其

原因。
（１）美国社会的金融高杠杆与监管不力造

成的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与 ２００９ 年欧洲债务

危机无疑是许多发达国家面临失业问题与中产

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２）美国在世界各地大搞颜色革命，成为伊

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乱局的始作俑者，其结果

导致恐怖主义势力在各地迅速蔓延，也使后金

融危机时期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３）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机器人的广泛采

用使流水线工人需求量减少，电子商务的迅猛

发展，使实体店经营面临巨大压力；历史经验表

明，每一项重大科技发明与创新都会随之产生

社会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４）金融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使然。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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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的收益与劳动的收益差距不断加大，２００８
年以来，发达国家金融企业平均利润增长 ６ 倍，
而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仅增长 ２０％。 虽然按市

场经济规律，资本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是无可

厚非的，如何进一步对金融资本加强管理与约束

是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５）政府的社会政策不到位是产生贫富差

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做

得比较好，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基尼系数普遍较

低。 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损有余

而补不足”，避免出现暴富与赤贫的两极分化。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把困扰世界的

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战后布雷顿森林协议诞生的三

大国际组织常年维持其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

的地位。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由

美欧主导，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世贸组织及

其前身 ＧＡＴＴ 虽然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相对

比较民主，但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基本上还是

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发展中国家

的关注与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发达国家

长期以来更关注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发展

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处境关注远远

不够。
与此同时，从 ＧＡＴＴ 到 ＷＴＯ 的历史充满斗

争与博弈，各个国家都为本国发展争取最大利

益。 ＧＡＴＴ 与 ＷＴＯ 也是国际博弈的重要场所，
发达国家对他们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产业（如制

造业与服务业）力主大幅度降低关税，严格限制

非关税与补贴措施。 但对他们竞争力相对比较

弱的领域（如农产品和纺织品服装等行业），则
列为灰色区域，采取灵活态度允许保留高关税、
进口配额和各种补贴措施。 美国在这种博弈和

决策过程中，凭借其经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软
硬兼施，迫使其他国家就范。 这也是导致经济

全球化进程缓慢的另一个原因。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的主题。 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全球

经济治理这个舞台上，我们“要同舟共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

几个重要抓手

４．１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进经济全球

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带一路”涵盖亚太、欧亚、中东、非洲地

区等，包括 ６５ 个国家，总人口超过 ４４ 亿，占全世

界人口的 ６３％，经济总量超过 ２０ 万亿美元，占
全球经济总量的 ３０％，这些国家大多为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

升期。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３ 万亿美元。 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 中

国企业已经在 ２０ 多个国家建设 ５６ 个经贸合作

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１１ 亿美元税收和 １８ 万个

就业岗位。
通过与“一带一路”一些国家的“共商，共

建，共享”，大力推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

发展，这将是中国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的重大贡献。

４．２　 全面推进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计

划是中国努力的方向

　 　 当前，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完成情况喜

忧参半，一些重大目标已提前实现，极端贫困人

口减半目标提前 ５ 年完成（这主要得益于中国

和印度实现数亿贫困人口的脱贫）。 但是，经合

组织（ＯＥＣＤ）国家中只有瑞典、挪威、卢森堡、丹
麦和荷兰实现了占国民总收入 ０．７％的援助目

标。 在全球化时代，危机与挑战跨越国界，货
物、服务、资本、人员的全球流动，任何国家和个

人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既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

置之度外。 世界终极安全和福祉关键在于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中国要与金砖国

５９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联手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全

球平衡发展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４．３　 加强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透

明的方向发展努力

　 　 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典范。 金砖五国不但拥有

全球 ４３％的人口、７５％以上的外汇储备，而且十

年来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

的比重从 １２％上升到 ２３％，贸易总额比重从

１１％上升到 １６％，对外投资比重从 ７％上升到

１２％，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５０％。
在 ３０ 亿人民生活质量日益改善的同时，金

砖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金砖国家

从 ２０１２ 年首次提出成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

的设想，到 ２０１７ 年非洲区域中心正式启动，预
计今年该银行将批准 １０ ～ １５ 个贷款项目，贷款

规模达 ２５ 亿至 ３０ 亿美元。
ＩＭＦ 在年初的报告中指出：“３０ 年来，新兴

经济体在全球 ＧＤＰ 中的比重从 ２８％ 上升到

５０％，贸易从占 ２１％增长到 ５０％，投资从占 ２６％
增加到 ６５％。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

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积极贡献者。 过去 ７ 年每

年平均超过 ２５％。”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经济

实力决定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向发展。

４．４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

任务是如何防止世贸组织被进一步边缘化。 我

们要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 ＷＴＯ 内部

的多边谈判，争取“多哈回合”谈判的剩余议题

（包括农业、非农、服务、规则、发展等议题）能有

所突破，同时争取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底的阿根廷贸易

部长会上有所作为。 包括在投资便利化、电子

商务、中小企业问题上有所进展，并为今后的谈

判制定工作方案。 另一方面，推进自贸区谈判，
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亚太自由

贸易区（ＦＴＡＡＰ），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

边自贸区（ＦＴＡ）的谈判。 这些自贸区谈判应当

在 ＷＴＯ 框架内，争取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

水平，同时随时做好最终多边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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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ｒｉｎｇ ｎｏ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ｈａｎ⁃
ｃ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ｏ ｐｒｏ⁃
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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