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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
中日韩自贸区

刘均胜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要： 从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和内容看，当前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即从二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自由化的推动者变为反对者。 面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中
日韩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地区生产网络联系和自贸区谈判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诉

求，中日韩自贸区构建因此出现了新契机。 当然，中日韩自贸区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合作领导

权、地区认同、敏感产业和自贸区标准等，导致其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此，如何把握和

做好政策性前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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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

危机后开始抬头，到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上台后进

一步强化，突出表现是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后中美

之间爆发贸易战。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

史进程上看，美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

素。①因此，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愈演愈烈的贸

易保护主义必然会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产生

消极的影响。 然而，一度陷于停滞的中日韩合

作近期出现了向好势头。 一是时隔两年半后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再次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９ 日在

日本东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在当前

形势下，中日韩更应坚定地站在一起，加快中

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

平。②二是 ７ 月 １７ 日欧盟和日本签署经济伙伴

协定，旨在通过投资贸易新模式来推进高标

准、自由、开放和公正的自由经济关系。 可以

说，这两件事都是出于应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

主义压力而做出的，但是在客观上却对推动东

北亚地区的中日韩自贸区（以下简称中日韩

ＦＴ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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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

内容和特征

随着西方民粹主义的泛起，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

凭借反自由贸易等极端言论赢得大选，２０１７ 年

他上任后所推行的政策带有强烈的孤立主义、
国家主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色彩。① 目前来

看，美国普通民众和精英人士对贸易保护的立

场开始趋于一致：前者将失业、收入下降等归咎

于自由贸易下的国际竞争；后者则担心美国同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上的竞争会危及美国为主导

的国际秩序。② 鉴于当前的反全球化势头和西

方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在短期内将难以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其加

以深入剖析。
第一，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合理化。 特朗普

的纲领是“美国优先”，以实现“重振美国，要让

美国再度伟大”的目标。 理论上根据国民收入

恒等式，如果出口小于进口，净出口为负，则意

味着政策努力增加的需求将转移到国外，对国

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用特朗普的

话说，就是“保护才能实现繁荣和强大”，要“买
美国货，雇美国人”，过度追求自由贸易导致了

失业、制造业衰退和财富流失。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激增和公开

化。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７ 年美

国共出台 １４３ 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新

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 １７．１％，２０１８ 年 １—
７ 月底，美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比重的

３３％。③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公开采取关税壁

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二战以来全球关税总

体水平不断下降，通过关税减让实现贸易自由化

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
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不过大多采用非关税

壁垒等比较隐蔽的手段绕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

简称ＷＴＯ）来实行。 美国公开采取惩罚性关税等

保护措施，目的是鼓励本国产品出口，限制外国

商品进入，以促进企业投资和工作岗位的回流。
第三，借“公平贸易”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

之实。 特朗普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工人失业归

咎于全球化下的“不公平贸易”。 在国会演讲

中，特朗普辩称“我坚信自由贸易，但它同时必

须是公平贸易”。
特朗普所谓的“公平贸易”，就是要求其他

国家的贸易政策措施应以美国为基准，完全向

美国看齐，其产品进口关税要与美国一致，非关

税措施也要受到有效限制。 这种不顾各国经济

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只是片面追求形

式上的“对等贸易”，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推卸

国际责任，一切从美国利益和标准出发的民粹

保守主义思想。
第四，以双边谈判和单边主义取代多边、区

域层面的贸易自由化。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

者，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下的收益分配格局并

不满意。④ 特朗普就认为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性

的自贸区没让美国获得多少利益，反而为外国商

品占据美国国内市场提供了机会。⑤ 特朗普威

胁，他将向把生产活动转移出美国的企业征税，如
果ＷＴＯ 对此阻止，则美国将退出 ＷＴＯ。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月的总统令中表示，美国将不再受 ＷＴＯ 的国

际贸易规则束缚，转而寻求单方面对不公平贸易行

为征收较高的制裁关税。 对于自贸区，特朗普一上

台就签署命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ＴＰＰ）”，
叫停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 （以下简称

ＴＴＩＰ）”。 特朗普还提出要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区

（以下简称 ＮＡＦＴＡ），甚至可能终止 ＮＡＦＴＡ。
特朗普热衷于双边贸易谈判和单边行动在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在美国政治中，如果新总统政策定位与前期的政策相比

有较大的调整，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冲击并深刻影响世界

秩序的前景，则一般会被命名为某种主义，如所谓的“门罗主义”
等。 盛斌、宗伟：“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迷思”，《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３８－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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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是可以发挥美国的优势来最大限度地打

开对方市场；二是更有针对性地将国有企业、环
境保护、劳工标准等引入谈判；三是便于监督执

行。 日趋明显的单边主义表明，商人出身的特

朗普在追求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上，更多的是

从实用主义出发，而不顾国际经贸规则和维护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自由开放的责任。

二、中日韩 ＦＴＡ 面临新契机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表明美国对外贸易

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从二战后全

球多边体系贸易自由化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变
为反对者和阻碍者。 无疑，这将对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化产生重要影响。 在此情况下，亚太经

济一体化机制构建可能陷于停滞，也就是说一

个开放的统一亚太大市场可能难以建成。① 但

对于亚太内部一些次区域架构，如中日韩 ＦＴＡ，
反而可能是发展的契机。 因为对于区域性的超

国家治理机制来说，基于高度区域认同基础上的

“区域主义”不可或缺，但对于次区域性质的中日

韩 ＦＴＡ 来说，其形成更多的是需要有基于利益的

区域认同。 受特朗普过激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冲

击，亚太区域内各经济体在利益上面临重新分化

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利益上的区域认同。

２．１　 中日韩在对外贸易上都面临制裁并有共同

的诉求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上任后，便密集推出一系列

贸易保护措施，东北亚的中日韩因对美存在巨

额贸易顺差而成为主要针对对象。 表 １ 归纳了

特朗普上任首个“１００ 天”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情况。 从首个“１００ 天”和后续到 ８ 月的贸易保

护措施看，其特点如下：
（１）发起贸易保护调查的数量增多，反倾销

和反补贴方面调查案件持续不断。 涉案的有韩

国化工产品、钢铁制品，日本金属制品等。②

（２）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种类层出不穷。
除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还有涉及国家安全的

“２３２ 调查”、涉及全球安全的“２０１ 调查” “３０１

调查”“超级 ３０１ 调查”以及“３３７ 调查”等。 如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对外国钢铁制品的“２３２ 调查”，６ 月

对中国铝业的“２３２ 调查”。
（３）对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重点，采取更为

严厉的“３３７ 调查”。 “３３７ 调查”具有申诉要求

条件低、处罚严厉和调查期限短等特点。 这导致

近年来“３３７ 调查”案件数迅速上升，涉及的产品

领域不断扩大，结案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但用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是前所未有的。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特朗普专门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法规要

求的合资公司分享知识产权问题展开调查。
（４）单边主义倾向加强。 如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抛开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上的做法

是否违反“公平贸易”发起“３０１ 调查”，并表示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可见，不仅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针

对对象，而且日韩两国产品也遭受调查。 在遭受

美国贸易制裁的前 １０ 个国家中，中、韩无论特朗

普上台前后所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制裁的产品份

额都高居前两位；日本则在特朗普上台后由第四

位变为第五位。 从相对数值上看，韩国在特朗普

上台后产品遭遇保护主义的份额有显著上升，
幅度为 ４．３％，仅次于加拿大的 ７．８％。 从绝对值

上看，中国最多（高达 ４ ６２２ 亿美元），日本第四

（１ ３２２ 亿美元），韩国第六（６２２ 亿美元）。③

回顾中日韩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对
外贸易在三国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 二战后，日本通过“贸易立国”实现了经

济恢复和经济起飞，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

又通过对外投资，在亚太地区形成了“雁形模

式”生产网络，商品和资金得以能在日本、韩国、
东盟和中国之间高效率的自由流动。 韩国在建

国初期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后来转向出口导向

３

①

②

③

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１ 页。

唐宜红、张鹏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保护的新态

势”，《国际贸易》，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８－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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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在“出口第一”口号下，经济开始出现高速

增长，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

国家”。 相比日本，韩国经济更加依赖对外贸

易，经济政策上更具外向性特征。① 中国在过去

３０ 多年取得了平均 １０％左右的令世人瞩目的经

济高增长，所依靠的就是投资加出口导向的粗

放经济增长模式。② 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程度逐步加深，进
而成为“世界工厂”。 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出

口导向战略，都离不开当时的多边自由贸易体

系，而这一体系主要是二战后由美国创立和维

护的。 如今，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变为多边自

由贸易体系的反对者和阻碍者。③ 这不但对全

球贸易和投资有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会危

及当前的全球多边体系和全球治理。 中日韩作

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在维护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上具有共同的诉求。
正如本次东京中日韩领导人联合宣言所强调的，
要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

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

表 １　 特朗普执政首个“１００天”中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

对钢材发起危害“国家安全”的“２３２ 调查”

对铝制品发起危害“国家安全”的“２３２ 调查”

对韩国的对苯二甲酸二锌酯初步反倾销裁定

对印度、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品凸缘钢的初步反倾销裁定

对巴西、韩国、墨西哥和波兰的乳液丁苯橡胶初步反倾销裁定

对日本、台湾地区和土耳其的加强钢筋初步反倾销裁定，对土

耳其的该产品使用反补贴

对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对澳大利亚和巴西、挪威、哈萨克斯坦的金属硅分别发起反倾

销和反补贴、反倾销、反补贴

对中国的铝箔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对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的生物柴油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对白俄罗斯、韩国、俄罗斯、南非、西班牙、乌克兰、阿联酋和英

国的碳合金钢丝发起反倾销

对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碳合金钢丝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对中国的封箱订书钉发起反倾销调查

对中国和越南的工具柜和工具箱分别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反

倾销

　 　 资料来源：Ｃｈａｄ Ｂｒｏｗｎ， “ Ｓｔｅｅｌ，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Ｌｕｍｂｅｒ， Ｓｏｌａｒ：

Ｔｒｕｍｐｓ Ｓｔｅａｌ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ＩＩ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６－２５．

２．２　 中日韩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会放大贸易保

护主义的危害

　 　 从东亚奇迹到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中日

韩一直以来是东亚经济繁荣的重要贡献者，加
之地缘关系，三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

成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这种密切的经济联

系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如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
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放大冲击的危害。

从贸易上看，中日韩之间贸易往来频繁，长
期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 ２０１７ 年三国之间

贸易额高达 ６ ６３７． ０２ 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

８ ４％，高于全球贸易总额 ２．３ 个百分点。 具体

来看，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日本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２ ９７２．８ 亿美元，增长 ９．９％。 其中，日本对中国

出口 １ ３２８．６ 亿美元，增长 １６．７％，占日本出口总

额的 １９．０％，提高 １．３ 个百分点；日本自中国进

口 １ ６４４．２ 亿美元，增长 ５．０％，占日本进口总额

的 ２４．５％，下降 １．３ 个百分点。 中国是日本第二

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④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韩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２ ３９９．７ 亿美元，增长 １３．５％。 其中，韩国对中国出

口 １ ４２１．２亿美元，增长 １４．２％，占韩国出口总额的

２４．８％，下降 ０．３ 个百分点；韩国自中国进口 ９７８．６
亿美元，增长 １２．５％，占韩国进口总额的 ２０．５％，下
降 ０．９个百分点。 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⑤

从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来看，三国之间投资

在数量上与三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上

地位不符，但这也说明未来的增长空间相对更

大。 到 ２０１６ 年 三 国 间 相 互 投 资 累 计 达 到

２ ２５３ ７５ 亿美元，日韩两国分别成为中国的第

三和第六大外资来源地。⑥ ２０１７ 年三国之间的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ｙｕｎｇ－Ｎａｋ Ｓ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ｒｄ ｅｄｉ⁃
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３， ｐｐ．８６．

李晓、丁一兵：“世界经济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

型”，《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６ 页。
周琪、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

响”，《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３ 页。
《国别报告》，中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ｎｅｗ ／ ｖｉｅｗ１１０２０９。
同④。
杜国臣：“中日韩自贸区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新动力”，《经

济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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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作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日韩分别上升成

为中国第一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
在上述贸易和投资的背后，是三国在地区

生产链和价值链中的日益紧密的分工和合作。
最初是中国从日韩进口资本品和零部件，然后

在国内组装后，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随着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日韩从中国进口的资本品也不断增加。 这样中

国和日韩之间制造业的垂直分工比重开始下

降，水平分工不断上升。① 水平分工会进一步导

致生产工序分工和中间品贸易的出现，随着中

日韩之间生产链日益复杂化，三国间的贸易额

也在不断地飞涨。 同时，生产链也导致了中国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这主要是承接了

过去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日韩等东

亚经济体占美国总逆差的比值，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３．３％下降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１％，同期中国对美则

相应从 ９．４％上升为 ４６．３％。②

不过生产链越复杂、中间环节越多，一旦某

个环节出问题，则该条生产链甚至生产链体系

都会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全球或区域生产链的

高度发达必然会加剧生产链系统的脆弱性，其
成倍地放大和收缩效果会造成地区贸易和生产

的震荡。
据此，由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美之

间发生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那么受到影响的

不仅仅是中国，而且会波及与中国在生产链上

密切联系的国家，如日韩。 鉴于中日韩之间贸

易很大比例是中间品贸易，如遇贸易制裁将影

响上下游的生产，那么制裁的负面作用就会成

倍的放大。 从避免地区经济震荡的角度看，中
日韩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是理性的选择。

２．３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使中日韩 ＦＴＡ 更

具吸引力

　 　 如前所述，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表

现就是从多边转向双边谈判，为此在上任之初

就签署命令退出 ＴＰＰ，导致这个历经多年谈判

的巨型 ＦＴＡ 在最后关头搁浅。 尽管日本在 ２０１７

年越南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峰会期间宣布除

美国外 １１ 国就继续推进 ＴＰＰ 达成一致，并将其

改名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 下 简 称 ＣＰＴＰＰ ）， 但 没 有 美 国 参 加 的

ＣＰＴＰＰ，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其效果都大

打折扣。

表 ２　 区域合作框架之间的比较（万亿美元）

框架
国内生产总值 人口（十亿） 总贸易额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１

ＣＪＫ ＦＴＡ
１４．３

（２０％）

１８．７

（２３％）

１．５

（２２％）

１．５

（２１％）

６．４

（１７％）

ＴＰＰ
２０．７

（２９％）

２４．４

（３０％）

０．６６

（９．４％）

０．６８

（９．４％）

７．８

（２１％）

ＲＣＥＰ
１９．９

（２８％）

２６．２

（３２％）

３．４

（４８％）

３．５

（４８％）

１０．１

（２８％）

ＡＳＥＡＮ
２．１

（３．１％）

３．１

（３．８％）

０．６０

（８．７％）

０．６４

（８．８％）

２．４

（６．５％）

ＡＰＴ
１６．５

（２３％）

２１．８

（２６％）

２．１

（３１％）

２．２

（３０％）

６．８

（２４％）

ＡＰＥＣ
３８．８

（５６％）

４８．５

（５９％）

２．７

（４０％）

２．８

（３９％）

１７．６

（４８％）

ＮＡＦＴＡ
１７．９

（２６％）

２１．１

（２５％）

０．４６

（６．６％）

０．４７

（６．５％）

５．４

（１５％）

ＥＵ
１７．６

（２５％）

１７．５

（２１％）

０．５０

（７．２％）

０．５０

（７．０％）

１２．３

（３３％）

　 　 注释：ＣＪＫ ＦＴＡ：中日韩 ＦＴＡ； ＡＳＥＡＮ：东盟自贸区；ＡＰＴ：１０＋

３，即东盟＋中日韩。 表中的“％ ”均是与世界总量的对比。

资料来源：Ｓ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ａｓｕ Ｄａｓ， “ ＲＣＥＰ ａｎｄ ＴＰ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ＳＥＡ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２， ２０１３．

中日韩 ＦＴＡ 虽然也属于巨型自贸区，但在

自由化程度、谈判议题广度和深度，以及高标准

等方面难以同 ＴＰＰ 相比。 这也是在 ＴＰＰ 和中

日韩 ＦＴＡ 之间，日本优先把重点放在 ＴＰＰ 上的

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日本政府始终把配合美国

战略调整放在首位，而对于中日韩 ＦＴＡ，则担心

与中国的政治安全等问题。 在说服特朗普继续

５

①

②

Ｊｕｓｔｉｎ Ｙｉｆｕ Ｌｉｎ ａｎｄ Ｘｉｎ Ｗａｎｇ， “ Ｔｒｕｍ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Ｖｏｌ． ４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１０．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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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Ｐ 接连碰壁的情况下，日本的注意力和谈判

资源被迫转向。 对于韩国来说，特朗普上台后

美韩 ＦＴＡ 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认为美

国在同其他国家签订的 ＦＴＡ 中让步过多，其他

国家占了美国市场开放的便宜，导致美国经常

项目逆差和失业。 为此，特朗普不但提出要对

ＮＡＦＴＡ 重新谈判，而且也要对 ２０１２ 年生效的美

韩 ＦＴＡ 进行谈判。 美韩 ＦＴＡ 在韩国构建自贸

区网络化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日本和

中国，美韩 ＦＴＡ 使得韩国在美国市场准入上处

于优势地位。 不过，根据最近的报道，韩美已正

式签署修正版 ＦＴＡ，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做出

了较大的让步。 根据修正版的美韩 ＦＴＡ，美国

汽车厂商每年对韩国汽车出口的上限从 ２５ ０００
辆提高到 ５０ ０００ 辆，目前美国对韩国出口卡车

２５％的关税措施将延长至 ２０４１ 年；韩国获得对

美出口钢铁的关税永久豁免，但全年限额为最

近 ３ 年年均出口量的 ７０％；增加美国对韩国的

药品及农产品的出口，等等。 特朗普表示这是

一个“全新的贸易协定”，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
互惠的，有助于降低双方贸易逆差。① 但对韩国

来说，修正版的美韩 ＦＴＡ 在重要性和吸引力上

都下降了。 从“对冲”其影响考虑，韩国也有动

力寻机构建新的自贸协定。
实际上，中日韩 ＦＴＡ 在经济规模、人口上不

输于其他的合作框架（表 ２）。 其成员不但是亚

洲经济的支柱，而且也是全球重要的贸易大国

和投资大国：三国的经济总量超过 １５ 万亿美

元，接近欧盟，占东亚的 ９０％，亚洲的 ７０％，全球

的 ２０％。 中日韩 ＦＴＡ 建成后，除了带来巨大的

贸易增长外，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

和集聚效应，从而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释放

东北亚巨大的经济潜能。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

韩 ＦＴＡ 覆盖的总人口超过 １５ 亿，将形成一个巨

大的消费市场，这在欧美最终产品市场贸易保

护主义日益严峻的态势下具有特殊意义，可以

说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
当前中日韩还共同参与着“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 ＲＣＥＰ ） 的谈判。
ＲＣＥＰ 是 ２０１１ 年东盟提出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

经济合作，包括东盟 １０ 国和与其签订了自由贸

易协定的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印度，目标是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

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 ＲＣＥＰ 同中日韩

ＦＴＡ 也存在一定的竞争，但从范围和成员上看，
二者更多的是包含和促进的关系。 ＲＣＥＰ 的成

员数量更多，而且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

东亚国家加入使得区域认同更难，还有就是成

员在经济发展程度、政治文化上相差过大，导致

ＲＣＥＰ 谈判久拖不决。 ＲＣＥＰ 是在原有双边

ＦＴＡ 基础上构建，而中日、中印等大国之间 ＦＴＡ
阙如，以及在自贸区标准高低上成员难以取得

一致，这些均构成 ＲＣＥＰ 推进的障碍。
从福利效应上看，研究表明 ＲＣＥＰ 下中、韩

均有改善，分别为 ０．０８５％和 ２．７６５％，但日本会

出现福利损失，为－０．０４９％；相比之下，中日韩

ＦＴＡ 下三国的福利效应都有增加，其中韩国增

加的最多；而且从对域外美国和欧盟的影响上

看，中日韩 ＦＴＡ 要小于 ＲＣＥＰ，这能减少来自欧

美的反对。② 这样来看，中日韩 ＦＴＡ 在福利效应

上更有优势，更容易获得成员的支持和减少非

成员的敌意。
关于中日韩 ＦＴＡ 建成后对三国在进出口、

经济增长和福利上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从模拟的数据看三国都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

益，中日韩 ＦＴＡ 对三国有很大的吸引力。③ 还

有，无论是 ＲＣＥＰ，还是中日韩 ＦＴＡ，日本都坚持

谈判的高标准，相对来说这点在中日韩 ＦＴＡ 上

更容易实现。 而一旦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先完成，
则可以极大地推动 ＲＣＥＰ 的谈判，并且由于中

６

①

②

③

“文川会签新版美韩自贸协定”，中时电子报，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ｃｎ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８０９２６０００
２９２－２６０２０３。

Ｃｈｕｎｄｉｎｇ Ｌｉ， 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ｇａ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ａｌ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０２４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ｐ．３２．

可参见 Ａｒｉｙａｓａｊａｋｏｒｎ Ｄ Ｊ， “ ＡＳＥＡＮ ＦＴ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９；彭支伟、张伯伟：“中日韩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及推进路

径———基于 ＳＭＡＲＴ 的模拟分析”，《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匡增杰：“中日韩自贸区经济效应再分析———基于 ＧＴＡＰ 模型

的研究”，《经济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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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的绝对经济体量，可以增强东北亚国家在

ＲＣＥＰ 中的话语权。
此外，中日韩 ＦＴＡ 有一定的谈判基础，前期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为今后谈判的开展提

供了便利。 中日韩合作的设想早在 １９９０ 年代

就出现了，２００１ 年三国开始启动 ＦＴＡ 的民间研

究，２００２ 年领导人会议上提出 ＦＴＡ 构想，２０１０
年三国正式启动官产学联合研究，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开始中日韩 ＦＴＡ 第一轮谈判。 到目前已经举行

了 １３ 轮谈判，除了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

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还成立了服务贸

易、电信、金融服务、投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环境等 １４ 个工作组。①

三、中日韩 ＦＴＡ 存在的难点和前景

３．１　 当前中日韩 ＦＴＡ 建设出现契机，但中日韩

ＦＴＡ的构建仍面临诸多困扰东北亚合作的

关键性难题

（１）合作的主导权之争。 从浅层次的区域

合作走向深层次的区域一体化，主导权是一个

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日韩 ＦＴＡ 由于地缘政治和

经济的原因，合作的主导权更是成为突出的问

题。 二战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上独大，不过

中国后来居上，２０１０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这是日本自 １９６８ 年以来首次退居世

界第三大经济体。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层

面，还是社会心理层面，对中日两国来说都产生

了巨大的震动。 此后，中日在地区层面走向竞

争性合作，争夺合作主导权成为突出问题。
“１０＋３”和“１０＋６”之争可以说是这方面突

出的例子。 “１０＋３”反映了中韩欲以东亚国家为

中心建立合作机制，而“１０＋６”是日本主张的在

“１０＋３”国家之外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

度。② 这样就可以通过澳新印来抗衡快速增长

的中国，从而维护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
对于主导权之争，主要有三种解决方式。

一是欧盟模式，就是法德两国共同分享主导权；
二是北美自由贸易区（ＮＡＦＴＡ）模式，美国独享

主导权；三是“小马拉大车”模式，就是在“１０＋
３”合作中，由于占绝对力量的中日难以达成一

致，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将主导权交给相对弱

小的东盟。 这样就形成以东盟为“驾驶员”引领

的合作，实际上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
对于中日韩 ＦＴＡ 来说，第二种主导权解决

方式是难以被各方接受的，比较可行的是主导

权共享，中日韩三方共同分享主导权；或者淡化

主导权问题，先成立中日韩 ＦＴＡ 来促进 ＲＣＥＰ
的建立，而中日韩作为成员，反过来可以借助

ＲＣＥＰ 这个平台来协调主导权问题。
（２）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不利于增强政

治互信。 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在要求的是民族

国家权力的弱化，而经济赶超会导致民族主义

的增强。 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所以走在前

列，是因为欧洲在一体化之前就已经经历了民

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主义的发展。③ 但是对于

亚洲来说，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同经济飞速发

展下民族主义强化同时出现，这点在东北亚尤

为明显。 中日韩在二战后都经历了经济高速

增长，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历史问题、
领土争端等逐渐成为热点问题。 历史上中国

的朝贡体系、日本对中韩的侵略历史，领土争

端中的中日钓鱼岛问题、韩日独岛（日本称为

“竹岛”）问题，近年来都有不断泛起和激化的

趋势。
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导致区域合作中难

以建立政治互信，进而难以产生区域认同，最终

影响深度的经济合作。
（３）基于现实主义上的相对利益考虑。 现

实主义认为，国家会像理性经济人一样通过对

外战略和政策来最大化本国的利益。 进而，一
国更关心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因为

即使两国都能从合作中获得收益，但收益的不

７

①

②

③

沈铭辉：“中日韩合作：新起点上再出发”，《中国远洋海

运》，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１９ 页。
秦亚青主编：《东亚地区合作：２００９》，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２４ 页。
庞中英著：《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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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会影响两国的未来地位，这会使可能的合

作难以达成。① 这种相对利益上的考虑是中日

韩 ＦＴＡ 多年来徘徊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００２
年在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提议中日韩 ＦＴＡ
可行性研究，这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三国自贸

区设想首次进入官方视野。 不过，随后中日韩

ＦＴＡ 并没有大的进展，主要原因是在与东盟建

立双边 ＦＴＡ 上，日本同中国展开竞争。 东盟一

直以来是日本重要的对外投资地和原材料来源

地，双方关系密切。 在看到中国和东盟稳步推

进双边自贸区谈判后，相对收益上的考虑使日

本感到压力。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签字的第二

天，日本同东盟就发布了“全面经济伙伴共同宣

言”。
直到 ２０１１ 年中日韩 ＦＴＡ 再度升温，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国“重返亚太”和高调推动 ＴＰＰ，
美国的 ＴＰＰ 战略改变了中日之间在区域合作上

的博弈：对中国来说，保持东亚合作发展的势头

比中日两国在合作方案上的分歧更重要②；对日

本来说，可以将东亚合作作为参与 ＴＰＰ 谈判的

讨价还价筹码。 不过在中日恢复对中日韩 ＦＴＡ
兴趣后，韩国则因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中韩 ＦＴＡ 谈判

的启动而对中日韩 ＦＴＡ 并不积极。 原因是中韩

ＦＴＡ 先于中日韩 ＦＴＡ 可以让韩国比日本在中国

市场赢得先机。 随着 ２０１２ 年中日钓鱼岛争端

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日本加入 ＴＰＰ 谈判，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再次遭遇困难。 日本不顾国内反对加入

ＴＰＰ 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

以抗衡来自中国安全压力。 中国也将主要注意

力转向 ＲＣＥＰ，以此抵消被排除 ＴＰＰ 之外的不

利因素。③ 为了不在 ＴＰＰ 上落后日本和参与地

区规则的制定，韩国也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宣布参加

ＴＰＰ 的谈判。 这些情况导致中日韩 ＦＴＡ 的吸引

力下降。
（４）农产品问题和敏感产业的开放。 对日

韩来说，农产品问题是构建 ＦＴＡ 需要头等考虑

的问题。 中国相对于日韩在农产品上具有比较

优势，日韩主要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保护

农业。 根据中日韩 ＦＴＡ 联合研究报告，中日韩

三国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 ８． ０％，

１５ ８％和 ９９．８％。 从农产品贸易上看，除个别年

份外，三国农产品贸易量一直处上升状态，中国

对日韩农产品贸易顺差也呈扩大态势。 这更加

剧了对来自中国农产品冲击的担心，而且政治

上农协等团体在日韩国内选举上有较大的影响

力，因此两国对于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持谨慎态度。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第 ６ 轮谈判中，日本对农水产品

市场开放持消极态度，给谈判蒙上阴影。 不过，
由于日本已批准 ＴＰＰ 协议和美韩 ＦＴＡ 的达成，
因此日韩在农产品上并非不能让步。

在工业品方面，日韩在资本密集和高端制

造业上相对于中国有比较优势，而中国目前的

产业结构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很多部门的生产

技术和工艺处于落后状态，尤其在创新型技术

方面同日韩相比差距更大。
具体敏感产业来看，日本是农业、钢铁、能

源和造船；韩国是农业、能源、服装和纺织等加

工工业；中国是化工、汽车、电子信息、机械设

备、金融、零售和中高端制造业。 作为发展中国

家，对于敏感产业中国希望在谈判中得到照顾，
但实现的难度较大。

（５）关于自贸区标准和规则制定上的分歧。
自贸区标准有高低之分，主要体现在关税非关

税壁垒减让程度和议题范围上。 如 ＴＰＰ 要求从

签署之日起就立即或分阶段取消非农产品的全

部关税，不允许有例外产品的存在。 在议题范

围上，低标准的自贸区主要是传统议题，如商品

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等。 而较高标准的自贸区

还涉及边界内规则等“超 ＷＴＯ”议题，如知识产

权、投资自由化、政府采购、劳工、环境等。 还有

涉及“下一代贸易”的横向议题，如规则一致性、
国有企业、供应链等。

在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中，日本由于已经批准

了 ＴＰＰ 协议，因此欲将 ＴＰＰ 的标准和议题拿到

８

①

②

③

张宇燕、李增刚著：《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０ 页。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

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２７ 页。
唐国强主编： 《亚太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建

议》，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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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谈判中，甚至以放弃谈判来威胁。 日本

希望提高关税减让程度和覆盖率，以及引入新

的谈判议题。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可以加强

日本在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中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

权；二是可以提高要价，从而在其他谈判议题上

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筹码。
在东亚存在大量自贸区的前提下，提高自

贸区的谈判标准具有合理的一面，如增强其吸

引力，弱化“意大利面碗效应”。 但是，片面强调

自贸区的高标准，不顾成员国的实际经济发展

程度，这会加剧自贸区谈判难度，不利于自贸区

好处的公平分享。
实际上，日本在 ＴＰＰ 转变为 ＣＰＴＰＰ 上的做

法可以借鉴。 在美国退出 ＴＰＰ 后，ＴＰＰ 面临分

裂的危险，日本、澳大利亚等希望继续建立，待
ＴＰＰ 成型后再吸引美国加入；越南、马来西亚等

则认为 ＴＰＰ 吸引力下降且门槛过高；新加坡、文
莱等采取观望态度。 对此，日本通过劝说、保留

争议条款和提供援助等使 ＴＰＰ 转变为 ＣＰＴＰＰ。
日本向越南等国提供相关产业的政府开发援助

（ＯＤＡ）、在农产品、粮食加工等领域加大技术转

移和增加日企投资等让步措施。

３．２　 中日韩 ＦＴＡ 前景的不确定性

中日韩 ＦＴＡ 近来出现契机主要是中日韩应

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区域解决方案。
鉴于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与中日韩 ＦＴＡ 构建中面

临的诸多难题，中日韩 ＦＴＡ 前景总体说来有以

下四种可能：
（１）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施行和

效果上可控，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所爆发的

贸易战不会激化。① 在这种情况，中日韩 ＦＴＡ 是

对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策略，中国等

国家可能会更多地将精力放在扩大开放增加进

口、改革贸易管理体制、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
这样中日韩 ＦＴＡ 难以得到切实推进。

（２）特朗普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的贸易

战不会激化，但在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

下，全球化和区域化陷入低潮。 在没有 ＴＰＰ 的

压力下，中日韩摆脱美国的外部干预，自贸区建

设获得较为宽松的环境，中日韩从长期考虑可

能会尝试主动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在抵制特朗普

保护主义的同时，获得亚太地区一体化建设的

主导权。 不过，中国有中日韩 ＦＴＡ 和 ＲＣＥＰ 两

种选择，而日本有 ＣＰＴＰＰ、ＲＣＥＰ 和中日韩 ＦＴＡ
三种选择，中日两国的态度成为关键。

（３）特朗普不顾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进一

步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全

球多边体系，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战激化，甚至同

中国爆发“新冷战”。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亚生

产网络遭遇冲击，区域经济出现震荡，中日韩

ＦＴＡ 作为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引领贸易自由化、
培育地区潜在巨大消费市场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尤其是中国为了寻找新的消费市场，“对

冲”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结盟的需要，中国可

能会主动与日韩一起超越难题来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 建设。
（４）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与

中国贸易战激化，但不愿单独挑战世界，在亚太

地区拉拢日韩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韩 ＦＴＡ
由于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的竞争，以及日韩对中美

的“双面下注”难于深入推进，中国则将主要精

力转向 ＲＣＥＰ 等区域架构。 不过，由于美国作

为外部力量的干扰以及 ＲＣＥＰ 自身存在的难

点，ＣＰＴＰＰ 相对 ＲＣＥＰ 更可能胜出。

四、结　 语

当前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标志着美国

对外贸易政策和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
内容可以概括为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合理化、保
护主义措施激增和公开化、打着“公平贸易”的
幌子推行保护主义和热衷推行单边主义，等
等。 可以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

球化和区域化构成严重的冲击。 对于亚太地

区来说，从整体区域性的市场来看同样也面临

９

①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

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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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但对内部的次区域架构来说，由于力量

和结构的重组，冲击之下反而会出现某种发展

契机。
深入分析亚太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发现，

支撑亚太区域合作的基础是地区内密切的经济

联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联系从单向循环

的“雁形模式”发展到高度复杂和深度依赖的生

产网络。 这导致亚太地区的合作对外部冲击有

一定的抵抗力，甚至呈现“危机驱动型”的特征，
如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展开的东亚经

济合作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蓬勃兴起

的 ＦＴＡ 潮流。 鉴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冲

击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作为次区域的

中日韩 ＦＴＡ 既存在契机，但其前景也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如何变“危”为“机”，实现“危机驱动

型”的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国家迫

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中国来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下旬和 ５ 月中

旬中美进行了两次贸易谈判，然而在达成谈判

共识后，美国却单方面对中国加征关税，贸易霸

凌主义表露无遗。 因此对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演

变为贸易战或新冷战要有足够的认识。 在此情

况下，抓住中日韩 ＦＴＡ 合作出现的契机，有利于

从地区合作的角度，借助区域国家集体的力量

来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从长期经济发展上

看，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 合作，可以有利于激活东北

亚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从而减少中国出口产

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从地缘政治上看，可以

在面临美国贸易战的同时，有利于瓦解美国对

日韩的拉拢和结盟，从而避免在国际或区域贸

易中被边缘化。
根据前文所述的中日韩 ＦＴＡ 所面临四种前

景，在总体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 的同时，要审时度势

地分情况采取措施，从时机把握和政策范围、力
度等方面策略性地参与谈判。 中日韩 ＦＴＡ 四种

前景实质反映的是中美、美国和东亚地区、美国

和多边贸易体系，以及中美地缘政治上的博弈，
因此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 可以从难点问题、区域合

作和多边体系三个层次来着手：
（１）对于难点问题，应重视固化已有谈判成

果，针对具体问题可采取分阶段、对等利益交换

等策略灵活处理。 例如对主导权问题，应通过

共同分享或淡化来处理。 强调 ＦＴＡ 带来的绝对

收益和福利的总体提高，更多地着眼于增量收

益和福利的创造，做大蛋糕，而不是在相对利益

上的计算。 对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这些短期

内难以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的难题，较为明智的

做法是淡化处理、互利共赢和管控分歧。 在中

长期，可以通过加强三国之间民间交流、教育文

化等增强国民之间的区域认同。
对于农产品问题，中国应争取日韩降低对

中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加强与日韩在农

业技术和产品标准方面的合作，完善中国产品

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

来扩大出口。 对于敏感产业问题，中国应对敏

感产业做压力测试，采取过渡期或适度保护的

政策。 中国也可以在农业、纺织业等优势产业

上通过利益让步来换取日韩在信息、金融等中

国的敏感产业上让步。
对于中日韩 ＦＴＡ 标准和规则上的分歧，中

国应主张在自贸区谈判内容中加入发展议题，
如能力建设等，同时要求日本应客观对待中日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差距，照顾中国的发

展实际，给予适当让步。 特别是，中国要从发展

的角度正确认识 ＦＴＡ 高标准问题，变外部压力

为内部发展动力，积极推进国内改革，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和研发，大力发展高端制造

业，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这样可以

从中长期内优化同日韩产业上的竞争。
（２）在区域合作上，要从“一带一路”的高

度对中日韩 ＦＴＡ 进行统筹。 “一带一路”不是

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和推

动周边合作的宏大规划。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的

缓和也有利于将东北亚合作纳入“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国家的广阔的市场前景可以进一步

增强中日韩 ＦＴＡ 的吸引力，日韩企业可以通过

三国间的 ＦＴＡ 来分享“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更

大范围的合作红利。
（３）在多边体系上，要重视形成全球化和区

域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实践证明，战后多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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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体系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引领区域化发展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过长期发展，ＷＴＯ 已形

成一整套促进贸易和解决争端的机制。 但在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ＷＴＯ 有弱化和边缘化

的趋势，特别是由于美国阻挠 ＷＴＯ 上诉机构新

法官的任命，ＷＴＯ 的争端解决机制几乎濒临瘫

痪。 作为大国，中国的积极支持对 ＷＴＯ 非常重

要。 中国要坚定维护 ＷＴＯ 的权威，遵守其规则

和支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 中国支持全球多

边贸易体系，既是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也可以在

ＷＴＯ 框架下解决中美贸易问题。 在当前反全球

化浪潮高涨的态势下，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尝试将

其作为新贸易规则的试验场和孵化器，这不但

有利于加强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良性互动，而且

可以向世界表明三国在贸易开放和自由化上的

积极态度。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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