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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ＷＴＯ）自其诞生以来，因成员异质水平高，相互利益调适难度

大，再加上共识决策原则，谈判屡屡陷入僵局，改革难以取得进展。 近来美国对国际经济体系

利益分配愈发不满，意图联手“志同道合”国家改革 ＷＴＯ，以迫使中国改变经济运行方式。
ＷＴＯ 改革因关涉大国规则竞争而更加复杂，不断扩张的地区主义也可能因沦为地缘竞争的工

具，对多边贸易体系制度基础形成威胁。 中国应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坚持公正、包容而开

放的 ＷＴＯ 改革方向。 在加快自身改革步伐，于合理范围内缩小与西方国家间规则分歧的同

时，应致力于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得到充分重视，维护 ＷＴＯ 宗旨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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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ＷＴＯ）是当今全球

贸易治理最核心的多边机制，为促进贸易自由化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其诞生以来便一直

危机不断，部长级会议陷入僵局的高频率使其深

陷发展困境。 近来事态更令人担忧，美国带头反

对这一体系，不仅阻碍 ＷＴＯ 上诉机构新成员任

命，还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他国产品发起调

查甚至加征关税。 在美国积极破坏和消极阻挠

下，ＷＴＯ 已呈岌岌可危之势。 其能否顺应世界

格局变化，调和各方诉求，突破治理困境，事关

组织未来。 本文旨在梳理 ＷＴＯ 改革的时代背

景和主要挑战，分析改革进展及中国立场，并试

从全球贸易体系发展趋势及影响改革的关键不

确定性因素入手，展望 ＷＴＯ 改革前景。

一、ＷＴＯ 改革背景与挑战

１．１　 时代背景

（１）世界权力格局逐渐分散化已成趋势

２００８ 年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分水岭，
起始于美国而后蔓延至全球的经济危机，使西

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道德权威受到严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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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世界经济分歧和割裂逐渐明显，尤其体现

在传统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上。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间，金砖五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占全

球比重由 １４．９％提升至 ２２．３％。 相对应，七国集

团（Ｇ７）国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由

５２．３％下降至 ４７％，到 ２０２３ 年这一比重还将继

续下降至 ４１． ８％，而金砖五国比重则会升至

２７ ４％。①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塑造全球秩

序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２００９ 年匹兹堡峰

会上，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

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这一变化被视为西方

国家主导全球治理走向终结的开端。 世界经济

甚至政治活力的中心，似乎正在经历从传统发

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世界权力格局逐

渐走向均衡化。 世界经济的未来和全球治理结

构的完善，究竟仍然由西方主导，还是会由众多

经济参与者共同推动？ 传统的权力和角色假设

需要被重新审视。
（２）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走向终结

尽管美国内部和外部力量依旧十分强大，
在军事、科技、教育等多领域仍保持领先地位，
但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②

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世界其他部分的崛起，另
一方面也有美国自身因素的挑战。 从相对实力

来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始终保持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四分之一

左右，但它与第二大经济体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名义国

内生产总值为 １２ 万亿美元，为美国的 ６２％。 据

彭博社分析，若未来期间美国以年均 ２％增速发

展，中国以年均 ６． ５％ 增速发展，则中国将于

２０２８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③ 此外，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增长、国内收入不平等的

加剧、基础设施项目的衰败以及政治、社会的极

化和分裂，引发外界对美国经济可持续性和偿

债能力的质疑。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陷入越

战式泥潭带来的地缘政治扩张成本和收益间的

巨大不平衡，甚至被视为绝对实力的衰落。④ 而

无论是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还是特朗

普的单边经贸措施，都无疑侵蚀了美国软实力，
削弱其主导地位合法性，也进一步验证了美国

地位的下降。
（３）经济不平衡加剧使全球化遭遇挑战

一方面，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国家间互动方

式和跨国企业运作方式，还通过丰富人们的购

买选择，转移和创造新需求，为世界经济增长提

供强劲动力。 另一方面，因政策未能及时调适

导致收入差距愈发悬殊。 １８００ 年时最富裕国家

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比约为三或四比一，
到 １９００ 年时已升至十二或十五比一，２００２ 年时

更是超过五十比一。⑤ 国内财富分配也莫不如

是，以美国为例，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
１９７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美国最贫困 ２０％的家庭税后

平均收入增长 ４６％，位于中层 ６０％的家庭增长

４１％，位于顶层 １％的家庭增长 １９２％。⑥ 技术变

革和生产率提高导致传统行业失业增加，发达国

家制造业转移和服务外包更激起受影响群体对

全球化的强烈抵触。 这种情绪本可通过加强教

育和职业培训等帮助低技术工人实现转型的规

划加以抚平，但却受国内各利益力量冲突影响，
而被归咎于全球化，导致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

族主义抬头，进一步削弱全球化的政治基础。
（４）美国日趋内向给世界秩序带来混乱

特朗普执政以来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与

其前任有明显差别，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显著

下降，不太注重运用美国软实力来构建制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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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而是秉持美国优先理念，奉行实用主义。 在

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特朗普及其团队认为当前

国际经济秩序未能体现美国利益，而现存国际

规则不足以扭转这一局面，为此不吝采取单边

措施，以“对等”为前提，用加征关税为手段，施
压贸易伙伴，企图重塑国际贸易秩序，以恢复美

国逐渐流失的领先优势。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

经济体，将其利益置于他国利益之上，将国内法

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不仅严重削弱了多边制

度效力，更因关税威胁笼罩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不

确定性大幅提升，降低市场可预期性，加大市场

运作风险。 此外还会因加重国际社会成员间的

分裂和猜忌，让本已陷入困境的多边贸易体系雪

上加霜。 若各方不够克制，有可能引发关税混战

的可怕后果，让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１．２　 主要挑战

（１）国家主权与国际机制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多层次治理，
特别是民族国家与国际机制间的政策协调；但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仍由国家主导，主权仍是宪

法性原则。 国际机制设计若过于约束国家主

权，必然引发合法性危机，实施任何国际规则也

仍需落实到国内法层面。 尽管经济一体化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民族国家疆界，乐观的全球主义

者因此提出没有边界的美好愿景，但这与现实

世界相距甚远。① 英国脱欧不仅使欧洲一体化

进程遭遇重创，也是对全球主义者的一次重击。
ＷＴＯ 附件 ２《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ＤＳＵ）第 １９．２ 条中关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

调查结果和建议，不得增加或减少协定所规定

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目的即在于将 ＷＴＯ 权

限限定在“国家同意”的范围内。 但迄今为止，
全球治理难以克服的挑战依旧是国家利益优先

于国际利益。 各国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诉求使国

际机制远不够牢固，即便是最接近于世界政府

的联合国，其宪章中仍然规定：“本宪章不得认

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

管辖之事件”。 在贸易高度自由化和全球价值

链错综复杂的今天，ＷＴＯ 需要面对的更多是非

关税壁垒，而诸如竞争政策、透明度等规制通常

属于边境后监管措施，关涉国家经济主权，协调

难度可想而知。
（２）多边贸易体系合法性正面临挑战

经济学理论和历史都曾证明，国际贸易是

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贸易自

由化可通过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
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由此似乎能够论证

旨在降低保护壁垒的多边贸易体系具备合法

性。 但国家所面临的并非是简单的自给自足或

自由贸易的二元选择，而是采取何种自由化程

度的多元选择。②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促进贸

易自由化同时须关注国内改革问题，盲目推行自

由化可能导致大范围失业和产业衰亡后果。 相

对来说，发达国家市场水平较为完善，制度调整

成本较低。 然而，发达国家迄今仍未履行多哈回

合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极为关切的农业补贴等问

题上不愿作出让步，但却要保护其国内面临发展

中国家竞争的传统产业。 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

需求以及未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巨

大的不平等是多边贸易体系合法性缺失的重要

原因。 此外，代表主权平等的共识决策③原则虽

然加强了民主，但在牺牲决策效率的同时，由于

一直未能回答为何众多受 ＷＴＯ 规则影响的群

体无法对制定规则施加影响的诘问，始终深陷

“民主赤字”泥潭，进一步削弱体系合法性。
（３）ＷＴＯ 成员异质化与共识决策困境

ＷＴＯ 目前有 １６４ 个成员，政治社会经济、人
口地理状况和宗教文化传统各有不同，核心关

切也有区别。 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立场存在差异，即便同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

家，立场也并非相同。 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因

经济迅速增长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其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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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９ 页。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９ 条第 １ 款规定：有关机构

就所提交事项作出决定时，若与会成员未正式提出异议，则视为由

一致意见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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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分歧可能会因此扩大。 又如，无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保护自身传统下

滑产业的政治需求，会在一些议题上发生冲撞。
东京回合中，美国意图确立农业补贴规则以限

制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为此曾与后者展开十分

激烈的争斗。① 再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举行的

ＷＴＯ 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中 ７６ 个成员有意启动

谈判的电子商务议题为例，美欧中三大经济体

的立场也不一致。 美国更青睐使用“数字贸易”
概念，意图覆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大幅削减

跨境和边界后监管壁垒；中国集中于消除传统

跨境贸易壁垒，②尤为注重网络空间国家主权，
在开放水平和信息自由度上不及美欧；欧盟更

强调数据隐私，对待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的态

度与美国不同。③ 共识决策原则使谈判极易因

个别成员反对而付诸东流，这不仅是导致 ＷＴＯ
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如今更成为 ＷＴＯ 生死存

亡的关键所在。 ２０１６ 年以来，美国以上诉机构

无视诉讼程序期限、超越审查范围等为由，阻挠

新成员任命。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上诉机构法官仅

剩 ３ 名。 而根据 ＤＳＵ 第 １６．４ 条规定：“如一方已

通知上诉决定，则在上诉完成之前，争端解决机

构将不审议通过该专家组报告。”也即意味着，任
一方只需通过上诉且对法官提出回避请求，便可

阻挠对其不利的裁决，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将陷入

无法运转的尴尬境地。 若美国继续阻挠任命，
ＷＴＯ 也未及时找寻到出路，随着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另

两名法官任期届满，这一机制将彻底陷入停摆。
（４）大国规则竞争加剧体系改革难度

近年来中美经济实力此消彼长。 尽管在军

事、教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创新等方面，两国

间差距仍十分显著，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特别

是未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的普遍预

期，引发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 以约

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逐
渐占据上风，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崛

起，认为中国必然会从结构层面挑战美国主导

的国际体系，改变世界权力分配格局。④ 在此观

点驱动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向，将中国视为

战略竞争对手，将中美间经济竞争视为对美国

国家安全的威胁，⑤多次指责中国依靠不公平竞

争手段，攫取相对于美国更大的经济优势，导致

美中间巨大贸易逆差；指责中国在技术领域的

进步，是通过强迫他国企业转移技术、盗窃知识

产权等手段获得。 因认为 ＷＴＯ 规则无法改变

中国国家主导经济做法，美国表示将联手“志同

道合”国家推动 ＷＴＯ 改革。⑥ 在美国压力下，欧
盟和日本也持相似立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美欧日

贸易部长就 ＷＴＯ 改革再次发表联合声明，这是

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以来三国就该问题所发布的第

四份联合声明。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欧盟和加拿大相继提出的 ＷＴＯ 改革建议中

都纳入了美国意图约束中国作出改变的改革诉

求。⑧ 因此，未来期间，如何迫使中国在产业政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舒建中：“美国与‘东京回合’：贸易霸权面临新挑战”，
《美国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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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作出转变必定成

为 ＷＴＯ 改革的重点议题，而美国对 ＷＴＯ 的态

度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成果是否遂其心

意。 ＷＴＯ 在挣扎着如何走出困境的同时，即将

成为中美规则竞争的重要战场。

二、ＷＴＯ 改革进展与中国立场

２．１　 ＷＴＯ 改革的进展评析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严重危机，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欧盟和加拿大分别提出 ＷＴＯ 的改革建议。
１１ 月，中国、欧盟、印度等成员方提交关于争端解

决机制的联合提案，以敦促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成

员遴选程序，维护岌岌可危的多边贸易体系。
（１）欧盟改革方案

欧盟《ＷＴＯ 现代化》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三

方面：①规则制定与发展；②常规工作与透明

度；③争端解决机制。
规则制定与发展方面，主张改革旨在能够及

时更新 ＷＴＯ 规则，为此就个别议题感兴趣的成

员可以在 ＷＴＯ 中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部分或全

部成员参与的协议，该协议将作为 ＷＴＯ 框架的

组成部分。 欧盟建议，其一，未来规则应注重体

系平衡与公平竞争、解决服务与投资壁垒、实现

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目的须解决透明度、
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强制性技术转移等问题；
其二，修改当前 ＷＴＯ 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基于发

展目标而主张的全面灵活性，建议设计“毕业”机
制并确保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针对性；其三，鉴于共

识决策原则困境，在多边协定外，应积极推动基于

最惠国待遇原则、开放的诸边协定谈判，充分发挥

秘书处作用并加强成员方的政治支持。①

常规工作与透明度方面，注重强化 ＷＴＯ 的

监督职能，确保成员方国内贸易政策透明度，以
切实执行 ＷＴＯ 规则。 为此，欧盟建议提升委员

会层面监督的有效性，并通过实施相应的激励

和制裁措施、反通报措施，强化贸易政策审议机

制（ＴＲＩＭ），促使成员方积极通报相关情况。②

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在列举并正面回应美

国对上诉机构诸如无视 ９０ 天诉讼程序期限、超
越审理范围、裁决报告被视为先例等不满之外，
重点针对本次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新成员任命导

致机制面临瘫痪威胁，提出旨在加强上诉机构独

立性、提高程序运作效率的改革建议。 为此，欧
盟主张将上诉机构成员从目前 ７ 名增加至 ９ 名，
任期由 ４ 年一任可连任两届改为 ６～８ 年一任，由
兼职转为全职，而即将离任的成员应完成其任期

内已进行听证程序的上诉案件的审理过程。③

（２）加拿大改革方案

加拿大方案同样覆盖 ＷＴＯ 监督、争端解

决、谈判三大职能，改革方向和原则与欧盟基本

一致，但相比欧盟较为简略。 监督职能方面，建
议通过反通报等方式提升成员方国内措施透明

度，强化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改善解决特殊贸易

关切问题的机制效用。 争端解决职能方面，在
正面回应并支持美国对上诉机构不满理由的同

时，强调存在一个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和公正的

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为此主张应确保上诉

机制得以存续。 规则谈判方面，其一，应继续多

哈回合中未竟重点议题，尤其关涉最不发达国

家的农业补贴和发展等问题；其二，须逐渐填补

数字贸易等新贸易形态、中小企业等领域的规

则空白，促使 ＷＴＯ 规则现代化；其三，须解决国

有企业、工业补贴、技术转让等扭曲性竞争问

题。 此外，加拿大同样支持推动诸边协定谈判

并建议改革当前 ＷＴＯ 体系中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普遍意义上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使之基于差

异化的新方法。④

（３）十三国 ／地区 ＷＴＯ 改革会议

１０ 月 ２５ 日，加拿大召集欧盟、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巴西、智利、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瑞

９２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ｐ．１８， ２０１８， ｐｐ．３－ ８，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 －
１８－５７８６＿ｅｎ．ｈｔｍ．

同①，ｐｐ．９－１０。
同①，ｐｐ．１３－１７。
Ｓｅｅ “Ｃａｎａｄａ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Ｐｌａｎ ｔｏ Ｂｏｌｓｔｅｒ ＷＴＯ ｉ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Ｕ． 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Ｓｅｐ．２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０９－ ２５ ／ ｃａｎａｄａ－ｕｎｖｅｉｌｓ －ｐｌａｎ－ ｔｏ－ｂｏｌｓｔｅｒ －
ｗｔｏ－ｉｎ－ｆａｃｅ－ｏｆ－ｕ－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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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新加坡、肯尼亚的贸易代表共同商议 ＷＴＯ
改革问题，因中美间分歧较大，未在此次获邀之

列。 会议并未涉及具体改革细节，主要目的在

于抛出改革动议，寻求尽快行动以解决当前危

机的共识。 会后联合公报强调争端解决机制是

ＷＴＯ 的中心支柱，重振 ＷＴＯ 谈判职能并加强

监督成员方贸易政策，提高透明度。
（４）中欧印等联合提案

一方面，为应对上诉机构迫在眉睫的停摆

危机，该提案除同样主张即将离任的法官应完

成其任期内已进行听证程序的上诉案件审理过

程，还提议待离任法官可继续履行其职务直至

新法官上任，但最长不得超过其本应离任日期

后的两年。 因考虑上诉案件复杂性和积压现

状，建议经上诉各方同意，可延长规定的 ９０ 天

上诉期限。 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所提出的关切，
主张限制上诉机构对成员方国内法含义的解释，
并规定仅在解决争议必要范围内处理上诉各方

所提出的问题。 此外，建议上诉机构与 ＷＴＯ 成

员举行年度会议，以解决有关上诉裁决过程中的

方法、系统性问题或趋势的关切。① 与其说该提

案的意义在于其内容，倒毋宁说更在于中欧印

等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立场上的趋于一致。
（５）进展评析

上述动议及提案反映了成员方试图解决困

境的美好愿望，但也仅是 ＷＴＯ 改革艰难历程中

跨出的第一小步。 难点在于，改革的本质在于

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分配，而各方分歧却难以调

和。 未来进展如何，仍然充满变数。
其一，当前 ＷＴＯ 体系最大抨击者同时也是

造成组织面临危机的美国迄今只表达不满，但
并未抛出任何建设性的改革目标和措施，立场

十分晦涩。 ９ 月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

泽（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在活动中表示认同 ＷＴＯ
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若没有它，美国也会创建

（ｉｎｖｅｎｔ）它，并再次抨击中国是 “非市场经济

体”，不符合 ＷＴＯ 规则设计初衷。② 这句话暗含

若 ＷＴＯ 改革未能达到美国期望值，美国可能另

起炉灶的意图。
其二，尽管欧盟、加拿大方案都对美国关注

的“扭曲性”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待遇、上诉机

制等问题予以支持，欧盟方案更是包括如何从控

制权等方面入手，有力界定“国有企业”等具体细

节，但美国对此依旧不满，分歧在于上诉机制的

改革方向。③ 为避免再次发生因上诉机构成员

任命受阻而危及机制存亡事件，欧盟和加拿大

筹成员方都提议强化这一机制，但这与美国愿

望背道而驰。 事实上，在美国认为 ＷＴＯ 谈判职

能得到修复、规则得以与时俱进并能有效纠正

他国不正当竞争做法的系统性问题之前，很难

期待上诉机制的改革会有所突破。 特朗普执政

以来，美国所发布的《贸易政策议程》、④美墨加

三国协定（ＵＳＭＣＡ）谈判过程中美国对争端解

决机制所持立场及最终协议文本，⑤都清晰表明

本届美国政府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受国际法约

束、强化国内贸易政策工具的意图。 而当这场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效力的保卫战遭遇到奉行美

国优先理念且青睐单边措施、动辄退群的美国政

府，博弈之路必将十分崎岖。 此外，美国还指责

欧盟改革发展中国家待遇的立场不够强硬。⑥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５２”，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 ２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８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ｔｒａｄｏｃ＿１５７５１４．ｐｄｆ．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 Ｅｙｅｉｎｇ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ｎ Ｏｔｔａｗａ，
Ｃａｎａｄａ Ｐｒｅｐａｒｅｓ Ｗ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ｉｔｃｈ”，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ｐ． ２８，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３－２４．

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谢伊表示，美国不同意欧盟关

于上诉机制的改革建议，并提出可以考虑用仲裁来代替上诉机制。
Ｍｏｎｉｃｋｅｎ， Ｈａｎｎａｈ， “ Ｓｈｅａ：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ｉｃｋ ａ Ｌａｎｅ’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ｃｔ．１９，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４－４６．

２０１８ 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中明确表示“贸易协议应该

是‘暂时的’、‘可视经验和情形而被舍弃或改变的’”，强调美国国

家利益优先。
尽管《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 （ＵＳＭＣＡ）最终保留了

加拿大坚持的贸易救济章节，但美国明确表示这些约束主权性质

的争端解决机制不会阻止美国继续执行其国内贸易政策工具。 此

外，《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中继续弱化投资者—国家争端解

决机制（ＩＳＤＳ），与加拿大投资者之间的争端，仅《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ＮＡＦＴＡ）存续期间的遗留投资可继续诉诸这一机制，且规定

了三年内将逐步取消；墨西哥投资者也仅能就特定国家合同（如
能源合同）所发生的投资争端诉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此外规定仅违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征收（不包括间接征收）
的投资争议可提交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仲裁。

Ｍｏｎｉｃｋｅｎ， Ｈａｎｎａｈ， “Ｓｈｅａ：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ｉｃｋ ａ
Ｌａｎｅ’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ｃｔ．１９，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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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欧盟、加拿大方案多涉及美国对 ＷＴＯ
的改革诉求，但并未对导致 ＷＴＯ 谈判效率低下

的共识决策原则提出改进细节，也未就如何兑

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关心的多哈回合承诺给

出解决方案，更未触及怎样切实提升发展中国

家在体系中的话语权地位、保障其发展诉求得

到重视，改革建议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多大吸引

力令人怀疑。
其四，作为美国推动本轮 ＷＴＯ 改革的最大驱

动因素，中国是另一关键主体，改革进程与中国立

场息息相关。 但迄今中美在根本诉求上存在巨大

分歧，互信水平严重不足，尤其美国真实意图尚未

明晰且本届政府十分缺乏诚信。 对中国来说，进一

步改革开放符合本国发展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体

量增长，也必定会在 ＷＴＯ 中承担相应义务，但这

并不关乎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正当性，更不会接受

外部力量干预。 对美国来说，若执着于迫使中国在

这一点上作出根本转变，则双方谈判空间十分狭

小。 在奉行共识决策原则的 ＷＴＯ 中，中美双方的

博弈僵局就足以导致ＷＴＯ 改革陷入困境。

２．２　 ＷＴＯ 改革的中国立场

共识原则增加了 ＷＴＯ 改革难度，但却未能

阻止运作程序和组织文化中的权力政治。 发达

国家庞大的消费市场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谈判杠

杆，因此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很难利用成员多的

优势争取有利谈判地位。 ＷＴＯ 改革因上诉机制

随时可能停摆、美国随时可能退出而十分迫切，
大国竞争更加剧规则调适难度。 尽管困难重

重，各方仍应努力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方

面，ＷＴＯ 虽然存在民主赤字等问题，但仍是迄今

为止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若这一秩序

不再，各国只能寻求双边或区域机制，全球经济

将陷入彻底的碎片化治理。 这对世界各国都会

是巨大损失，即便对美国也未见得是好消息。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对 ＷＴＯ 改革耐心有限，但
在结果初露端倪之前，也未见得会立即退出。
１０ 月 １２ 日，美国驻 ＷＴＯ 大使丹尼斯·谢伊

（Ｄｅｎｎｉｓ Ｓｈｅａ）指出除非在美国具有颠覆性质的

建设性领导下，否则 ＷＴＯ 改革不会发生。 但他

也认同改革的渐进性以及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

立即解决。① 因此，在美国尚未采取极端措施之

前，理论上 ＷＴＯ 成员尚有协调空间。 而美国的

强硬态度及因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改革进程也

会产生一定作用力，虽然这种作用力导致的结

果未必有益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基于目前形

势，对中国立场建议如下：
（１）坚持公正、包容而开放的 ＷＴＯ 改革

方向

ＷＴＯ 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关键在于，发达国

家始终未正视不同成员间发展水平和关切重点

差异，在推动市场开放以获得自身准入利益的

同时，却过于限制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的贸易

政策，强制后者必须履行特定义务以换取市场

准入机会。 但这些条款往往并未促进发展中国

家经济福利，以至于后者普遍认为，即使不签订

协议造成损失，也要比签订对自身不利的协议

要好。② ＷＴＯ 成员异质水平高，这意味着真正有

益的贸易政策应允许存在差别。 而发达国家拥

有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远非对称的力量，调整成

本、谈判地位、人力资源、应对冲击和运用争端

解决机制等方面的优势，都是发展中国家望尘

莫及的。 因此，美国所呼吁的 “对等” 和 “公

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既非公平也不公正。
若朝此方向改革，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市

场冲击和制度调整成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定然会失去继续谈判的动力，削弱对 ＷＴＯ 体制

的信心。 若要谈判取得进展，所有核心内容都

须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支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坚持 ＷＴＯ

朝着公正、包容和开放的方向进行改革。
①公正。 ＷＴＯ 应正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为此，谈判过程和结

果要以能切实增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为目

１３

①

②

Ｍｏｎｉｃｋｅｎ， Ｈａｎｎａｈ， “Ｓｈｅａ：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ｉｃｋ ａ
Ｌａｎｅ’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ｃｔ．１９，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４－
４６．

［美］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等著，沈小寅译：《国际间

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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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避免为其施加过严的政策限制和过重的行

政及财政负担，提供实质性的差别和特殊待遇

并给予必要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帮助其开展能

力建设。 欧盟在其改革方案中虽表示完全支持

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其发展目标接受必要援助及

拥有相应灵活性，但并未包含如何实现这一原

则的具体方法。① 对此，中国应坚持在接下来的

改革进程中，保障这一原则得到严格遵循，发达

国家的承诺及 ＷＴＯ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有效

发展政策的义务须具备可执行性。 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绝不应以“对等”为前

提，“公平”的界定也不能局限于经济效益而应

包含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治性权利。
②包容。 ＷＴＯ 的多边性质和成员的异质化

决定其宗旨和范围须具备包容性。 为此，不应由

某一国家或集团主宰，更不应规定唯一发展模

式。 制定规则须具有灵活性，允许成员对政策做

出一定保留。 近年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与

优惠待遇抨击有加，欧盟和加拿大在改革方案中

就如何限制当前 ＷＴＯ 中发展中国家的全面灵活

性提出了解决方案。 欧盟主张未来这一待遇应

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以需求为导向，以证据为

基础。 对此，中国应坚持任何对该原则的限制须

具备合理性，规则的设计须避免发展中国家承担

不必要的负担。② 此外，为确保机制存续的合法性

和可行性，提高决策效率不应以牺牲多元和民主为

代价。 组织结构和运作流程要真实体现不同行为

体的话语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为其融入全球经济提供真正公平的机遇。

③开放。 ＷＴＯ 应致力于消除成员间贸易保

护主义做法。 为此，应持续减少扭曲性的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促进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
但须特别注意，开放并不等同于完全自由化，步
骤也非整齐划一，应基于自身经济和制度发展

水平，考虑产业和劳动力调整成本，并允许发展

中国家在适用规则和决定市场开放度上具有更

多灵活性，拥有合理的过渡期间。
（２）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ＷＴＯ 对中国贸易政策第七次

审议结束，共有 ４２ 位成员主要围绕产能过剩、
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监管等领域向中

国提出 １９６３ 个问题，数量之多创历史之最。③

一方面，在美国不断施压下，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已然具有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另一方面，尽管

中国并未违反 ＷＴＯ 规则，但作为第二大经济体

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对中国贸易政策和宏观

经济环境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 对中国来说，
最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和表明中国对 ＷＴＯ 改革

立场的方式应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新一轮改

革开放，不断提升自身制度发展水平。
①这是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体现。 当

今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根据 ＷＴＯ 贸易限制措

施监测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二十

国集团国家新出台 ３９ 项限制措施，较同期增长

一倍。④ 而美国作为本轮全球化的推动者带头

反对这一体系并频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更是

使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
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降低进口汽车关税、放开外资股比限制等系

列开放举措，为缓解紧张局势释放积极信号，极
大地减少不确定性，提振市场信心，为世界经济

增长提供有力引擎，帮助维护全球贸易秩序。
②这是加强国际规则话语权基本前提。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是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多边贸易

体系，体现其规则主导权和霸权利益。 当美国

对体系渐生不满却又难以调整时，意图主导削

弱 ＷＴＯ 影响的区域协定谈判，逐渐重塑国际经

济新秩序，削弱中国竞争优势。 中国在国有企

业、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规则上与欧美国家存

在不少分歧，这不仅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焦点，
也是 ＷＴＯ 规则竞争重点。 目前美国仍是多边

２３

①

②
③

④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Ｓｅｐ．１８， ２０１８， ｐ．８．

同①。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ＷＴＯ， Ｊｕｌ．

１１＆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ｔｐｒ＿ｅ ／ ｔｐ４７５＿
ｃｒｃ＿ｅ．ｈｔｍ．

“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Ｇ２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Ｄｏｕｂ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ＴＯ， Ｊｕｌ．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ｎｅｗｓ１８＿ｅ ／ ｍｏｎｉｔ＿０４ｊｕｌ１８＿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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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主导力量，而中国也无法绕开美国独自发

展。 中国规则话语权的弱势，会导致中国在包

括 ＷＴＯ 在内的国际经贸谈判中十分被动，削弱

中国推进 ＷＴＯ 改革和改善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和影响力。 因此中国须直面如何升级规则以加

强话语权的难题，而这必须建立在进一步改革

开放和提升竞争力的基础上。

三、ＷＴＯ 改革的前景展望

尽管关于美国世纪是否结束存在分歧，但
就世界秩序正在变化已有不少共识。① 而当主

导建立当前国际秩序的美国对秩序日渐不满，并
以破坏秩序的方式寻求秩序重建时，世界正进入

一个不稳定的时代。 多边贸易体系作为美国重

要的抨击和改革目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指责这一体系未

能为其提供符合期望的经济增长表现；一面是新

兴国家认为二战后的治理结构未能公平反映世

界经济新格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对其所关切

的发展需求被长期忽视而深感愤怒。 ＷＴＯ 面临

多重攻击，改革势在必行。 但问题在于，如何调

和这些不同甚至严重对立的改革诉求？ 陷入共

识困境的 ＷＴＯ，最终会因失去美国支持走入死

局，抑或因无法承受美国压力而被重塑？ 改革会

否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 因受多重因素影

响且形势风云变幻，很难准确预测具体进程，但
不妨试从全球贸易体系发展趋势及影响改革的

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入手，进行分析。

３．１　 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趋势判断

（１）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难以被彻底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运输通信和技术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使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配置。 如果我们将全球化理解成渐进而非始

终高奏凯歌的过程，可以更好理解当前全球化

遭遇的挫折。 全球化在改变社会和经济方面的

作用已经难以被忽视，即便一段时期中保护主

义情绪有所复苏，但若不能阻断生产要素在国

际间流动，则难以扭转全球化发展趋势。 历史

的进步无法逆转，新贸易理论更是告诉人们，规
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无处不在，这意味着跨国公

司不会仅因政府号召就回归本土。 根据中国商

务部数据，２０１８ 年前 ８ 个月，美国对华投资同比

增长 ２３．６％，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② 全球产业

链已经形成且仍在不断扩大，产品从原材料到

最终消费品整个过程会流经多个国家，使得对

产品价值链的分析空前复杂。 世界经济正变得

前所未有的国际化。
虽然全球化趋势很难扭转，但也需要认识

到：其一，全球化的步伐可能会放缓。 ２００８ 年以

来，全球复苏之路仍然崎岖且伴随较大不确定

性，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较以往显著下降。 贸

易方面，平均增幅仅为 ３％。 尽管 ２０１７ 年上升

至 ４．７％，③但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的 ６％仍有明显

差距。④ 投资方面，２０１７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低

迷，较 ２０１６ 年下降 ２３％；⑤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主要受

美国税制改革影响，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大幅下降

４１％，⑥始终未能回归危机前峰值水平。 与此同

时，诸如经济不平衡、环境恶化、移民危机等现

象削弱了全球化的政治共识，一些主要经济体

国际经济政策发生转向，与他国间不断升级的

冲突更是严重损害了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影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例如阿米塔·阿查亚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终

结，当前正类似于一个“多厅影院”的复合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管

理更为多样化和多元化，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众多行为体都

会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美
国世纪并未结束，美国仍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并在全球国

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约瑟夫·奈并未否认美国

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相对衰落，因而美国如何运用自己的优势资

源，作出明智的国内和国际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前 ８ 月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倍增”，商务部中国服

务贸易指南网，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ｎｇｊｉ ／ ｇｕｏｎｅｉ ／ ｂｕｗｅｉｔｊ ／ ｓｗｂｔｊ ／ ２０１８０９ ／ ６９５８９．ｈｔｍｌ。

“ＷＴＯ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ＷＴＯ，Ｇｅｎｅｖａ， 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ｐｒｅｓ１２＿ｅ ／ ｐｒ６５８＿ｅ．ｈｔｍ．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Ｓｌｏｗ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ＷＴＯ，Ｇｅｎｅｖａ， Ａｐｒ．１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ｐｒｅｓ１２＿ｅ ／ ｐｒ６５８＿ｅ．ｈｔｍ．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ＵＮＣＴＡ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Ｇｅｎｅｖａ， ｐ．ｘｉ，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８＿ｅｎ．
ｐｄ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ＵＮＣＴＡ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Ｇｅｎｅｖａ， Ｎｏ． ３０， Ｏｃｔ． １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ｉａｅｉａｉｎｆ２０１８ｄ１＿ｅ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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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世界经济前景。 其二，政策的选择并非无足

轻重。 迄今全球经济诸多危机，根源出自全球

治理水平未能及时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
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国际和国内机制的政策协

调，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 失效的

政策协调会放大全球化负向溢出效应，引发抵

制全球化的思潮。 其三，不同时期全球化的表

现存在差异。 当今时代，一是全球经济中心正

逐渐转移至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
二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

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而信息和通信技术

对国际生产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数字经济可能

会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三是无论是

全球化还是其引发的危机全球化现象，都会使

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增强。
（２）全球贸易治理多元化合作不可或缺

一方面，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相

互依存，单一国家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应对各种挑

战。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贸易投资增长的同时，也
会放大各种外溢效应，凸显出全球治理重要性。
然而世界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

体系已然全球化，但世界政治结构仍以民族国家

为基础，强调边界的重要性。 在国际贸易领域，
各国政府都面临让全球化进程向有利于本国利

益或重商主义方向倾斜的压力。① 国家间进行政

策协调做出妥协，可能会因此失去国内政治支

持，政府并非都愿意为之，由此催生出多边制度

和建立秩序的必要性。 多边体系通过为成员提

供政策协调平台，在提升合法性、稳定性和可预

期性的同时，有助于提高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战后美国致力于构建促进开放市场、民主、制
度合作和多边纽带，并视之为国际秩序的基

础。② 因为仅凭美国自身不足以确保全球经济

稳定和健康，而美国的繁荣与此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当今时代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各

地，资本、人力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基础权力结构呈分散化特征，更多行为主体拥

有话语权和话语权资源。 底部的棋盘中是政府

控制之外的跨越国界的关系领域，实力被大范

围地扩散了，合作变得至关重要。③ 全球贸易治

理不仅需要民族国家进行合作，还需要跨国公

司、环境、人权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个

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 多层级行为体

共同构建多元化跨国治理网络，范围覆盖全球

各地，层次包括多边、地区、区域和双边，形式涵

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协定和安排。 这一

巨大的多元化治理网络须具备有效的相互监督

和约束责任机制，切实加强相互间政策调适。
良好的多元合作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减轻失

衡和危机概率，反之则会引发和加剧风险。

３．２　 ＷＴＯ 改革的不确定性因素剖析

（１）主要行为体对世界秩序变化的认知与

互动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０ 年，西方占世界经济的份

额减少了 １０．３３％，超过前四十年份额减少的总

和。④ 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８０％。 按汇率法计

算，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接近 ４０％。 照目前发

展速度，１０ 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⑤ 世

界经济力量正从西方世界向新兴国家发生转

移，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理应作出相应调整。 国

际金融领域，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中份额权和投票权有所提升。 各种地

区性权力集团和治理机制正在涌现，以亚投行

和金砖银行为代表的新兴多边金融机构作为当

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补充，为世界提供更多

公共产品，让更多人从经济发展中获益。
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改革也应

顺应世界秩序新变化。 过去年间，各项议题鲜

能达成共识，ＷＴＯ 成员对推动新协议缺乏强大

的政治动力，更缺乏带领机制走出僵局的领导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

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８３－４８４ 页。
［美］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

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中文

版序第 ２６ 页。
［美］约瑟夫·奈著，［美］邵杜罔译：《美国世纪结束了

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５ 页。
同③，第 １１７ 页。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

网，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７２６ ／
ｃ１００２－３０１７０２３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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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今时今日，美国带头呼吁改革 ＷＴＯ，但出发

点却是要恢复其昔日霸权，采取的措施更是逆

势而为，以单边主义为手段，施压 ＷＴＯ 朝其所

界定的“对等”和“公平”方向改革。 但扰乱或

抛弃现有秩序并非是明智选择。 ＷＴＯ 的价值在

于它为国际间贸易创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是以国家同意而非单边权力来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 遵守秩序的良好预期在于所有的

成员方都能从中获得和平利益，从而有助于实

现国际社会的正义最大化。 以摧毁秩序的方式

重建秩序，会因失去合法性基础而带来更多冲

突。 事实上，美国多年来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并

未下降，这正说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崛起

并未侵蚀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有意

忽视甚至扭曲这一事实，将 ＷＴＯ 改革建立在中

国能否按其界定的“市场经济体”作出根本性转

变，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能接受其他行为体在

塑造世界秩序中的贡献，超越以美国为中心的

行事思维，正视其国内失衡的结构性根源，合理

运用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会为美国权力带

来更多尊重与合法性，其世界地位也能更加持

久。 过早让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只会因

全球经济下滑而殃及自身；对其他传统西方国

家来说，应拥有更多全球思维。 一方面，只有全

球经济走出衰退，才不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

入过剩危机。 繁荣的世界经济并非仅有利于增

长最快的国家，而是惠及所有地区。 另一方面，
应正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巨大的不平

等，制定规则时应重视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和

改革能力，让这些国家获得平等融入世界的机

会。 致力于全球均衡发展，才能共同拥有更加

光明的前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多边贸易体系

走向关乎生存和发展空间，应坚定反对单边主

义和霸权政治，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继

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在此过程中要搁置

分歧，共同抵制不公正的改革诉求，绝不能被眼

前利益所分化，于根本利益上行短视之举。 此

外，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仍是发展，国内改革须

基于国情，权衡制度调整和执行成本，避免付出

过于高昂的改革代价。
ＷＴＯ 改革应顺应历史大势，否则定会影响其

保持活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因此其未来恰恰

需要逐渐适应不再受制于美国单边权力的新多

边主义而非恢复美国霸权秩序，改革过程也应体

现世界秩序变化带来的相应调整。 但秩序改革

任重而道远，不仅取决于美国如何认知和应对其

权力变化，也与其他行为体如何认知和应对美国

权力高度相关。 各方都应保持理性和克制，坚持

在秩序框架内进行调整。 态度过于激进，诉求过

于失当，会失去合作基础，让改革无以为继。
ＷＴＯ 所有成员能否对此拥有正确认知并作出调

适，对塑造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
（２）地区主义是否能成为多边主义的有益

补充

ＷＴＯ 从未拒绝过地区主义。 早在关贸总协

定（ＧＡＴＴ）成立之初，就允许区域一体化作为最

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的例外而存在。①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为区域贸易协定留下空间，主要基于各国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考虑，同时也是因为区

域贸易协定同样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 而

当 ＷＴＯ 谈判机制陷入僵局，不断扩张的地区主

义成为一种必然，填补 ＷＴＯ 规则空白或在前者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由化水平，以满足不断上升

的经济一体化需求。 另一方面，当世界权力逐渐

分散化，地区主义也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补充形

式，以弥补多边机制局限。 因此，地区主义和多

边主义并非天然排斥。 在理想状态下，两者可相

互补充，提升全球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
但须注意的是，地区主义并非只是正向溢

出效应。 其一，区域协定在提升区域内一体化

水平，为成员提供更高经济福利的同时，因区域

内优惠待遇并不适用于区域外贸易伙伴，必然

导致歧视。 不仅带来贸易转移效应，也可能形

５３

① 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第 ５ 款中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阻止在

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阻止建立关税同

盟或自由贸易区所必需的临时协议”，但为避免对 ＷＴＯ 支柱性原

则造成根本性破坏，该款同时规定优惠区域内的 ＷＴＯ 成员与非优

惠区域内的 ＷＴＯ 成员进行贸易时，不得设立高于该优惠区域建立

前更严格的限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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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保护主义，侵蚀多边贸易体系的制度基

础；其二，区域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多边贸易体

系“碎片化”现象严重。 特别是当主导地区主义

的力量并非是弥补多边体系不足，而是带有明

显的地缘政治目的，将其作为削弱、抵制甚至替

代多边体系的工具时，则会成为架空多边主义

的威胁。 而仅地区主义本身，尚不能为全球经

济治理提供足够完善的方案。
这一风险正在不断加剧，最大挑战正来自于

体系的构建者———美国。 因对当前体系利益分

配严重不满，且共识原则加大了改革难度，美国

对 ＷＴＯ 的支持和耐心日益减少，试图推动地区

主义，削弱 ＷＴＯ 的影响和作用。 奥巴马时期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作为亚太经济政

策抓手，企图利用地区主义，将中国排斥在充满

活力的亚太经济圈外，抑制中国在 ＷＴＯ 体系中

的收益。 特朗普同样也在推动地区主义，但与其

前任仍试图在多边框架内寻求调整不同，在其认

为 ＷＴＯ 规则对美国不利时，则直接弃之不顾，屡
次动用国际社会极少使用的“国家安全”名义，对
他国施加关税威胁。 借助美国远强于他国的实

力，施压对手做出让步，以签署更有利于美国的

贸易协定。① 特朗普执政以来，重新谈判美韩和

北美自贸协定，即将与欧盟和日本开展自贸协定

谈判，都是运用这一逻辑的充分体现。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达成的美墨加自贸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

体”相关条款，是美国用自身国内法将他国划分

为“市场经济体”和“非市场经济体”两大阵营，并
以此限制成员方未来选择自贸协定伙伴的强权

体现。② 若 ＷＴＯ 改革不如其所愿，不排除美国

有退出可能。③ 因此，美国是以民族主义大国角

色行事，推动以恢复霸权秩序为目的的地区主

义。 这种做法在削弱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给
ＷＴＯ 改革方向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是真正包容

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的同

时，吸引并允许区域外经济体参与，缩小区域内

外歧视水平，减少保护主义壁垒和贸易转移效

应。 此类地区主义能促进地区间包容合作，改善

碎片化效应，与多边主义一起构成复合性全球治

理结构，可提升应对复杂变化的能力，促进全球

化发展。 但若以自由为名行保护之实，排斥并遏

制他国发展以确保本国领先优势，甚至逼迫他国

按其所界定的“市场经济体”进行改变，④此类地

区主义非但不能成为多边主义的有益补充，还
会导致世界分裂成不同模式的贸易集团，严重

割裂经济一体化，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阴影。
综上所述，尽管全球化发展趋势不会彻底扭

转，全球治理结构中多元化合作必不可少，但当

前 ＷＴＯ 内外的改革之争因关涉美国所主导的单

极世界秩序变化而变得空前复杂。 ＷＴＯ 所有成

员特别是主要行为体对此如何认知并作出反应，
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不断扩张的地区主义究竟

是作为多边体系的补充还是成为大国地缘竞争

的工具，以上因素对 ＷＴＯ 改革走向至关重要。

四、结　 语

任何贸易谈判都会出现各国经济学家难以

达成一致的复杂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须进行政

治、安全、环境等诸多因素权衡，达成共识须基

于各方利益让渡和政策调适，需要足够的政治

意愿方能加以推动。 正如 ＷＴＯ 总干事罗伯

特·阿泽维多所提醒的，多边主义并不总是“得
到你想要的”，而是大家都能接受“最好结果”，
追求前者是“失败的秘诀”。⑤ ＷＴＯ 改革若要取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ＳＴＲ， “２０１８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
ｐｏｒｔ”， Ｍａｒ． ２０１８， ｐ．２． 特朗普政府认为此前所签署的贸易协议不

利于美国产业和工人，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此重新谈判美韩和

北美自贸协定，并积极争取与世界其他潜在伙伴谈判更好的贸易

协定。 这是美国贸易政策议程的五大支柱之一。
ＵＳＭＣＡ （２０１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２．１０．
“Ａｘｉｏｓ： Ｔｒｕｍｐ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 Ｓａｙｓ Ｈｅ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ＷＴＯ”， ＣＮＮ， Ｊｕｎ． ２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９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ｔｒｕｍｐ－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ｖｏｙ Ｓｍｅｌｌｓ ‘ Ｇｕｎｐｏｗｄｅｒ’ ａｓ ＵＳ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Ｏｐｅｎｓ Ｆｉｒｅ 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Ｗ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Ｊｕｌ．２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ｈｉｎａ ／ ｄｉ⁃
ｐｌｏｍａｃｙ－ｄｅｆｅｎ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１５７０７０ ／ 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ｖｏｙ－ｓｍｅｌｌｓ－ｇｕｎｐｏｗｄｅｒ－
ｕｓ－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ｏｐｅｎｓ－ｆｉｒｅ．

“ＷＴＯ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Ｍｏ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Ｓｅｔ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ｎ Ｎｅ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ＣＴＳＤ， Ｄｅｃ．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ｔｓｄ．ｏｒｇ ／ ｂｒｉｄｇｅｓ－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ｄｇｅｓ ／ ｎｅｗｓ ／ ｗｔｏ－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 ｉｎ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ｍｏ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ｓｅｔ－ｐｌａｎｓ－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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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展，发达国家须认真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诉求，妥善处理好新旧问题，在解决新贸易形

态给全球监管规制协调带来挑战的同时，正视

多哈回合失败根源，否则任何谈判都会因得不

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再次陷入僵局。 而将关涉

全球 １６４ 个成员福利的 ＷＴＯ 改革异化为大国

竞争战场以恢复霸权秩序，不仅陷多边贸易体

系于崩溃边缘，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巨大倒退，
或将引发世界经济危机。 中国应坚决维护这一

来之不易的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抵

制贸易保护主义。 短期内在改革难以取得突破

性进展前，可先推动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放

的诸边协定谈判。 在这场体现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

中美规则竞争中，中国一方面须加快自身改革步

伐，在符合国家发展目标之处尽快缩小和西方国

家间的规则分歧，以提升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话语

权；另一方面，仍须坚持保障实现发展中国家发

展诉求的立场，即便未必能从未来一些具体规则

中获益。 这不仅对维护 ＷＴＯ 宗旨目标至关重

要，也有助于推进 ＷＴＯ 改革顺利进行。

编辑　 邓文科

Ｗ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 Ｊｉｎｇ１

（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Ｗ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ａｓ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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