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人民大学日前
发布的《新开放战略与全
球 贸 易 规 则 重 构 过
程———中国入世十五周
年的反思与展望》指出，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不曾
预见的巨大变化，深度融
入了全球经济。我们积极
抓住战略机遇，主动调
适，全面参与，拓展全方
位的开放格局，并且积极
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
浪潮中，肩负起世界赋予
中国的责任与使命。!"

年来，中国在深度融入全
球价值链、制度改革、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三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现在与 !"年以

前相比面临一个经济全
球化的全新发展环境，当
前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该报告指出，主要包

括四大方向：中国制造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亟待提升；中国企业面临
强烈的外部冲击；贸易摩擦不断加
剧；对国内社会产生巨大冲击。
报告中还指出，无论多边贸易

体制还是区域贸易协定，在当前都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形
势造成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丧失了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共识和支
持，因此当前并非推动大规模、全局
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适当时机。
中国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目标
仍然是推动#$%多哈回合。其次，
中国对“新全球化”的新形态应以开
放的心态对待，支持采取诸边的方
式进行谈判。最后，中国的自由贸易
区战略在实施中仍应有针对性的安
排和策略。
所有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

的探索都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我们
可以不断地接近最优策略，实现内
外和谐、富国强民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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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改变的你我生活

中国“入世印记”佑助全球繁荣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昨天，对中国而言有特殊的
意义。就在 !"年前的这一天，中
国成为世贸组织第 !&'个成员。
!"年后，中国不但登上了世界经
济舞台的中央，并为推动世界经
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除了宏
观的经济体量上的变化，发生在
老百姓生活上的变化也随处可
见。进口汽车家电大幅降价，和好
莱坞同步欣赏大片，上网就能买
到洋食品，普通人跨出国门看世
界的脚步越来越轻盈，很多体验
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在 !"年前
的想象。
一位入行电子产品贸易十多

年的“老外贸”深有感触，“十多年
前我做海运物流，最早几年是把
外国货运进来，把我们的资源输

出去；随后一个阶段是把我们的
廉价产品运出去；近六七年来，随
着行业的转型，倒买倒卖赚差价
的少了，行业里的人都在拼技术、
拼设计、拼品牌，这是外贸行业十
多年来极为重要的一个转变”。

&( 店服务人员说：“只要订
车，肯定就能订到，有些原来 )*

多万的车现在刚 +*多万，优惠了
,*万。”
网店顾客表示：“给孩子买奶

粉以前都是代购什么的，现在不
用代购了挺方便的，而且货品都
是真的。”

旅行社工作人员说：“赴欧
洲、瑞士的养生之旅，伊朗‘丝绸
之路’为主题的产品，以及去非洲
马达加斯加旅游的产品很早之前

就已经售罄了。”
!"年来，中国为全球市场增

加了 !*亿劳动力，也增加了 !*

亿消费者，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
分别增长 -."倍和 /倍，提升了
全球贸易产品和服务数量。
加入世贸组织对促进中国外

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
要作用。目前，中国已连续三年稳
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
全球 !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
贸易伙伴。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许霓妮认为，与量的增长相比，中
国外贸更大的成就在于深度融入
全球价值链，“这对下一个 !"年非
常重要。”

本报记者 杨硕

! ! ! ! !"年，足以让一个大国变得
更加开放与自信。

!"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加速融入经济全球
化进程，从而开启了全球经济史
上一段记载超越与繁荣的传奇。
在外界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
“大赢家”。然而更值得注意的
是，入世 !"年给这个东方大国
留下的三个成长印记：开放、自
强、包容。

正是这三个印记，襄助一个
大国崛起为强国，向世人阐发中
国奇迹背后的中国智慧与气量，
持续为世界经济输出强劲动力，
佑助全球合作与繁荣。

! 入世 !"年! 留给中国的

最显著印记当属开放"

加入世贸组织，无疑是中国
融入世界的一个里程碑。过去 !"

年，是中国向全球开放与世界共
赢的 !"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更多中国
企业突破旧体制藩篱，独立参与
国际贸易与投资，更多境外企业
得以进入经济新域，在中国市场
大展宏图。伴随更宽领域、更大范
围的市场准入和开放，中国极大
拓展了内外市场空间，促进国内
外资源高效配置。
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经过

多年 #$% 多边机制的历练，在
当今中国，遵守全球规则、国际惯
例，与国际接轨，已成为社会普遍
共识；熟知规则、会打国际官司成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备技
能。可以说，在共识与规则之下，
中国与世界距离空前拉近，开放
度、融合度日益升级。

! 入世 !"年! 留给中国的

最深刻印记当属自强"

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双刃剑，
利害相生，福祸相伴，得失相依。
中国在享受世贸组织各种优惠待

遇的同时，在法律法规调整、弱势
产业保护、机构改革、外贸管理体
制等众多领域也面临重重压力和
挑战。
对此，中国政府没有退缩到

保护主义的“螺蛳壳”中。相反，加
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以极大决
心，持续推进机构改革、经济结构
调整、国企改革，克服艰难险阻，
付出巨大代价，推动市场经济日
益成熟，法治社会渐趋定型。

! 入世 !"年! 留给中国的

最亮丽印记当属包容"

中国入世 !"年间，成为全球
投资贸易安排的赢家。这固然得
益于适逢经济全球化的“天时”，
然而其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中国决
策层和企业家们海纳百川的包容
性，这包括对新事物的接纳度，对
新环境的适应性，对挑战的耐受
力，对分歧与成见的通融度。
而今，伴随中国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大国，这种包容度得
到前所未有的升级与拓展。在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当下，全球政
经舞台“黑天鹅”事件频出，欧美
日等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倾向抬
头。中国却呈现出显著的包容开
放度，日渐成为凝聚共识、积聚力
量、造就共赢的主流力量。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

国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世
界经济的“组局人”，积极担当全
球治理的改进者、跨境产业合作
的传递者、复杂交易的撮合者、国
际资本技术要素的集纳者、南北
合作的搭桥者，促进各国互利合
作、扩大开放，促进实现更高水
平、更宽领域的共赢格局。
此时此刻，中国的“入世印

记”早已融入中国人的全球意识
里，渲染在中外合作共赢的壮美
画卷里，传扬在多元共生、互联互
通的和谐乐章里。据新华社

"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要闻A4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竹建英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入世 !"年，中国跃升为世界头号
贸易大国。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
贸易伙伴至今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
济”国家，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
对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研究
教育学院院长张磊教授今天接受本报
专访时表示，中国要在多个层次同时
采取措施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张磊同时兼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

由大学国际法博士生导师，世界贸易
组织教席主持人。他解读说，《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尽管对“市场经济”国家
有所定义，但目前来看，现实有效的市
场经济地位条款大多是规定在各国的
国内法中，对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审查
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国内审查。
以美国为例，其《关税法》第 !+//条第
!-款的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是
该国不按照市场规律去确定成本和价
格的结构，以至于其产品的销售没有
反映出它们本身正常的价值。
张磊指出，近年来，美国相继对俄

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松绑”，给予它
们“市场经济地位”，但始终不给予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和东欧各国出口能力的巨大差异。因
为，中国作为如今第一出口大国，如果
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
国商品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
加强，这是美国所不愿接受的结果。
由于我国企业在遭受美国贸易经

济措施时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往往会
受到不平等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
遇，即计算倾销幅度时采用替代国价
格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倾销幅
度往往是畸高的，如美国对冷轧扁钢
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认定中国（除台港
澳地区外）的倾销幅度高达 0++1，而
日本的倾销幅度仅为 /21。显然，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中美及部分国家经
贸关系的重大争议点，事关中国今后
出口贸易的正常开展。
张磊建议，在国家层面尽快编写

并发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白皮
书，详细阐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完善过程，为产业、部门或法律界
提供国家层面的依据；另一方面，应大
幅度提高对遭受或潜在遭受美、欧贸
易救济措施的特定产业或部门的支
持。建议中国仿照《出口商品技术指
南》模式，拨付专门基金给行业协会或
大学等研究机构，就美国对我易于发
起反倾销、反补贴的重点产业、部门进
行重点针对性研究，编写或条件允许
时发布具体产业或部门市场经济条件
报告，帮助我国企业在具体贸易救济
案件中提高证明能力。
张磊指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外

贸竞争力，是另一项举措。目前已经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共有 -2

个，其中既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同时
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中
国能够与澳大利亚达成有关市场经济
地位的协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澳大
利亚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如果中国
在中美贸易中也能达到如同在中澳贸
易中的地位，那么中美市场经济地位
的问题会早晚解决。有关方面需及早
制定预案，提高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
竞争力，有助于中国化解美方不承认
市场经济地位的消极影响。

入世15年，第一贸易国来之不易
专家谈中国如何应对!非市场经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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