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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月 !! 日，中
国迎来加入世贸组
织（#$%）!& 周年。
按当年协议，世贸组
织应给予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然而，美国、欧盟和日
本相继宣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将维持反倾销“替代国”
做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本期
“论坛”特请专家详细解析。

! ! ! !问!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答!第一#我们需要从市场经济地位的纠

缠中解脱出来$ 不要再刻意要求美欧日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 因为这已经造成了我们的市

场经济还需要美欧日来承认的错觉" 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原则是按照中国国

情不断发展的自主过程!无需美欧日承认!更没

有必要让他们借此来对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只

要坚持!"#成员从 $%月 $$日起不得再以非

市场经济为借口对中国实施歧视就行了! 因为

这是!"#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 与他们是否

按照自己确定的标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没

有关系"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针对#议定书$第 $&

条的发言和要求美欧日履行!"#成员义务的

发言!已经正确地指出了这一原则%

第二#认真研究美欧继续实施%双反&对

我们出口产生的影响$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要

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因此美国可能

不仅会更频繁地使用&双反'措施!还可能更多

地使用美国贸易法 ''(条款! 对中国出口到美

国的商品以侵犯知识产权的名义进行限制% 欧

盟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尽管不再区分市场经济与

非市场经济! 但是新的判断标准和计算可能对

中国出口构成更严重的危害! 需要我们认真对

待% 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与避免&双反'混为一

谈本来就是一种错误判断! 因为根据欧盟新标

准! 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出口都可能被判定存在

补贴和倾销!更容易遭受欧盟反补贴调查!欧盟

委员会贸易总司还可以在没有企业起诉的情况

下发起调查%在计算损害和征收反补贴税上!欧

盟原先的&从低'原则也可能改变!征收的反补

贴税将更高% 因此!我们需要有充分准备!研究

美欧相关法律!学会利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第三# 有理有节地反对美欧日贸易保护

主义#更多地运用技术层面方法应对$ 在经济

不景气的背景下! 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会增

加!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美国正在调查的对华

&双反'案件 %)起!欧盟正在调查的对华&双反'

案件 %'起! 我们也有 %$起针对欧盟成员的反

倾销案件在调查中%严格地说!这些案件价值加

在一起没有超过贸易总额的 $*!未来不管判定

结果如何!都应该控制在贸易的技术层面%甚至

我们针对美欧采取报复措施和反制措施! 也一

定要在技术层面下功夫! 不应该动辄上升到中

美(中欧合作的政治层面和战略层面%中国应本

着维护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 与美欧日就事论

事在贸易争端案件上打官司! 对不按常理出牌

的保护主义行为坚决反诉! 充分利用!"#规

则保护自己% 对美欧日不履行!"#成员义务

要提起诉讼!增加对方实施保护主义的成本%

另外#对美欧也需要区别对待$ 比如对我

们需要团结的欧盟在一些贸易摩擦案件上给予

一定谅解! 这将给中欧更广范围的合作提供比

较好的环境% 对美国过分侵害到我们核心利益

的举动!则需要坚决予以反击!不仅要积极将它

告到!"#!而且也要有不惜打贸易战来捍卫我

们核心利益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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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拒给市场经济地位挡不住中国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徐明棋

! ! ! !问!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及

%替代国&做法#!"#怎样规定"

答!中国加入!"#时与!"#

签署)议定书$!以国际协定形式规定

了中国以及其他成员在履行!"#

规则时的权利与义务% 其中第 $&条

规定了反补贴和反倾销价格的确定

方法!涉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第 $&条主要内容就是其他成员

国可以在认为中国商品不是以市场

条件生产和销售时!用第三方价格作

为基础来计算成本%该条共有+,-.

四款内容!其中+款规定!"#成员

在中国生产者不能证明生产(制造和

销售时具备市场条件时!可以用第三

方价格作为标准来判定是否构成倾

销与补贴%,款和-款规定采用第三

方价格的具体条件和方法!并规定要

向!"#反倾销反补贴委员会通报%

但是.款明确规定!如果成员国根据

国内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则前

述使用第三方价格的做法即刻中止*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自中国加入

!"#后第 $&年起! 采用前述 +款

以第三方价格计算的做法即告终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据)议

定书$ 规定!!"#成员不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在该国企业诉中国出

口产品构成倾销和补贴的贸易案例

中!就能以高于中国市场价格的第三

方市场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是否构成低价倾

销或补贴% 因为第三方市场价格往往远远高于

中国国内价格!这就使中国很多出口商品很容

易被贴上+倾销'&补贴'的标签!被征收反补贴

税和反倾销税!无法再进入这些国家市场%

中国对此一直表示不满!因为随着改革开

放不断推进!中国国内商品由市场定价已经是

普遍原则!再拿非市场经济地位说事不合时宜%

因此有很多中国的贸易伙伴!包括发达国家的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美欧日从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出发!一直

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反补贴案

中坚持以第三方价格作为计算标准%

! ! ! !问! 美欧日为什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不停止%替代国&做法"

答! 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这一方法保

护本国市场! 因此他们不顾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不断取得进展的事实! 长期将中国列为非市场

经济体!在反倾销(反补贴中也一直沿用第三方

价格的替代做法%

贸易保护之外! 美欧日这样做还有更复杂

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 因为从市场保护角度

看!从 %/$0年 $%月 $$日中国加入!"#第 $&

年起! 将不得再使用第三方价格来衡量中国商

品是否构成倾销和补贴% 他们再坚持不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就不再是仅仅着眼于保护市场

的需要! 背后的原因毫无疑问与政治偏见和地

缘政治有关系% 西方一直对中国的制度持怀疑

和敌对态度!认为在国有企业比重仍然很大(政

府对经济调控和管理仍然非常强大的情况下!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全或不合格的% 他们处

处以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套中国的市场经

济!得出这一结论毫不意外%

我们很多学者对中国加入!"#)议定书$

存在不少误解!认为 $&年一到!美欧日将自动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我们的市场经济

地位并不需要其他国家承认% 一个在反倾销反

补贴中确定基准价格的法律问题! 由于存在这

一误区! 被理解成我们与美欧日在市场经济地

位上的政治争论! 甚至被误解成我们的市场经

济需要得到美欧日承认的!"#权利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与西方市

场经济体制存在重大差异! 这是我们的制度所

决定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

场经济% 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前所未有

的创新!可能存在种种不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但是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毫无道理!也与

推动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没有必然联系% 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在意! 不管

美欧日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与否! 我们只需

要让他们在 $%月 $$日后履行 )议定书$ 第 $&

条的义务! 不再在反倾销和反补贴审查中选择

第三方价格这一做法就行了% 纠缠于市场经济

地位!反而让美欧日可以借此对我们施加压力%

! ! ! !问!美欧日不履行世贸组织成员义务#对

世界贸易有什么影响"

答! 美欧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于情

于理都说不过去! 但名义上并不违背!"#规

则!因为!"#规则并没有规定 $&年后!"#

成员必须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因此这些国

家可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有义务

遵守)议定书$规定!在 $%月 $$日后不再使用

第三方价格的替代方法% 如果在未来的反倾销

反补贴,+双反'-诉讼中这些国家仍然选择第三

方价格作为衡量依据! 中国就可以将他们告上

!"#!请求!"#裁决% 如果这些国家仍然一

意孤行!中国就有了采取报复措施的法律依据%

从目前的情况看! 美欧日各自将如何履行

!"#议定书的义务尚不完全清晰% 欧盟正在

制定新的贸易保护现代化法案! 不再区分市场

经济与非市场经济! 将制定新标准来判定企业

出口是否构成倾销与补贴! 从而避免是否使用

第三方价格的法律纠纷和尴尬% 但是欧盟新法

案实际上维持了原来的保护主义核心内容!甚

至更加严厉% 将来欧盟判断是否构成倾销和补

贴的标准改为四条.一(企业是否在经营上受到

政府控制和帮助!二(企业是否从政府获得了市

场原则外的财政和税收补贴!三(企业是否在财

务上独立! 四( 企业是否获得国有银行优惠贷

款% 这样!欧盟未来对贸易伙伴实施+双反/保护

的概率将会加大%

美国将来对中国实施+双反'采用什么样标

准尚不明朗! 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的经

济政策走向看!不遵守)议定书$第 $&条的可能

是存在的%即使美国不再使用第三方价格!但是

仍然会继续使用+双反'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限

制!而且会在审核中更加严厉%

日本跟着美欧走! 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实施+双反'并

以第三方价格作为标准的可能并不大%

+双反'是!"#规则给予成员国在进口商

品损害其某个特定行业时的补救措施! 是成员

国的权利%但是发达国家利用这一漏洞!把它变

成了保护主义手段% 非市场经济地位加强了他

们实施保护主义措施时的有利地位! 但并不是

有了市场经济地位就可以避免+双反'% 从纯经

济学意义上看!+双反' 保护主义措施不仅损害

出口国利益!也会损害进口国居民福利!是一种

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做法!应该严格限制%

徐明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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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反&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不要纠缠在市场经济地位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 "''(年 (月
新西兰率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
来，目前全球已有 )'多个经济体承认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占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一半以上，其中不乏瑞士、澳大利亚等发
达经济体。
部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名

单如下：
欧洲!瑞士(冰岛(挪威(俄罗斯(乌克

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美洲!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

瑞拉(巴巴多斯(圭亚那(安提瓜和巴布达(

圣卢西亚(多米尼克(苏里南(牙买加(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

亚洲!韩国(东盟 $1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菲律宾(越

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尼泊尔(巴基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以色列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密克罗尼

西亚

非洲!南非(埃及(刚果,布-(贝宁(多

哥(吉布提(尼日利亚(利比里亚(肯尼亚(

阿尔及利亚(苏丹(中非(塞拉利昂(马里(

加蓬(尼日尔

但是，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多
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未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

哪些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