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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總幹事辦公室參贊王曉東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已進入

WTO核心決策圈，但影響力構成存在

不平衡，在軟要素上與美歐、印度、

巴西相比仍有差距。在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熟悉程

度、爭端解決機制的運用能力等方面，中國可提

升的空間較大。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亦指出，從自身角度

來看，適應新角色、參與領導全球治理的過程，

中國還處在學習階段。

影響力待加強
王曉東指出，構成影響力的主要因素有三點：

一是市場規模和貿易量；二是多邊經驗和談判實

力等軟要素；三是參與的廣度、深度和行使力量

的決心。中國影響力的提升，主要體現在巨大的

貿易規模和國內市場。他說，WTO談判中，一個

經濟體的進口規模越大，就越有發言權。

他說，一國進口意味 其他經濟體對該國的需

求和依賴，擁有更大的市場，在談判中就擁有更

多的籌碼。2000年中國進口佔世界比重為3%；

2010年已升至9%，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

單一進口國。目前中國的進口規模接近日本的兩

倍，接近印度和巴西的10倍。可以說，這是支撐

中國在WTO中地位的物質基礎。

王曉東認為，「美歐、印度和巴西等主要成員

已有60年的實踐經驗，並全程參與了以往幾個回

合的談判，熟悉GATT/WTO的談判歷史、內部運

作，這卻是中國目前所不具備的。」中國影響力

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軟實力」的差距，包括

多邊談判中的號召力、說服力、制定議程的能

力、起草提案的能力、解決爭端的能力和引導輿

論的能力等。此外，在外在表現形式上，中國與

其他貿易大國通常採取的談判方式也有所不同。

入門承諾多日後退讓難
在他看來，這不僅緣於各國在外交理念、文化

傳統方面的差異，也存在一些客觀因素：一是中

國入世時的承諾水平高於所有發展中國家，嚴重

壓縮了中國在多哈回合的進一步減讓空間；二是

中國入世與多哈回合啟動的時間重合，相關部門

面臨的壓力不小。入世的前五年，中國政府參與

WTO活動的重點一直都在履行承諾方面；三是中

國積累多邊貿易談判經驗、熟悉WTO運作需要一

個適應過程。

商務部世貿司副司長黃任剛表示，從總體而

言，中國在WTO是「做得多、說得少」的，相信

今後將保持此風格。當前國際上對中國有一些預

期，中國將繼續與所有貿易夥伴進行坦誠交流，

發揮與自身發展階段與經濟實力相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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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15年的漫長談判歷程後，中國於2001
年12月11日成為WTO成員。中國入世首席

談判代表龍永圖表示，入世對一個國家的影響程
度如此大，可能在WTO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入世時，舉國上下以極大熱情，敞開雙臂擁抱
WTO，學習WTO規則，領會WTO精神。

漁民打動WTO高官
他回憶說，有次與WTO高級官員赴中國沿海

地區訪問，他們在海邊散步，偶然走進一戶普通
漁民家中，看到桌上有本名為《WTO與中國》
的書籍。外國官員雖然不懂中文，卻被「WTO」
英文字樣所吸引，不禁感慨「中國漁民也在了解
WTO」。
商務部指出，為履行入世承諾，中國十年來建

立起統一的、可預見的、符合世貿規則的貿易體
制，經歷了歷史上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規工作，涉
及3,000多件中央一級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19萬
件地方性法規規章。中國雖然屢遭貿易保護等手
段打壓，但始終堅持開放戰略，積極參與WTO
爭端解決機制。正如瑞士世界貿易研究所所長、
世貿組織專家組專家托馬斯．科蒂爾所言，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
花費如此多的精力修改相關法律法
規，並為學習WTO規則投入財力、
物力。」

總關稅降至9.8%
同時，中國大幅降低關稅，關

稅總水平由15.3%降至目
前的9.8%；削減非關
稅壁壘，取消了400
多個稅號產品的進口
配額、進口許可證和

特定招標，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顯著提
高。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
漢林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入世十年來，中國
經濟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建立起符合WTO規
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制，成為全球最開放市場中
的一員，已初步建成開放型經濟持續發展的體制
機制。

走入談判核心圈
對於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總體表現，WTO總幹

事拉米評價說，中國得到了所有世貿成員的一致
認可，「成績是A+」。WTO總幹事辦公室參贊王
曉東指出，中國在WTO的談判地位，經歷了從邊
緣向核心的變化。他說，「入世之初，中國是個
新成員，傾聽得多，表述得少，影響力有限；到
了2008年7月，中國正式進入最核心的決策圈；入
世十年來，中國已表現出成熟、自信的大國形
象，並更多考慮到多邊貿易體制的整體利益。」
王曉東表示，中國需要在戰略層面深入思考

WTO的未來發展、議程設定及決策機制改革等
問題，並積極提出解決方案。他說，從60餘年多
邊貿易體制歷史可見，該體制得以維繫與發展，

需要一個或幾個大國推動，發揮「火車
頭」的引領作用。

他說，目前「WTO火車頭」的構
成已發生變化，其中包括美歐、巴
西、印度與中國等。這體現了國

際貿易的客觀現狀，不過新
組合尚未達到完全協調，

導致「火車有駕駛
員，但幾位駕駛員
對火車行進的方
向、速度等沒有達
成一致，火車就不
能全速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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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10年的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
局，其未來走向為各界關注。商務
部世貿司副司長黃任剛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指出，目前國際上主要存在
兩種思路：一是達成「早期收
穫」；二是另起爐灶，啟動所謂
「21世紀的新議題」。中國全面參與
多哈回合談判，並發揮了建設性作
用。與WTO多數成員一樣，中國不
願看到多哈回合走向死亡，「要徹
底拋棄『多哈』，中國是不答應
的」。從目前磋商進展看，要在今年
內實現「早期收穫」亦不容樂觀。

中方倡議「鎖定成果」
多哈回合談判是中國第一次參加

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談判。黃任剛
表示，從參與WTO談判的議程來
看，中國入世之時恰好是多哈回合
的開始。中國要求按照談判授權，
即多哈回合應首要關注、解決發展
中國家的問題，解決現有貿易體制
中不平衡的問題，化解影響發展中
國家參與國際競爭、交流的種種障
礙與壁壘。但隨 談判推進，有的
發達成員經驗豐富，主張商談新
的、有意義的市場准入，試圖改變
談判授權，甚至給不同意要求的成
員扣上「不負責任」的帽子。
黃任剛指出，在多哈回合談判受

阻後，有成員主張啟動新議題，徹
底拋棄「多哈」，令大多數成員寄予
厚望的談判泡湯。這是中國與多數
成員不願看到、不能答應的，中方
希望「尊重授權，鎖定成果」。
WTO總幹事辦公室參贊王曉東也

表示，「誰能宣布多哈回合死亡？
這需要成員的集體決定，總幹事拉米也沒有這個
權力，而成員在此問題上達成一致將非常困
難。」他說，多哈回合談判有多種可能出路，包
括冷擱置、繼續談、達成「早期收穫」協議等。

專家籲簽「早期協議」
王曉東認為，多哈回合談判持續10年，80%的

內容已經談完，應珍惜既有成果。他呼籲，已取
得的成果之中有很多突破，若有可能，應尋找各
種機會將成果達成一個「早期協議」。他表示，
此方案會打破以往談判「一籃子」協議的慣例，
但方案得到了多數成員的認可，並可向世界發出
積極信號，說明多邊貿易體制繼續向前並取得進
展。
王曉東說，多年來，各方投入大量資源，動用

人力、物力，為談判舉行的會議便有近1,000
場。他並提醒，「不要以為重新啟動一輪談判會
很容易，各成員都會要求將己方議題加入議程，
到時要達成一致並非易事。」

多
哈
談
判
難
產
多
數
反
對
拋
棄

對外經濟
貿易大學中
國WTO研
究院院長張
漢林（見圖）

向香港文匯
報 記 者 指
出，就未來

而言，WTO為主的多邊貿易體
制，是中國經貿發展的重要動力
和經濟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支撐。除了參與者與維護者
的定位，中國在WTO中還應重點
發揮「建設者」和「協調者」的
作用。中國比以往更需要改革開
放，運用WTO推動進一步的對外
開放，並以開放促進改革，以改
革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的動力與
潛力，從而保證長期、持續的經
濟增長。
張漢林指出，十年來，中國是

WTO規則的學習者和遵守者；而
未來10年或20年，中國將更多擔
當多邊貿易體制建設者的角色，
積極參與到WTO新規則的制定
中。至於「協調者」定位，是緣
於中國在WTO中的多元利益與多
重身份。

培養談判人才協調各方利益
從戰略層面來看，中國仍是發

展中國家，必然會站在發展中國

家一方，但又「不會輕易疏遠
WTO中的任何一派」。由於多哈
回合談判對中國經濟貿易可持續
發展的重要性，中國適當的角色
是擔當「協調者」，力爭在各方利
益博弈中尋找談判突破的路徑。
張漢林呼籲，中國應加強權利

與義務的綜合平衡，加強談判能
力建設，並針對不同類型國家建
立不同形式的合作機制。WTO總
幹事辦公室參贊王曉東也建議，
中國需要積極運用輿論，通過媒
體多加闡釋中國企業界、學術界
對重大國際貿易問題的觀點和主
張，並提高與其他國家的戰略互
信，爭取國際話語權。此外，中
國應加速培養、儲備高水平WTO
專業人才。

服務貿易與投資仍需開放
張漢林表示，如何運用WTO為

中國經濟建設服務，是當前重大
的戰略性問題之一。入世十年
來，中國的貿易自由化主要實現
了貨物貿易的自由化，在服務貿
易、促進投資等方面還存在很大
的開放空間。隨 資源的日益緊
缺和全球環保議題的不斷升溫，
更好運用服務業、資本和投資的
對外開放，促進中國經濟社會轉
型升級，將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
關鍵所在。

未來角色：共訂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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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班生成績「A+」

進口名列第二軟實力遜巴印

入世十周

年，中國在

WTO中已由

一個初來乍到的「插班

生」，成為成熟積極、獲世貿總幹事拉

米評為成績「A+」的優等生。中國首

任駐世貿組織大使孫振宇指出，中國

入世後，加速融入經濟全球化，取得

了參與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權利。入世不僅為中國

創造了穩定對外開展經貿活動的國際環境，更提升了中國在

國際經濟治理機構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目前中國的角色吃

重，已從「被動接受規則」轉換為「推動規則制定」，成為世貿

談判核心圈不可或缺的一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2001年11月11日，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議定
書上簽字。同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第143個成員。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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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WTO部長會議在印度新德里
舉行，有意重啟多哈回合談判。 資料圖片

■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上月
在日內瓦世貿組織總部舉行的「中國
角色」公開論壇上發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