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

近期，美國力推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試圖改變亞太地區現有的經貿格
局。孫振宇表示，TPP談判進程將相當艱難，他
個人不看好TPP，「從目前參加談判的成員來
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在他們之間要達
成一個高水平的自貿區安排絕非易事。」
TPP最初由4個中小經濟體組成，但近兩年來

快速發展，參加成員目前已達10個，包括美
國、日本、澳洲、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
秘魯、越南、文萊和新加坡。
孫振宇分析稱，日本和澳洲在多哈回合談判

中，一個是農業進攻性集團（凱恩斯集團的牽
頭國），一個是農業防守集團（G10主要成員）。
在長達10年的多哈回合談判中，兩個集團之間
針鋒相對，經過無數次交鋒，最後雙方的妥協
反映在農業談判主席的案文中。至今在農業關
稅減讓問題上，日本所要求的6%至8%的農產品
享受敏感產品待遇仍未完全達成一致。
因此，在TPP談判中，要迫使日本在農產品關

稅減讓和農業補貼方面、做出比多哈回合談判
中所做的更大讓步，其難度可想而知。他說，
目前談判剛剛啟動，日本國內農民已經動作頻
頻，反對其政府所做的加入談判的決定。一旦
談判進入關鍵時期，農民會鬧到何等地步，恐
怕並不難想像。

10成員各懷顧慮
孫振宇指出，其他各成員也各有各的敏感之

處，在規則制定方面有各種顧慮。如果把這些
敏感領域都排除在外，自貿區的協議水平不可
能太高；如果不顧各國的敏感領域強行達成某
些協議，一些國家內部會出現一定波動或反
彈。
他表示：「回顧美國與韓國、哥倫比亞、巴

拿馬雙邊自貿區談判及美國國會批准最後協議
的坎坷歷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TPP談判將
是曠日持久的，明年年底前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幾乎沒有。」

1946年3月生，河北省豐南縣人，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69年

進入外貿部工作後，歷任政策三局幹部、副處長、處長。1985年7

月，任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1990年1月，任對外經

濟貿易部地區政策三司副司長。1990年8月，任對外經濟貿易部美洲

大洋洲司司長。1994年11月，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2002

年1月至2011年2月，任中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

使，兼任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副代表。現

擔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專委，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

記　者：有觀點認為，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將陷入長

期低迷，中國「入世紅利」可能逐步消退，預期出口

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亦將相應下調。您是否認同這一觀

點？

孫振宇：我認為目前內地企業的確面臨如此挑戰。
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增速大大放緩，將直接影
響到內地未來的出口。同時，內地通貨膨脹的壓力和
職工福利待遇的提高，也會增加中國出口產品的成
本，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內地節能環保要求的提
高等等都會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產生影響。
因此，我國目前面臨一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

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機遇期。如何能抓住這個重要的
機遇期、及時調整自身發展方向、適應新形勢下的各
種挑戰，是擺在各類企業面前的重大課題。

宜四方面下工夫
我希望中國企業能盡快適應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

爭中不斷尋找新的商機，在科技創新和創新品牌方

面、在「走出去」方面、在開拓服務貿易領域方面、

在尋求節能環保領域技術合作方面下工夫，爭取在激

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記　者：總體而言，入世對中國是否利大於弊？

孫振宇：十年來，由於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入

世後的各項工作，全國各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商會

協會、各類企業通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沉㠥

應對貿易摩擦，有效化解了許多衝突和糾紛，把不利

因素降低到最低水平。

從整體來看，雖然我們還面臨許多矛盾和挑戰，在

社會經濟各領域仍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入世對中

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是利大於弊的，這一點是得到中

國大多數人認可的。

解決爭端效率高
記　者：自2006年以來，涉及中國的WTO爭端解決

機制案件快速增長。您認為中國入世十年來在加強世
貿訴訟領域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後針對
中國的WTO訴訟高發是否有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孫振宇：對於中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領域的表

現，總幹事拉米曾給過一個客觀的評價，他指出：
「在短短10年裡，中國培養了一支高效率、訓練有素的
專業法律隊伍，很值得敬佩。」
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不久就同歐盟、日本、印度等國

一起起訴美國的鋼鐵保障措施，美方敗訴後不得不取
消相關措施。2010年10月，我國起訴美國禽肉限制措
施案，專家組裁決美國的「727條款」違反世貿規則，
美被迫修改相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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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中國入世十年得失，中國首任常駐世貿組織大使、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會長孫振宇指出，中國

加入WTO對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利大於弊，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是一項重要權利。對於多哈回合

談判「休眠」，他主張，先為議題做出結論，然後才處理新的議題，中國應同時加強雙邊與區域的經

貿合作。另外，孫振宇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明年

底前難以達成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北京報道

外圍陰霾不散 產業亟待升級

中國力促「 」

水平差異大TPP料持久戰 縱橫世貿舞台 維護國家利益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責
任
編
輯
：
陳
振
傑

版
面
設
計
：
余
天
麟

A20

■孫振宇希望中國企業能盡快
適應新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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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入世的功勳代表與重要見證者，孫振宇於2002年

1月作為中國首任常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飛赴日內瓦。

彈指一揮間，在9年大使任期中，他在中國政府處理WTO事務

的大前方，肩負起中國與WTO各成員溝通、協調、交涉的重

任，堅守入世後鞏固並爭取中國在WTO權益的使命。

談判核心圈 中國必有一席
孫振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入世初期，不少

學者、機構對中國入世後的發展感到擔心。入世十年後，曾經

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相反中國已成為在許多領域最具競爭力

的國家。農業、汽車、石化、金融、電信等產業都在健康發

展。中國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令對中國抱有敵意、偏見的外

國政客也不得不發出言不由衷的讚歎。

在孫振宇看來，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是中國加入

WTO獲得的一項重要權利。他表示，中國在世貿組織中角色

的轉換，經歷了一個逐步學習和適應的過程。

孫振宇指出，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經濟體，

進入WTO談判核心圈是理所當然的。「無論最核心的小範圍

磋商限定是五個還是七個成員，都不能沒有中國」。更重要的

是，貿易談判不局限於大國之間的博弈，還應關注許多小國、

窮國、弱國的利益和訴求。他們的訴求須通過適當途徑在談判

中得到充分反映，因此推動國際貿易多邊談判的公開、透明、

民主進程非常關鍵。

多數成員不願白費10年心血
第八次WTO部長級會議將於本月舉行，多哈發展回合談判

的走向為各方關注。孫振宇指出，目前該談判面臨類似「休眠」

狀態，與一些國家的國內政治與伴隨歐美經濟低迷的貿易保護

主義升溫有直接關係。他說：「現在看來，年底前達成早期收

穫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但要徹底拋棄多哈回合的可能性也不

大。」

孫振宇表示，廣大WTO成員不會接受10年的艱苦談判努力

與現有的談判成果付之東流。世貿組織要面對21世紀的新挑

戰，討論21世紀的新議題，都不能繞過多哈回合談判中的現有

議題。

他說：「必須對這些議題先做出結論，畫上一個句號，然

後才能處理新的議題。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多邊貿易談判中

各種力量對比還不平衡的現實。重啟多哈回合談判，與一些

大國的政治選舉周期與全球經濟的發展狀況是分不開的。」

孫振宇認為，中國應繼續重視推進多邊貿易領域的談判，並

在時機成熟時爭取促成WTO成員重啟多哈回合談判。與此同

時，中國應穩步推進雙邊和區域合作的機制化建設，包括推進

東盟加中日韓的自貿區談判，與海灣合作組織（GCC）的談

判，以及分別與澳洲、瑞士等國的雙邊自貿區談判。

十年前的12月11日，時任外經貿部第一副部長的孫振宇親
歷、見證了中國入世的歷史時刻。一個多月後，他以中國
首任駐世貿組織大使身份前往日內瓦，開始在多邊貿易舞
台縱橫捭闔，為中國「入世紅利期」持盈保泰。任職九年
期間，孫振宇有理有節、待友以誠、立言以信的經濟外交
家形象廣受讚譽。光陰荏苒，烏髮已花白，他今年履新中
國世貿組織研究會會長，在投身逾40年的中國外貿領域再譜
新篇。

外派九載 鎮守要津
如果說入世談判是中國幾代人不懈堅持、從黑髮人談到

白髮人的「攻堅戰」，那麼常駐WTO代表團就是應對持續高
強度的「遭遇戰」和「堡壘戰」。在WTO中，中國從「聽不
懂」到「聽得懂」，再到讓別人傾聽，變化背後是不斷提升
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中國入世以來，無論是應對貿易
爭端，或是推進多哈回合談判，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總是
堅守在第一線。孫振宇在日內瓦一「守」，就「守」了9年。
孫振宇說：「中國在全球出口佔10%左右，而遇到的反傾

銷案件卻佔全球三分之一，反補貼案件佔二分之一。不

過，我們過去10年在應對貿易摩擦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政府、協會、駐外機構與企業通力合作，爭取較低反傾銷
稅率；在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方面也不斷努力探索，積極應
對，爭取好結果。」

攻守兼備 經驗豐富
據一部披露上世紀90年代中美談判的紀實著作《大國的較

量》中記述，孫振宇的談判經驗豐富，特別是對美國的政
治經濟情況及美國貿易代表處的情況有深刻了解。
他曾參加過長達九輪的、異常艱苦的中美市場准入談

判，與多位美國貿易高官交鋒。在變幻莫測的談判桌前，
孫振宇曾與巴爾舍夫斯基針鋒相對，智取中美知識產權談
判。而他卻向記者表示，「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國內主管部
門的指揮下完成，且還有不少遺憾」，由此可見其謙虛低調
作風。
今年回國後，孫振宇被推選為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會

長。原外經貿部副部長谷永江評價說，在參與全球經濟治
理的過程中，研究並謀求中國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中最大
利益的對策，領銜擔此大任者非孫振宇莫屬。

■孫振宇
（右）與商
務部部長陳
德銘（左）
交流。

■中國首任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孫振宇（右二）離京
赴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中）到機場送行。

資料圖片

■中國首任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孫振宇（右二）
到達日內瓦機場貴賓廳，接受記者的採訪。

資料圖片

■中國首任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孫振宇（左）和
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大使沙祖康共同
為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掛牌。 資料圖片

■孫振宇（右）與接任人、中國常駐世貿組
織大使易小准（中）會見世貿組織總幹事拉
米（左）。

■世貿組織第五次部長級會議開幕，中國駐世貿組
織大使孫振宇（右三）與商務部部長呂福源（右
一）、農業部部長杜青林（右二）出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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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振宇希望中國企業能盡快
適應新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
爭中不斷尋找新的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十載談判陷「休眠」倡議題先做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