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丨中国要在 WTO 改革

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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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先堃 

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会议 6月 9日闭幕，会后发表的部长声明说，

维护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非常重要，二十国集团应致力于推进世界贸易组

织改革。二十国集团有必要采取行动，强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当前 WTO 形势危急，特朗普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多边工作全面陷入

危机。如长此以往，则存在破局危险。G20 已经多次表示要推进 WTO 改

革。 

中国一直是 WTO 改革的积极推动者。WTO 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对

中国下一步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以及整个外交格局至关

重要。中国必须在 WTO 改革的谈判上发挥积极作用，力推 WTO 做出必要

改革，全力维系 WTO 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在 WTO 改革中，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是部分矛盾的焦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在 WTO 中的作用

举足轻重，已经是 WTO 的核心成员，很多成员和专家均表示中国和美国

已经成为 WTO 任何谈判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希望中国发挥领袖

作用。中国牵头推动投资便利化并决定加入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国和欧

盟就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危机共同推出提案，均获得了其他成员的积极

评价和联署支持。 

但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自加入 WTO 以来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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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美国和西方国家感觉自己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吃亏”了，

利用 WTO 改革要求中国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愿望突出，一定程

度上使中国成为矛盾焦点，尤其是“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工业补贴、国

有企业以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自由流动等。 

对这两方面角色的把握，将是下一步中国参与WTO改革工作的关键，

既要在总体工作和部分具体议题的谈判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结合国

内改革，妥善化解矛盾。 

WTO 改革尚需时日，但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早期收获”，中国在其

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来看，“WTO改革”总体上仍只是一个概念，尚未获得正式授权，

也未纳入 WTO 任何机构的正式议程，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因此，

其内容、目标远未成型。因此，对于 WTO 改革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中国宜有思想准备。 

但同时，主要成员灵活主动，已经利用 WTO 现有机构的授权和机制，

推动各相关问题的谈判，例如，在总理事会上就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

和差别待遇”，在货物贸易理事会上就透明度和日常工作，在多哈回合规

则谈判项下就渔业补贴，等等。对暂难纳入多边机制的新议题，例如电子

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部分成员也已经率先启动诸边进程，并已经开展实

质性谈判。其中，中国是投资便利化的主要推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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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方面内容来看，透明度和日常工作相对争议较小，有可能短期内

取得部分成果；上诉机构危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2019 年底该机构将只

剩下一位成员，届时应该会有初步结果；规则制定最为复杂，但多边的渔

业补贴、诸边的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可能会部分取得成果，形成“早期

收获”。2020 年 6 月 WTO 第 12 次部长级会议上，WTO 改革有可能获

得各成员部长批准，被正式纳入 WTO 工作日程并全面推开。 

对此，中国宜积极推动 WTO 改革纳入 2020 年的第 12 次部长级会议

议程并正式通过，以为此项工作获得正式授权并提供必要的政治动力。同

时，中国宜积极发挥领袖作用，争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初步成果。 

在 WTO 改革中，主要成员会形成各种小的利益集团和机制，中国可

区别对待，善加利用。 

主要成员之间就不同的议题和内容相互串连，形成了不同的组合。例

如日本牵头并联合美国和欧盟成立了三方机制，就“第三国家非市场导向

的政策和做法”发布若干部长级联合声明，矛头直指中国；加拿大牵头成

立“渥太华集团”，召集包括欧盟、日本和巴西在内的 13 个成员，但将中

国和美国排除在外，已就 WTO 改革的广泛内容发布了 2 次声明，下一步

还将就“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具体问题提出提案；中国和欧盟成立了副部

级的 WTO 改革双边工作小组，首次会议之后即就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

机构问题向 WTO 提出了两份提案，并分别获印度、加拿大等其他多个成

员联署；阿根廷牵头召集巴西等拉美 9 国，在 WTO 总理事会上就美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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