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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歌，60 载风雨兼程，一路

艰难曲折，一路喜悦收获。中国贸促会在 60 华

诞之际，盛邀五大洲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政要、

贸促机构负责人和工商界领袖共 700 余人参加

庆祝活动——5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贸促

高峰论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在论 坛 上，中 国 贸 促 会 和 与 会 代 表 一 道，

共同回顾世界贸促机构的发展历程，共同探讨

新 形 势 下 贸 促 机 构 如 何 携 手 促 进 世 界经济复

苏与增长。

“一如既往、真诚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

主义，共同营造贸易投资发展的有利环境，共同

推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中国贸促会会长

万季飞的致辞既是中国贸促人的庄重承诺，也

是世界贸促人的美好愿望。

大国崛起中的贸促力量

贸促机构始终是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坚

定奉行者和推动者，各国贸促机构自身发展的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

合作的奋斗史。回顾贸促机构发展的历史不难

发现，20 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

越来越重视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来促进本国经

济。为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建立

了贸易促进体系，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

层次、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

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贸易投资

促进机构，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 5 月 4 日。

中国贸促会 60 年发展的历史，见证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过程——

中国驱散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阴霾，筑起对外贸

易的成长基石，经济和外贸发生了波澜壮阔的

变化。特别是入世 10 年以来，中国的外贸规模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 2002 年的 6208 亿美元，增

长到 2011 年的 3.6 万亿美元。中国在世界贸易

中的比重也从 4.3%提高到 10.4%，成为世界第一

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

新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令人惊羡的“华丽

转身”，无不凝结着中国贸促人的辛勤汗水，无

不见证着中国贸促会的光辉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贸促会以民促官，以

经促政，积极开拓与世界各国连接的渠道，搭起

民间贸易的桥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贸促会

积极与国际接轨，将一系列市场经济理念引入

中国，在招商引资、扩大出口以及企业开展国际

合作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经济不断

跨越发展，中国贸促会适时将工作重点逐渐放

在促进贸易平衡和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企业“走

出去”、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上来。

在此过程中，中国贸促会始终秉持自由贸

易的原则，着力扫除各种壁垒和障碍，为中外企

业发展贸易、投资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中国贸

促会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与世界各

国工商界、经贸团体、友好人士开展合作活动，

增进了相互交流与理解，结下了深厚友谊。

作为国家外交、外经贸工作的优秀实践者，

中国贸促会历经沧桑，在 60 年的发展中，坚持

服务企业的宗旨，不断开拓创新，建立完善了涵

盖国际联络、展览会议、信息咨询、商事法律、国

际仲裁、出版培训、知识产权服务等在内的全方

位贸易服务体系，更加高效、优质地服务于中外

企业。

新形势下携手再创辉煌

贸促机构的发展历史从一个侧面深刻地证

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自由、健康而稳定

的贸易关系可以给国际贸易参与各方带来长久

的利益，甚至可以打破坚冰与偏见，成为各国发

展友好关系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说，贸促机

构和工商组织不仅是创造世界财富、增进人类

福祉的参与者，更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友

好使者。

当前，世 界 经 济 复 苏 面 临 诸 多 不 稳 定、不

确定因素。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

增速放缓，消费和就业增长缓慢；欧洲债务危

机缓解尚需时日，国际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中

东局势不稳，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国际贸易摩

擦加剧，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考验。尽快恢

复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

的紧迫任务。

但令人忧虑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

义又明显抬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屡

遭滥用，贸易摩擦政治化倾向日益突出，各种壁垒

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

在新的形势下，贸促机构的使命依然艰巨、

角色依然重要、作用依然突出。如何携手推进世

界经济复苏与增长，需要各国贸促机构的共同努

力。为此，万季飞在峰会上提出了 3 点建议。

一是始终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自

由贸易和投资的坚定促进者。维护良好的国际

环境，促进自由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每一个贸

易促进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也是贸促机构发

展和壮大的不竭动力源泉。

二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做贸促

服务的优秀提供者。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国

际贸易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一轮

科技变革和产业创新正在孕育，企业从事国际

化经营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巨大改变。贸促机构

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

时，不断提升服务的能力、丰富服务的内容、创

新服务的手段、提高服务的水平，为企业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

三是始终致力于加强贸促机构间合作，做

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好伙伴。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深入发展，大到各国发展本国经济，小到贸

促机构自身发展，面临的机遇将更多，挑战也将

更大，这就更加要求贸促机构进一步加强合作，

形成合力，共同将贸易促进机构的独特作用发

挥好，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贸促机

构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与新中国同呼吸与新中国同呼吸 与各国贸促机构共成长与各国贸促机构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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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促高峰论坛：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编者按：作为国家外交、外经贸工作的优秀实践

者，60 年来，中国贸促会致力于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

各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

的了解与友谊。60 年来，中国贸促会顺应历史发展潮

流，不断开创贸促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已经拥有覆

盖全国、延伸至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组织体系和业务

网络，成为一个服务手段灵活多样、职能配备齐全、专业

人才荟萃的公共服务机构。

在中国贸促会成立 60 周年之际，世界贸促高峰

论坛 5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论坛旨在加强各国和地区

贸促机构及商协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世界经济

的复苏与繁荣出谋划策。

5 月 15 日，世界贸促高峰论坛在有着浓郁

历史文化气息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适逢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成立 60 周年，多位受邀参会

的老朋友都在讲演中追忆起与新中国经贸往

来的峥嵘岁月，并与中国贸促人一起探讨了改

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

主义、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以下是发言

摘要：

法国前总理、参议院副议长拉法兰：在经

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坚持的多边主义精神是引领世界走出危

局的一个正确选择，世界需要健康、开放、面向

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

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今年是中日

恢复邦交 40 周年，但在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

两国贸促机构就已签署了民间贸易协定，互派

代表团并多次举办展览会。近些年，中日民间

贸易发展并未受到两国外交关系起伏的太多

影响，两国贸易额已经从 40 年前的 11 亿美元

激增至去年的 3449 亿美元。

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2001 年，我曾率团

访问中国，并参加了中国贸促会举办的中国-

墨西哥经贸研讨会暨中墨企业家合作论坛，访

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十分欣赏和感激

中国贸促会对促进世界经济所做的贡献，特别

是对墨西哥和中国经济与商务的发展交流所

做的诸多努力。

马来西亚前副首相穆萨·希塔姆：我们生

存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全

球化最大的挑战。坚持自由贸易与投资才是正

确的出路。在这个意义上，我向中国贸促会表

示敬意，希望大家高举自由贸易旗帜，互惠共

赢。希望中国贸促会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比（比利时）中经贸委副主席李德汉：1955

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从北京首都机场到市

中心的道路还是弯弯曲曲的沙子路，如今，中

国的变化令人赞叹。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比利

时的外贸发展迅速。未来，比利时的投资环境

将进一步改善，相信中国贸促会也会继续发挥

作用，促进中国与包括比利时在内的世界其他

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主席斯蒂芬·佩里：50

多 年 前，以 我 父 亲 杰 克·佩 里 为 代 表 的 老 一

辈“破冰者”，以“推动英中贸易，促进平等互

利”为 使 命，率 先 打 破 了 欧 洲 对 新 中 国 的 封

锁，组团访华，成立了四十八家集团，打开中

英 交 往 之 门，架 设 了 两 国 经 贸 交 流 的 桥 梁。

当 时 ，接 待 英 国“ 破 冰 者 ”的 正 是 中 国 贸 促

会，而这些当年的破冰者也没有想到中国如

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奥地利联邦商会副会长里夏德·申茨：中

国贸促会和奥地利联邦商会已经做出了巨大

努力，共同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不断发展。我自

己曾与中国贸促会多次合作，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真的很难找到如此辛勤的合作伙伴、如此

亲密的至交好友。

古巴商会会长马德里加尔：在中国贸促会

与古巴商会之间成立的中古企业家委员会为双

方经贸往来搭建了桥梁，目前为止已开展了 15

项合作。2011年，中古双边贸易额增加了8.8%。

非洲工商会联盟秘书长鲁姆巴：非洲工商

会联盟的工作就是推动非洲内外部贸易投资交

往。我呼吁中国合作伙伴进一步缩小中国与非

洲之间的鸿沟，帮助非洲商业企业实现全球化。

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薄迈伦：中国贸

促会的不懈努力，使中美企业间的对话交流，

即使是在两国政治交往不平静时期，仍十分通

畅。中美双方要继往开来，认识到贸易投资对

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信息技术和绿色

环保领域展开新的合作。

国际商会主席沃姆斯：通过参加国际商会，

中国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争取了话语权。中国

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繁荣发展，

受到了广泛认可。目前，新兴经济体地位集体

上升，为稳定全球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台北世贸中心董事长王志刚：多年来，中

国贸促会与台北世界贸易中心不遗余力地为

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台北世

贸中心举办台湾名品博览会时，中国贸促会是

我们最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世博会时，台湾馆

的建立更是离不开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魏建国：中国工商界人士愿同各国工商界人

士一道着眼长远，立足现实，积极面对当前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挑战；同时，我们也呼吁全

球贸易机构和工商界人士采取行动，联合起来

进行协调与对话，发展和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拓

展合作，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全球经济因

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而走向衰弱。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从新的贸易定位考

虑，希望中国贸促会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市

场合作，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世界经济增

长做贡献；二是鼓励企业和政府通过 WTO 等

多边机制来解决国际贸易冲突；三是推动民营

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小

康：作为企业人士，我深知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艰辛。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更

多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是世界所有企

业的需要。

中国贸促会浙江省分会会长铁

建设：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各

省市纷纷建立地方贸促分会。改

革开放以后，行业贸促机构建

立，逐渐形成覆盖全国、遍及

行业的贸促网络。祝愿中

国贸促会稳健发展，各地

方分支 会 和 行 业 分 会

在 总 会 的 带 领 下 ，

积 极 发 展 对 外

经 贸 ，续 写

新 的 发展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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