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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2月11日，中国即将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20个年头。在过去的20年里，作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从蹒跚学步到开拓进取，从手足无措至破茧成蝶，

中国在与全球共享机遇的同时，也努力为世贸组织的发展贡献智慧。本期，《中国贸易报》邀请中国入世以来的多位历史亲历者，以独特的视角勾勒20年来中国与世贸
组织的渊源脉络，力求探寻中国与世界共同成长的发展密码。

风雨同舟 中国与世界共襄机遇与进步

在大多数世贸组织圈内人看来，
2008 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分水
岭。这年 7 月，时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
铭受邀参与 G7 部长小范围磋商，这标
志着中国首次进入多边贸易谈判核心
决策圈。此前，中国主要是熟悉规则和
履行承诺。随后，中国在谈判和争端解
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其
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世贸组织工作
的中国面孔日益增多，例如易小准、张
向晨、孙振宇、张月姣、赵宏等人都在世
贸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虽然当下世贸组织的运行面临困
境，但中国一直在为其改革发声。2020
年，随着时任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主席赵
宏的到期离任，这颗世贸组织皇冠上的
明珠失去了光泽。在离任演讲中，赵宏
仍然在为世贸组织和上诉机构的改革
呐喊：“世界需要愈合，贸易大家庭应当
团结。”

在赵宏看来，世贸组织有效地管理
了全球 97%以上的贸易和所有成员的
贸易政策，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对所
有成员的约束机制，确保了成员贸易政
策的透明度，有力遏制了贸易保护主
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使国际法
从软法到硬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法的

效力，维护了贸易的和平进行。
“争端解决机制是‘长了牙齿’的争

端解决机制，它赋予成员间贸易报复的
权利。裁决结果中的 70％都得到了有
效的执行。这体现出世贸组织营造了
良好的多边贸易环境，各方对规则都十
分尊重。”赵宏说，虽然当下世贸组织面
临困境，但她相信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韧
性，世贸组织成员，尤其是中国等主要
成员能够发挥智慧和影响力，与其他成
员一道努力维护多边机制，以期令世贸
组织重焕生机。

从入世时负责法律法规的修改，到
入世后任职中国驻世贸组织的公使衔
参赞，再到上诉机构的大法官、主席，一
路走来，赵宏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的
法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入世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扩
大市场准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增长等
经济层面的意义，更在于推动了中国的
法治进程。入世不仅在全世界树立了
中国诚信守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推
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们以更符
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作和发展，实
现了做生意由‘找市长’向‘找市场’的
转变。市场经济的根基就是法治，必
须有稳定的法律框架来为市场主体提

供可预期的运作环境。”因此，赵宏常
常把“市场经济和法治是孪生姐妹”这
句话挂在嘴边。

入世前后，中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
法规 23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 19 万多
件，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这其中，
商务部（2003 年前为外经贸部）的法律
团队，学习对照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多
个国家的做法，反复与全国人大、国务
院法治部门沟通，全力推动法律制度符
合世贸组织规则。

“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
一样，国际法也是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
的国内法在国际上的体现。”赵宏说，刚
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主要是学习规
则，逐步过渡到运用、把握规则和参与
规则的制定。

赵宏说，随着中国贸易额的增长和
在世贸组织中地位的改变，关于中国的
贸易摩擦案件也就逐步多了起来，“2006
年开始，中国频频坐在被告席上，随着金
融危机的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
头。2009年，与中国相关的贸易纠纷案
占到世贸组织当年官司的一半以上。”

凭着之前学到的经验，中国在沉着
应诉的同时，也开始合理利用规则。赵
宏至今还记得，中国入世之初，与欧盟、

印度、巴西等其他成员共同起诉美国政
府钢铁保障措施案获胜。后来，凭借这
些经验，中国在对美国反倾销措施案、
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等争端解决
中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担任上诉机构主席之后，赵宏在
内部机构管理上引入公开透明的方式，
把内部事务放在桌面上。如此一来，上
诉机构成员和秘书处都可以表达意见，
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内部管理规范
化。此外，她还常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而奔走。这让她在同行间获得了

“Dragon Lady”(龙女士)的称呼。
“世贸组织的机制让发展中国家的

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的加入，
更是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赵宏
说，在世贸组织里，作为大国，中国始
终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世贸组织成
员对中国也有更多期待。未来，中国
要增强自身制度文明的说服力、传播
力，让其他成员的认同感增强。尤其
是中国要在金融、数字经济、低碳环保
等领域，首先形成自身比较完善和先
进的制度，这样在国际规则谈判中，才
能更好地让中国的制度和规则为其他
成员所认同和接受，在世贸组织改革
中贡献更多力量。

（上接第1版）
孙振宇回忆说，按照时任副总理吴

仪和商务部领导的部署，在整个多哈回
合谈判期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齐
心合力除了在农业谈判领域力争捍卫
发展权利，还在众多议题上取得收获：

监督发达国家履行承诺。美国、欧
盟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中承诺 2005 年以
前经过 10 年过渡期全部取消纺织品进
口配额。但在 2005 年美欧试图通过挑
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难，企图保留对纺
织品进口的限制措施。主要纺织品出
口国通过与美国、欧盟艰苦的谈判，最
终挫败了他们的企图。

2003 年达成 TRIPS 与公共健康协
议。当时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针对
艾滋病等重大流行病提出专利权豁免
的议案，美国、瑞士等国的大医药集团

拼命抵制，但两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的
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孙振宇
认为，这项协议的最终达成对当前新冠
疫苗的专利权豁免有很大参考价值。

2008年，在中国香港贸易部长会上
就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达成协议。中
国代表团在关键时刻说服了一些持反
对意见的发展中成员为协议的达成和
部长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来在 2013 年巴厘岛贸易部长会
和 2015 年内罗毕贸易部长会上，中国
代表团为完成贸易便利化协议和信息
技术产品协议（ITA）扩围谈判也作出
了积极贡献。根据 WTO 测算，这项协
议可以降低 14.5%的贸易成本，全球每
年新增 1200 万就业机会，增加 1 万亿
美元的贸易额。ITA 扩围谈判协议涉
及全球 1.3 万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

的贸易。
当前，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潮流给

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巨大伤害，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下滑，改革
WTO以适应新局势已经刻不容缓。

“在WTO改革方面，我个人认为首
先要解决发展赤字问题。在多边贸易
谈判历史上，由于参与谈判各方力量对
比悬殊，从谈判覆盖范围到各项协定具
体条款的制定，均主要反映了长期主宰
这个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被边缘化。”孙振
宇表示，作为“发展回合”的多哈回合谈
判无果而终遗留下来的发展议题迟早
应当有所交代。

在 WTO 功能恢复方面，孙振宇认
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打破上诉机构僵
局，恢复上诉机构应当作为成员的优

先工作事项，使 WTO 王冠上的明珠重
现光彩。另外，恢复谈判功能也不可
偏废，例如当下的渔业补贴谈判是目
前正在进行的唯一多边谈判，其谈判
成功与否将成为谈判功能是否恢复的
试金石。此外，WTO 应考虑在电子商
务、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上发挥作用，
体现与时俱进以适应 21 世纪经济贸易
发展需求。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疫情应对方
面，WTO可以借鉴2003年知识产权与公
共健康谈判的成功经验，在新冠疫苗知
识产权豁免议题上争取在MC12（WTO
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具体成果。”
孙振宇表示，中国在WTO的话语权逐渐
提升，尤其是从2004年起，WTO的重大
谈判都不能没有中国，在 WTO 改革方
面，中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1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
的年份，既是中国加入联合国 50 周年，也
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 周
年。20 年来，因为加入了 WTO 等原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
投资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江家喜见证了中国从世界贸易舞台边
缘走向中央之路。他告诉记者，随着中国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
们所面临的贸易救济调查形势正变得越来
越复杂严峻。

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统计数
据显示，入世20年来，全球对中国发起的贸
易救济案件中，反倾销1314起，占全球反倾
销案件近3成；反补贴196起，超过全球反补
贴案件的1/3；保障措施327起，占全球保障
措施案件高达85%；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全部
针对中国，为88起。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之前，其他国
家和地区没有对华发起过反补贴调查。”江
家喜说。

众所周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调查一直作为WTO框架下贸易救济调查
的“三剑客”，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WTO
成员应对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行为提供
了有力的手段，在帮助国内产业免遭贸易冲击或从困境
中恢复方面作用显著。

“入世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救济调查形势一直不
容乐观。”江家喜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起初，由于美欧等认为中国等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在
反倾销调查时已经通过“替代国”方法，加重反倾销税以
消除损害，因此美欧等以前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不进行反
补贴调查。这个原则在美国 Georgetown Steel（1984—
1986）案中有明确表述（有关捷克与波兰钢丝绳反倾
销）。1991年，美国商务部还在电风扇案中说，如果给予
非市场经济国家某产业市场导向产业（MOI）待遇，那么
就可以对该国该产业发起反补贴调查。但是美国商务部
从来也没有给过中国任何产业市场经济导向产业待遇，
因此在2006年前也没有对中国产品发起过反补贴调查。

“2003年，加拿大倾销和补贴调查机关发布公告称，
可以假定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替代国方法，除非
有证据证明中国相关产业不是市场经济，因此认为可以
对中国有关产业发起反补贴调查。”江家喜介绍说，2004
年，加拿大首次发起对中国烧烤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江家喜代理了这一案件，虽然该案以加拿大终止调
查结案，但却开创了对华反补贴调查先河。随后，加拿大
又发起紧固件“双反”调查和复合地板“双反”调查，并征
收了反补贴税。在加拿大先例“鼓舞”下，美国于2006年
发起对中国铜版纸的“双反”调查，又于2007年发起对中
国标准钢管的“双反”调查。随后，澳大利亚、南非、印度、
欧盟等也纷纷跟进，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

江家喜告诉记者，美国对中国开始反补贴调查，甚至
不说先假定中国有关产业是“市场导向产业”，性质恶
劣。此外，在美国反倾销调查案件中，中国的国有企业，
无论是国有控股、参股的企业，即使完全配合调查和应
诉，也很难再获得税率相对较低的单独/分别税率
（Separate Rate），而是一律被按照最高税率执行。

“这一趋势源自 2013 年，当时美国贸易法院裁决美
国商务部应该对应诉企业获得单独税率的资格进行严格
审查。”江家喜说，美国法院通过金刚石锯片和四氟乙烷
两个案件，锁定了美国有关中国国企的单独税率的新做
法。2014年，美国先后对中国出口的新充气非道路用轮
胎（OTR）、轿车和轻卡轮胎（PCR）发起了复审和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在OTR第五次反倾销行政复审案中，国有
股占比超过了 50%的中国企业不能享受单独税率，而国
有持股小于50%的中国企业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市场影响
的企业，获得单独税率。然而，在PCR案件中，美国商务
部的态度似乎是只要是国有企业，无论参股比例是多少，
都不能再拿到单独税率。自 2016年美国对华四氟乙烷
案件以后，美国实际上不再给中国国企单独税率。

在运用“替代国”的方法上，欧美国家似乎也达成了
惊人的一致。江家喜告诉记者，中国入世之前，只有美国
对华发起反倾销案件时会采用生产要素法，即美国商务
部通过采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价格，对在
生产该产品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值，以及制造费用、
一般费用、利润等其他费用进行评估，从而确定产品的正
常价值。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中，都已经开始仿照美国的这种做法。

“除了常见的反倾销反补贴两种特殊进口管制措施外，
美国式的201调查、232调查、301调查、特别301调查、337调
查等非常规的‘贸易救济’手段威胁越来越大。”江家喜说。

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贸易救济调查和措施针对的首
要对象的背后，是中国 20年的沧桑巨变。到 2020年时，
中国贸易总额达 4646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 12.68%；对外
直接投资达 1329.4亿美元；GDP全球占比达 17.4%，人均
GDP达72000元人民币，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2位。

而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起，WTO 上诉机构被迫停
摆，作为WTO三大支柱之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陷入
瘫痪。

“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崩溃，WTO建立的多边
贸易规则对全球贸易秩序还在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一
些区域性自贸协定如RCEP、CPTPP等，对WTO自贸规
则承前启后，补充以各种双边自贸协定，仍然可以共同支
撑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江家喜说。

从加入 WTO 谈判的见证人，到中
国在 WTO“打官司”的参与者，再到从
事 WTO 的研究者，世贸组织上诉仲裁
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国华 20
多年来一直与WTO相伴。

“中美双边谈判是入世谈判中最关
键的谈判，备受瞩目。”杨国华1996年从
学校毕业到原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工
作，1999年年底参加了中美双边谈判，这
成为他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经历之一。

亲历这次谈判，杨国华感慨很多。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代表团的咄咄逼
人和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当时的美
国代表团团长是时任贸易代表巴舍夫斯
基以及总统经济顾问斯伯林。作为普通
工作人员，杨国华的感觉是他们都很凶，
很强硬。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任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曾经与美国代表团
拍桌子，大喝一声：“我告诉你，帝国主义
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代
表团动不动就威胁走人，说了好几次“去
机场的大巴车就在门口”。后来才明白，
这是给对方施压的“出租车”谈判策略。
最后一次，美国代表团竟然真的“蒸发”
了。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很生气，纷纷议
论说有什么了不起，不谈就拉倒！然而，
时任国家领导人发来指示：把他们找回
来继续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专
门来到当时的外经贸部亲自为谈判拍
板。此外，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积极
推动中国入世，要求国会给予中国“正常
贸易关系”待遇。

“作为法律人员，我在中美双边谈
判中的工作是‘核对文本’，也就是审查
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文字。这并非唇
枪舌剑的实质谈判，但能够在协议的准
确性方面提供一些保障。”杨国华说，在
中美谈判结束后一年多，中美协议内容
经过反复核对，最后形成多边文件，但
是仍然有不周之处。例如，15 年后，议
定书第 15 条的含义就发生了争议：中
国认为，这一条明确规定 WTO 其他成
员到 2016 年底就不能在对华反倾销中
使用替代国方法，但是美欧的观点却相
反。这个条款俗称“非市场经济条款”，
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当时更有经验，文本写
得更加严谨，那么争议就有可能避免。”
杨国华感慨道。

入世三个月后，2002 年 3 月，美国
宣布对 10 种钢材实施保障措施，欧盟、
日本、中国、巴西、韩国等 8 国旋即向
WTO提出诉讼。不到两年，WTO做出
最终裁决，认定美国措施不符合 WTO
规则，美国随即撤销了这些措施。

“幸运的是，在入世后的第一个案
件里中国是原告，并且大获全胜，这让
中国体会到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可
用性。”杨国华说，试想一下，如果一上
来就当被告、输官司，中国可能就不会
对 WTO 有如此“好感”，进而可能会影
响到随后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

“入世 20 年，中国使用 WTO 法律
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已经成为常态，共
起诉案件 22 个，被诉案件 33 个。我们

认识到，法律途径是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的重要方式，能够在明确双方是非
对错的前提下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
杨国华说。

作为法律人，杨国华认为自己是幸
运的。“刚遇到案件时，真的是什么都不
懂。”杨国华回忆说，第一次在瑞士日内
瓦“出庭”磋商时，其他代表团的成员都
拉着行李箱，进屋就拿出文件堆在桌
上，旁征博引，有问有答，而中国代表团
面前空空如也，念完一页纸声明就再也
插不上话了。这个场面很尴尬，但是也
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后来，他们经历的
案件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除
了在日内瓦进行一对一磋商，还在北
京、华盛顿等地进行磋商，甚至在北京
电报大楼租用会议设备进行远程磋商，
并通过磋商解决了许多争议。

“对于 WTO 的裁决，中国坚决履
行，某项措施被 WTO 裁定不符合规则
就坚决修改或取消。”杨国华举例说，
2010 年 ，为 履 行“中 国 知 识 产 权 案 ”
（DS362）而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当时，从国务院到全国人大，
没有一个人提出不执行裁决。“我们对
WTO是认真的。”

2014 年，杨国华赴清华大学法学
院任教，开设了中国 WTO 案例研究的
课程，将他自己办过的案件中最为精
彩的法律论证选出来给学生研讨，深受
欢迎。

2020 年 7 月，杨国华当选“多方临
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仲裁员。该

安 排 将 在 上 诉 机 构 停 摆 期 间 ，利 用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
解》第 25 条规定的仲裁程序，审理各参
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杨国华表
示，MPIA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能够解决
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且还具有历史意
义，成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入世 20
年，杨国华认为是机遇与进步。他表
示，20 年前的那个节点，中国正式成为
WTO 成员，开放市场，走向世界，搭上
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

“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目
共睹。”杨国华介绍说，入世 20年，中国
的经济总量和贸易量都飞速提升，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进出口贸易权放开，谁都
可以做外贸。相比于此前只有经过政
府批准的公司才能做外贸，“生产关系”
得到了极大解放。

“入世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也显
而易见。”杨国华表示，入世之后，中国
的贸易管理制度透明度和统一实施明
显增强，还带动了其他领域制度的改
进。此外，“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也大大超出了
贸易领域。遵守国际规则，还有利于保
持政策稳定性，避免“拉抽屉”现象。入
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立法
更加科学透明，执法更加公正有力。

“入世 20 年让我们明白，开放和法
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必要条件。”杨国华说。

世贸组织上诉仲裁员杨国华：

“我们对WTO是认真的”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原主席赵宏：

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应增强自身制度和规则的说服力
■ 本报记者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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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履行入世承诺获得“A＋”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