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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20年

度参与多哈回合，包括当前的渔业

补贴等多边谈判，此外也积极利用

诸边联合声明的形式来推进电子商

务、投资便利化等议题。”徐昕解

释道，“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习总

书记提出的，我们要争取成为规则

的引领者。当然，现阶段我们还在

努力的过程中。”

的确，20 年来，中国在世贸组

织舞台上从公共产品的使用者成长

为重要提供者。中国的发展与世界

的繁荣息息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全

球占比从“小个子”变成“大块头”，

中国主动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

更多公共产品。

履约优等生

今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世贸

组织第八次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

以视频的方式举行。28 日，国新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

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介

绍有关情况时表示，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共接受了 9 次过渡

性审议和 8 次贸易政策审议，是接

受审议次数最多的成员。王受文也

归纳了审议的几个特点——对中国

审议次数比较多、成员对中国提出

的问题数量最多、对中国提出的问

题范围比较广。

据介绍，这次审议，有 65 个世

贸组织成员代表在会上进行了发言。

总结下来，成员国的评价主要集中

在肯定中方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工作、

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国给予最不

发达国家产品进口免关税待遇、充

分肯定中方主动降低关税压减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以及积极评价“一

带一路”倡议。

当然，此前也有报道指出，美

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中国的产业政

策“扭曲竞争环境”，对进口商品

和服务及其外国供应商不利，华盛

顿将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改革。澳

大利亚代表则指责北京对该国采取

的经济“胁迫”行动可能赶走贸易

伙伴，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对中国提问多其实是证明了

中国有足够的活跃度和影响力，世

界对于中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徐昕看来，这本身是与中国的经

济体量挂钩的，其实也代表着外界

对中国更高的希望与期待，“并不

是说你做得不好才被问更多的问题，

而是因为你的影响力足够大才会受

到格外的关注”。

此外，中国是体制转轨的国家。

美欧等西方国家最初接受中国加入

WTO 时，是希望中国能转变为一个

他们眼中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

中国却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美欧眼中，WTO 现有的规则无法

约束中国的很多行为，包括国有企

业、补贴等。“对于规则的空白区，

问题自然会多一些。”徐昕指出。

记者注意到，王受文在回应时

也多次强调了“WTO 规定内”这个

词。“这些评论、批评，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世贸组织协定所规定的，对

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将会对照世贸

组织的协定，做得不好的要完善，

做得好的要继续保持。”王受文表示，

“（有些批判）它可能是超出了世

贸组织协定的规定，所以我们只能

说它是一种希望，因为要求中国在

世贸组织的环境下去履行超出世贸

组织的一些义务，显然是不公平、

不合理的，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贸易政策审议只是起到沟通

的作用，在法律上是不存在一定要

执行或者改进的，本身没有这样的

效力。”徐昕进一步表示。

上图：人们在第四届

进博会上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