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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遴选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标
志性事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疑应当名列
其中。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
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
进入历史新阶段。入世以来的 17 年，是我
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的 17 年，更是中国持续融入全球经济、
中外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的 17 年。17 年来，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95933亿元增
长到 2017 年的 827122 亿元，2010 年起超越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2年以来，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
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
擎；2017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
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10.2％和 12.8％，
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制造”为全球企业和民众提供了物美
价优的丰富选择。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积极践行自由
贸易理念，全面履行加入承诺，大幅开放市
场，实现更广互利共赢，在对外开放中充分

展现大国担当。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
国不仅像其他成员方一样承担了通常的关税
减让和市场开放义务，还承担了一些专门规
定给中国的“超世贸组织义务”，例如 《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 第 15 条所规定的
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做法。尽管
如此，中国始终遵守多边规则，履行入世承
诺，落实关税减让，开放国内市场。

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关税总水平由入
世时的 15.3%降至 9.8%，实现了对世贸组织
所有成员的承诺，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
发展中成员的要求。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
广泛开放服务市场，在世贸组织分类的 12
大类服务部门的160个分部门中，承诺开放

9 大类的 100 个分部门，接近发达成员平均
承诺开放 108 个分部门的水平。截至 2007
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已全部履
行完毕。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加大服务贸
易领域对外开放力度，包括全面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幅放宽外资进入金
融业比例限制等，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
步有目共睹。

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维护和捍卫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经
贸规则。世贸组织是国际经贸合作的典范，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象征。在成员方通力合作
之下，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不仅构建了一整套以关税减让和消除非

关税壁垒为核心的国际经贸实体规则，还为
贸易争端解决提供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程序性
机制，使成员方得以在多边规则框架内、通
过准司法性质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审
制”来解决贸易争端，而非动辄诉诸国内法
律和单边措施。世贸组织所代表的自由贸易
体制和多边主义精神，也成为当代国际经贸
秩序的重要特征。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全面参与多哈
回合各项议题谈判，积极推动诸边贸易自由
化进程，有力促进世贸组织新议题讨论，切
实履行 《贸易便利化协定》。特别是，中国
一贯尊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应有权威，
积极维护争端解决机制有效运转。截至2018

年4月，中国在世贸组织被诉案件27项，已
结案 23 项；在所有被诉案件中，中国均尊
重并认真执行世贸组织裁决，作出符合世贸
规则的调整，无一例被起诉方申请报复的情
况。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中国
已成为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堪称倡导国
际合作的典范。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大势，多边主义
是合作共赢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理
直气壮地支持。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中国对于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追求一以贯之。入世 17 年，见
证了中国维护自由贸易、捍卫多边主义的诚
意和决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将更加
坚定地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同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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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同行
廖 凡

“这一天真的来之不易”
——自1986年中国正式递交复关申

请起，谈判经历了15个春秋

回忆起17年前多哈那历史的一幕，当时的中国代表
团成员、如今的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印象
最深的就是“掌声”。

当地时间2001年11月10日18时30分，在多哈喜来
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时任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主席卡迈勒宣布：大会开始讨论下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
卡迈勒手中击槌轻落，标志着中国长达 15年复关和加入
世贸组织进程的结束，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

坐在主席台上的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等率先起
立鼓掌表示祝贺；几乎同一时间，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起立鼓掌，全场 700 多名与会代表也纷纷站起来，热烈
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时至今日，霍建国仍很激动。他对记者说，“当时中
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
签字，我还记得他用的是上海英雄牌钢笔。那天，我们
中国代表团40多人享受了特殊待遇，被安排在第一排就
坐。很多人多次亲身参与了一轮轮的谈判，所以决定宣
布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兴奋地站了起来，长时间地用
力鼓掌。这一天真的来之不易。”

说这一天来之不易，并非只是一句感慨。自1986年
7 月 10 日 中 国 正 式 向 WTO 前 身 —— 关 贸 总 协 定

（GATT） 递交复关申请起，国内外无数次预测这场谈判
的时间表。但谁也不曾料到，这一谈就是15个春秋。中
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
盟换了4位。从1987年就担任GATT（后为WTO） 中国
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说，当初履新伊始，有人戏
称他这个主席也许得干 10年。吉拉德不以为然地大笑，
岂知到头来竟干了14年半！

据石广生回忆，谈判到最后阶段，几乎每一个问题
都 是 难 点 ， 如 果 达 不 成 协 议 ， 中 国 就 不 可 能 加 入
WTO。当时，有半年时间，大家一片悲观，认为中国加
入不了WTO，认为中国没希望了。

霍建国表示，“至今我仍对参加过的三天三夜的中美
谈判记忆深刻。可以说，中美谈判是中国入世的最艰难
最复杂的谈判，涉及内容几乎关系到中国入世议定书的
方方面面，而美国胃口之大也超岀了我们的想象。三天的
谈判实际上延长了两天，中间一度谈崩了。美方代表团说
要去机场了，在失联 10小时后，终于又联系上了。当时朱
镕基总理亲自来到外经贸部拍板定案，解决了中美之间的
几个遗留难题，并让美方同意签字。完成对美谈判可以说
已基本解决了入世的最大障碍，为中国入世铺平了道路。”

“入世全面解决了中国融入世界巿场的问题，实际上
等于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对接，这在中国改革
开放进程中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霍建国说。

“当时最著名的三个字是‘狼来了’”
——开放带来的积极效应最终远超人

们所担心的冲击，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贸易大国

“在入世前后，国内也是有争议的，主要的争论是，市
场的开放会不会冲击幼稚产业，比较突岀的是粮食、化肥
及汽车等领域的开放问题。事实证明，开放所带来的积极

效应远远超出了人们所担心的冲击。”霍建国表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回忆说，“2001

年，一讲到 WTO，大家就觉得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崩
溃。当时最著名的三个字就是‘狼来了’。那时我们刚刚
涉足整车业务，压力非常大。”

压力并没有让中国汽车产业“倒下”，长城等国内汽
车企业充分把握住机会并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数据
显示，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汽车的产量只有234万辆，去
年则达到2900万辆，连续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车企还大步走向国
外。目前，长城汽车在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设有全
资销售子公司，在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印度和奥
地利建设高规格研发中心；旗下拥有长城、哈弗、WEY、欧
拉 4 个品牌，2017 年实现出口汽车 39168 台，同比增长
125.38%，出口金额22.84亿元，同比增长105.09%。

这样的影响与变化不仅出现在某一个产业中。数据
显示，在2000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年，中
国是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201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
幅创 6年新高，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加入世贸
组织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 2001 年的 468.8 亿美元增
加到2017年的1363.2亿美元，年均增长6.9%……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是
对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二是在法律法规和制
度建设方面实现了同国际规则的全面对接，三是进一步
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让人们对改革开放的预期更
加清晰。”霍建国认为。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17年来，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积极的贡献者。
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认为，鉴于中国入
世较晚（以第143个成员的身份入世），中国接受的承诺和
义务远远超过其他成员或同等发展水平成员所作出的承诺
和义务。中国不但在世贸组织内部起到了积极促进多边贸
易体制的作用，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霍建国表示，首先中国进口市场的扩大拉动了世界
经济的增长；其次中国市场的开放吸引了国际上跨国企
业纷纷来华投资并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此外，在世界
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支撑全
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中国脉搏与世界一同跳动
——中国从国际贸易规则的追随者过渡

到主动推动世界经贸发展的贡献者，尽显大
国担当

如今，中国不仅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更
已发展成为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这其中，共建

“一带一路”无疑是最为亮丽的一笔。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喆介绍说，5
年来，已有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118份“一
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截至2018年6月，与沿线国
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 200
多亿美元，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十万个。

莫斯科时间2017年6月17日21时，中国在俄罗斯首
个大型电源投资项目、中国华电在俄第一个投资建设运
营的绿地项目——华电捷宁斯卡娅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供热电站顺利通过72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俄罗斯雅罗
斯拉夫尔市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投产仪式当天，当地很多官员、群众到了现场。那
天，我听到最多的声音是称赞与掌声。雅罗斯拉夫尔州
州长还给我们颁发了奖状，以感谢我们为该州能源建设
作的贡献。”华电捷宁斯卡娅热电公司副总经理辛建兵对
本报记者说。

作为电站建设的项目主管，5 年来，辛建兵奔波在
天寒地冻的项目现场，见证并参与了项目建设的整个过
程。他介绍，作为该州第一座新建燃机电站，发电站采
用最先进的燃气发电设备，可减少 25%的天然气消耗，
并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三成。电站的建成让雅罗斯
拉夫尔州告别了依靠其他地方供应电力的历史，同时满
足了雅罗斯拉夫尔大部分民众的取暖需求。

“电站建成以来，已有大概 20 个当地团组前来参
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由当地退休员工组成的团
组，他们中有些人到现场看到电站就落泪了，不少人一
直在说‘这是我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厂’。当时，我
既感动又自豪。”辛建兵说。

霍建国认为，“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强调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与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思路对
接，形成大家认可的合作模式；通过加强‘五通’建
设，达到繁荣发展的目标，最终体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建设。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
力。”

辛建兵表示，“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我们与当地人的沟通交流越来越畅通。我们
经常会邀请俄罗斯同事到中国交流学习，了解各自的文
化和经济发展，互相之间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应该说，
我们既成功地完成了一个项目，也收获了友谊和信任，
这对双方未来的合作与发展都有好处。”

“从加入世贸组织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
着中国已成功地从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追随者过渡到了
主动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
提供者，尽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责任。”霍建国说，未
来，中国还将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更加积极
地参与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④

一度担心“狼来了”，而今开放决心更坚定

从加入WTO到共建“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图为近日长城汽车旗下品牌哈弗F7亮相2018莫斯科国
际车展。 图片来源：长城汽车公司

图为近日长城汽车旗下品牌哈弗F7亮相2018莫斯科国
际车展。 图片来源：长城汽车公司

图为2001年11月10日，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后，石广生与
其他与会者鼓掌庆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图为华电位于俄罗斯的捷宁斯卡娅电站。 （图片由中国华电集团提供）

回顾40年对外开放，加入WTO是重要一步。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
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
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携手世贸组织走过17个年
头。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态度越来越主动。
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
全球化健康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受益。

从加入 WTO 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开放胸
襟、拥抱世界，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

图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资共建的中哈 （连云港） 物
流基地以及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图为今年4月份首列成都—维也纳中欧班列停靠在奥地
利维也纳货运南站。 新华社记者 潘 旭摄

图为今年4月份首列成都—维也纳中欧班列停靠在奥地
利维也纳货运南站。 新华社记者 潘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