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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阻碍全球贸易复苏
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低迷状态始终未曾改善。尤其是 2012年以

来，贸易增速始终低于经济增速。即便经济增速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全球贸

易也不见起色。今年 9月底，世界贸易组织将 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由此前

的 2.8%下调至 1.7%，并认为这将是危机以来贸易增速最低的一年。那么，影响

贸易复苏的阻碍是什么？ 

    通常认为的宏观经济因素并不构成贸易复苏的阻碍。宏观经济因素中的价

格原因是指价格下降对名义贸易增速的影响。2011 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持续下降，导致以货币单位衡量的贸易增速受到负面影响。最近两年，美元指

数整体呈现上涨态势，美元坚挺也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增速受到影响。但

价格因素只会影响名义贸易增速，并不会影响实际增速，目前的实际贸易增速

同样非常低迷。宏观经济因素中的需求原因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的需求减少

引起贸易增速下降。但是近几年经济增速稳步复苏，2015年经济增速已达 3.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也在 3%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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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此同时，贸易增速仍未见起色，足以说明需求因素并非贸易低迷的全部

原因。何况，以全球视野进行分析，经济增速和贸易增速都属于内生变量，受

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很难说彼此会相互影响。以全球视野进行分析，认为中国

经济形势不好拖累全球贸易的观点也会不攻自破，因为中国经济只是全球经济

内在的一环，并不属于外生变量。 

    还有些因素虽然影响贸易复苏，但属于慢变量，很难去改变。2009 年全球

贸易大幅下降，被学界称为“贸易大崩溃”，其影响尚未消散。贸易大崩溃时，

货物贸易下降幅度大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中的耐用品下降幅度大于非耐用品

（消费品），导致货物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耐用品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均下降。

由于货物贸易和耐用品的收入弹性大于服务贸易和消费品，在接下来的这几年，

即便相同的经济增速对贸易的拉动力也明显减弱。换言之，贸易大崩溃之后的

需求函数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很难去改变，只能在长期逐步改善。另一方

面，全球价值链在危机期间受到损害，也是危机后贸易低迷的原因。全球价值

链的扩张使得相同经济增速的贸易放大效应更强。危机期间全球价值链的损害

是目前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但是，价值链修复并非一日之功，

只能在经济稳步、持续的复苏中得以改善。如此看来，上述因素虽然也导致贸

易低迷，但是只能在长期的经济复苏中得以改善，很难人为地使其在短期内改

善。 

    贸易保护则是阻碍贸易复苏的最重要因素。目前的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换一种表述可能更容易理解，那就是世界的贸易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

持续下降。在各种国际贸易理论中，贸易和 GDP 之比均受到外生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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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成本。贸易成本的上升将导致贸易和 GDP 之比下降。也就

是说，如果探求贸易低迷的外生因素，非贸易成本莫属。贸易持续低迷必然是

因为近些年贸易成本的逐年上升。贸易成本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世

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约束下，关税壁垒已经不可能再增加，可能增加的将是

非关税壁垒，也就是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政策。因此可以说，贸易保护是全球

贸易复苏的最大阻碍。 

    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期间世界各国往往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施加更

多的贸易保护。贸易保护手段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等，

还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

危机以来各种贸易保护政策确实在上升。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

贸易预警》报告也显示，2015 年，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比上一年度

增长了 50%。其中，美国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最多的国家。美国从 2008年到 2016

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 600 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平均每 4 天就有一项贸易保护措

施出台。而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危机以来已累计达 600

多项。 

    贸易保护损人不利己，是短视政策，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也在致力于反对贸

易保护。今年 7 月 9-10 日在上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

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声明指出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但是，反对贸易

保护的声音很大，实际执行的贸易保护措施却居高不下。尤其是英国脱欧、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彰显的“反全球化”趋势令人深感忧虑。特朗普在总统竞选

时流露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令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更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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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贸易保护的声音虽然强而有力，但并不具备约束性，尤其是对美国这

样的国家而言。为此，作为受贸易保护伤害最大的国家，中国可考虑扛起经济

全球化的大旗，引领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反贸易保护的协定或者宣言，避免全球

贸易战悲剧的上演。若中国倡议发起《反贸易保护协定》谈判，将是中国真正

首先倡导、并主导的贸易领域的协定，为以后参与和主导全球贸易治理奠定坚

实基础、积累丰富经验。 

    《反贸易保护协定》谈判有利于削弱特朗普上台后的贸易保护倾向。虽然

总统竞选为取悦选民一般都会释放反贸易自由化的声音，但特朗普反全球化的

声音比以往任何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强烈。其上台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

非常大，尤其是就任总统前两年。但美国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均对特

朗普的行为存有疑虑，并不支持实行贸易保护。《反贸易保护协定》谈判将会得

到这些政界和学界人士的支持，敦促美国加入谈判，即便美国不加入谈判，也

会起到约束特朗普行为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反贸易保护协定》的签署将彻底冲破全球贸易复苏的最大

羁绊——贸易保护，造福整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期间

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世界经济复苏遥遥无期，政治上法西斯崛起，最

终带来二战悲剧。二战后，美国痛定思痛，终于开始引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

由化浪潮，成为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者。如今，世界又站在贸易保护和经济全

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国却退缩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或可成为主

导经济全球化、打造开放世界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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