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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要做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还是破坏者？①
  

 

中国入世 15 周年是值得庆祝的日子。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

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真正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拥抱者。入世以来，中国外

贸飞速增长，并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入世为中国带来巨大福利。同时，中

国快速发展也造福于整个世界经济，让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更加活跃。 

    但也有让中国人感觉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入世协定书本来不具有争议

性的条款却出现了巨大争议。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规定，中国入世 15 年后，如

下内容将不再适用：如果中国出口企业无法证明自身是按市场经济规则制定价

格，外国可以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借助第三国的生产成本进行认定。这意味着

中国入世 15 年之后，外国不可以再使用第三国的生产成本进行反倾销调查，应

使用中国自身的生产成本。但是，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却不认可这一条款的含

义，试图继续使用第三国生产成本进行反倾销调查。 

    美欧为了混淆视听，还将此条款和市场经济地位相提并论。美欧认为这一

条款是和市场经济地位并列的问题，即如果美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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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它们可以继续使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进行反倾销。但是，相关条款清楚地写

明，中国入世 15 年后，任何 WTO 成员不可以再使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进行反倾

销认定，无论这些 WTO 成员是否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欧将该条款和市

场经济地位挂钩不过是为了使问题复杂化。 

    其中，美国的态度尤为坚决，就是坚决不承认相关条款。11 月份，美国商

务部长普里茨克在出席中美商贸联委会后表示，美国改变中国是否已取得市场

经济地位的评估方式的时机尚不成熟，而且也没有要求美国调整反倾销税计算

方法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明显是不认可中国入世相关条款。但事实上，相关条

款是中美在入世谈判时，美方要求加上的。如今，美国自己都不承认自己当初

提出的条款，无异于打自己的脸。 

    欧盟虽然积极面对相关条款，但仍然不具有信服力。5 月份，欧洲议会给出

一项不支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非立法性决议。但欧盟内部对此问题存在

争议，有许多开明人士支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结果是，11 月 9 日，欧盟

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正式提交修改其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提案，以履

行其根据中国入世相关条款规定所承担的义务。欧盟试图以“市场扭曲”的概

念和标准替代“非市场经济”的概念和标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根据自己的

新法律，欧盟可以继续在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使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

显然，这意味着，欧盟仍然不愿遵守中国入世相关条款。 

    美欧继续使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不仅意味着

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更重要的是，美欧将成为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使用第

三国替代的方法进行反倾销调查，对中国企业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这将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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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认定中国企业的倾销行为，并可以大幅征收反倾销税。这本质上属于贸易保

护主义。在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不稳的今天，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

如此，连当初自己提出并认可的相关条款都不承认，美欧将成为破坏国际规则

的不良示范者。美欧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重要领导者的身份也难以服众。 

    总之，承不承认中国入世相关条款涉及到美欧是做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还是

破坏者。世界在看，中国在期待。中国希望美欧能够做国际规则的遵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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