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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际经贸风云如何变幻①
  

 

2016 年即将过去，总结这一年来的国际经贸大事件，并展望 2017 年风云如

何变幻，是个好时机。一如我们专栏的惯例，笔者斗胆盘点一下国际经贸风云。 

 

    多边推进仍缓慢 区域协定亦遇阻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虽然世界贸易组织（WTO）仍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多哈

回合谈判始终无法突破，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乃至绝望。今年也不例外，多

哈谈判仍然不见起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多边体制就毫无作为。多边框架内的贸

易便利化协定（TFA）仍被期待着早日生效。而且，虽然可能比预期的进展要缓

慢，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仍被外界寄予厚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我们

无法看到多哈谈判破局，但可以期待多边体制内的其他机制发挥继续作用。 

    和去年此时区域贸易协定（FTA）大热的情形相比，今年人们对 FTA 的前景

并不看好。FTA 的备受关注得益于奥巴马政府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的推动。去年 10 月份，TPP 成员国宣布完成谈判，刮起一股 TPP 风。今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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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乃至到 10 月份，众多学者仍对 TPP 在奥巴马任期内通过抱有很大期望，原因

是认为希拉里在总统选举胜出的可能性更大。但是，特朗普的“意外”当选让

TPP 通过这步棋再也无法落下。TPP 这一代表性的巨型 FTA 遇阻，美欧之间的跨

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也会暂时被搁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也像去年一样要被延期至明年。巨型 FTA 终究像是雷声大雨点小，还不曾有成

功的案例。在此情形下，亚太自贸区（FTAAP）倒是在秘鲁期间举办的亚太经合

组织（APEC）会议期间，让人看到起航的可能。但是，并不能抱太大期许。FTAAP

只是一个远景。 

    FTA 中，倒是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 FTA 完成谈判。笔者曾撰文分析，千万别

小看欧加 FTA，它可能是一只盘旋在大西洋上空的蝴蝶，会带来久远且不易察觉

的影响。如果未来欧盟-北美 FTA 果真实现的话，回过头看，可能会发现欧加 FTA

的重要性。 

 

    贸易低迷难起色 全球化步履蹒跚 

    所谓的全球贸易低迷，是指在经济增速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后，

贸易增速仍然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甚至也未达到目前的经济增速。这一现

象从 2012年一直持续到现在。根据 WTO的预测，今年的全球贸易增速也就是 1.7%，

这甚至低于前几年的增速。可见，贸易增长仍然无法恢复。根据相关学者的研

究，贸易低迷现象的原因最有可能是 2009 年贸易大崩溃造成的贸易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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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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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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短期的视角来看，贸易保护则是阻碍贸易复苏的最重要因素。这也是各

国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协调在短期内改变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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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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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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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贸易保护是全球贸易

复苏的最大阻碍。 

    但是，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让我们对消除贸易保护感到失望。英国脱

欧是今年的第一个“黑天鹅”事件，让众多预测人士深感挫折。虽然英国脱欧

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但是毕竟英国还没有启动脱欧的程

序。未来的影响谁也不好说。这一事件虽然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之外的其他全球

化因素引起，但至少让我们看到，全球化并不总是蜜月期。更让人大跌眼镜的

是，特朗普竞选期间和胜选后大放反全球化的言辞。诸如退出 WTO、对中国和墨

西哥产品征收高关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反映出其对全球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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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深感不满，并试图通过相对极端的政策手段扭转全球化的趋势。一言以蔽之，

全球化就是个游戏，总会出现有人玩不起的时候。 

 

    G20 奏响欢乐颂 BIT 难言可破局 

    中国是今年二十国集团（G20）的主席国，各种 G20 活动让中国忙忙碌碌。

G20 旗下的各种 20 如 B20、T20、W20、C20、L20、Y20 各显神通。在贸易和投资

领域，中国确实为 G20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建立 G20 贸易与投资工作组，让 G20

开始机制化地讨论贸易投资问题。推出全球多边投资指导原则，铺路多边投资

规则。但是，G20 毕竟不是约束性的治理平台，未来如何让 G20 的各项成果落到

实处，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研究和解决的。不只是贸易投资领域，中国也推动 G20

其他领域取得丰硕成果。G20 杭州文艺汇演奏响的欢乐颂彰显了中国的成功，也

是对未来建设美好世界的期待。 

    G20 杭州峰会举行之前，中美双方宣布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重大

进展。让外界重燃中美 BIT 能在奥巴马任期内完成谈判的希望。但希望终归是

希望。特朗普的当选不仅波及 TPP，也对中美 BIT 谈判造成负面影响。即便能顺

利进行，中美 BIT 在奥巴马任期内完成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相比 TPP，或许

我们更能对中美 BIT 抱有希望。相比对贸易的批评，特朗普并未对投资表示出

负面情绪。特朗普的政策目标不仅需要拉回自身的投资，还需要外资流入美国。

乐观一点，中美 BIT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能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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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稳步走 中美经贸遇挑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受外界关注。中国一边对外界宣传一带一路的

相关理念，让外国真正理解一带一路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这一建设。国内的相关省份已经行动起来。中国对国外的投资和贸易

也应势而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带一路也面临巨大挑战。如何真正让

市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和面对的问题。中

国的倡议应该能真正让中国自身得到实惠，在此基础上，做到互利共赢、包容

开放。 

    相比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并不

让人省心。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说辞虽然非常夸张，不一定就实施，但是在

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中美经贸之间的摩擦势必会非常多。中国应有足够的心

理准备。一方面随时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另一方面应该坚持中美对话，和以

往不同的是，中美之间反而应该多讨论具体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避免双方发生贸易战。 

 

    入世十五年可喜 条款之争太闹心 

    今年是中国入世 15 周年，在入世 15 年后的今年，中国已然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贸易和投资在世界的分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入世这一巨

大的开放红利，让中国经济迅速起飞。中国外贸作为曾经的“三驾马车”之一，

也是因为入世才呈现出指数增长。入世改变了中国。入世 15 年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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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入世 15 年的时候，关于中国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相关条款的争论

却引发各界关注，成为热点话题。美欧日等 WTO 成员坚决让这一条款和是否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挂钩，坚决不认可相关条款。这主要反映了美欧日等成员

的心态问题。但心态归心态，美欧日毕竟还是不承认相关条款。无奈之下，中

国将美欧上诉到 WTO 争端解决小组，希望通过争端解决小组解决这一问题。 

    虽然相关条款之争主要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这一争论至少反映出中国

崛起不会一帆风顺。要想获得外界的认可，需要较长的路要走。 

 

    2017 年什么国际经贸问题最受关注？ 

    2017 年，最受关注的事情莫过于特朗普的经贸政策。不当总统时，怎么说

都行，坐上总统宝座，如何做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得承认，由于特朗普之前

没有从政经历，我们很难从其自身经历来预测特朗普的行为，“路径依赖”在特

朗普身上也就不再奏效。可以这么说，我们很少面临如此大的不确定性。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奈特曾经撰写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著作，认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区别在于，风险是指，我们能够知道事件发生的各种概率，换言之，我们知道

概率分布函数；不确定性是指，我们并不了解事件发生的概率，连概率分布函

数都不知道。其结果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将无所适从。2017 年是特朗普执

政的第一年，我们并不知道其各种行为的概率。因此，我们将在特朗普执政的

一年内，慢慢寻找其各种行为的概率分布。 

    让人感到悲观的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会引发世界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美

国对世界的影响无需赘言，在外界不知道美国行为的概率函数时，各国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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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将造成世界的困境。2017 年，我们能否避免过大的困境，让世界之船至

少能安全驶入 2018 年，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中国的路 

    中国尚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尚有

不少距离。中国还需要数年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发展自己。所不同的是，中国原

本只能寄希望于即成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是祈求好运气。但经过改革开放

以来近 40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已经具备影响世界的能

力。中国已经度过“假设外部世界给定”的阶段，可以通过影响世界创造自己

需要的外部环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脚步不能停歇。通过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来塑造自身需要的外部环境，最终是为了保障经济发展的适当节

奏。 

    除外部环境外，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尤为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有利

于保持经济增长的适当速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和未来复兴目标实

现之后匹配的制度。难啃的骨头要慢慢啃，改革的突破口也要找准。利用中国

独特的大国优势，走中国式结构转型之路。除四大自贸试验区外，新设立的七

大自贸试验区也应切实承担起为国家谋改革开放之路的重担。 

    中国应看到，在全球化的游戏中，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具备足够的实力

才能玩得起。就连世界老大哥美国也有玩不起的时候，何况其他国家呢？中国

一方面修炼内功，另一方面，还应锻炼角逐全球化的能力，在世界的舞台上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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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2016 年的各种“黑天鹅”事件，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变得不那么好

了。但更为可能的是，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那么好。2017 年，在不确定性中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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