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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政策应遵循 WTO 原则①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贸易是条双行道”，

强调美国希望实施更“公平”“自由”的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本是

WTO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但美国新贸易政策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精神有较大差异。 

  美方所认为的“公平”强调绝对公平，不仅要求本国生产者与其他国家处

于相同的竞争环境，还要求实现同样的关税水平和开放程度。而 WTO 在倡导构

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注重相对公平。在贸易规则设定时，WTO充分考

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允许通过运用非互惠原则

等方式，让发展中成员在承诺、行动及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有更大灵活性。 

  美方所提出的新“自由”贸易，谋求通过单方面施压等方式在短期内快速

降低美国所面临的贸易壁垒，力图调整现有的国际贸易秩序。而从历史上看，

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是通过渐进式谈判取得的。从 1947年至今，多边贸易

体系经历九轮多边贸易谈判。WTO支持市场开放，但认为贸易自由化需要有调整

过程，允许通过渐进式自由化来逐步调整，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适应期。 
                                                             
①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环球时报》2017 年 8 月 1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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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经贸关系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双边经贸关系，双方业已

形成的经贸关系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中

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应继续遵循历史逻辑，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世贸组织规

则和多双边协定为法律保障。 

  美方仅强调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等行业就业的影响，这种得失观是片面的。

国家层面的国际贸易福利分析方法和特朗普家族商业集团的财务损益表分析方

法有显著不同。从国家角度看，贸易的静态收益包括对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

余和政府收入的影响等。国际贸易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有差异，贸易通常会

有助于政府取得关税收入，促进消费者剩余增加和出口商收益增加，短期内某

些国内企业会受到外国进口商品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贸易开放会促进总体经

济效率提升，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从而取得动态收益。在讨论贸易收益

时，若仅仅强调其中一部分国内企业的利益损失，回避大部分经济主体的收益，

则有失全面性。 

  若按美国方式来理解中国的贸易得失，美国带给中国的损失也不小：美国

跨国公司在中国赚取大量利润，中国从加工贸易获得利润微薄，美国大豆等行

业对中国国内生产商冲击较大，美国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致中国制造业失业增

加等。但中国一直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来理解中美经贸的互利共赢关系。中国

商务部于今年 5月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对中美两国分别从中

美经贸中获得的利益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全景分析，这与美方相关报告仅仅强调

美国特定行业的失业等损失有显著不同。 

  注重贸易和收入分配，关注各行业的利益平衡，这对全球化的稳步发展具

有建设意义。但如果把利益分配的方式设定为简单通过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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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国的让步来减缓本该自身进行国内调整的压力，则是转移责任。全球化

本身是市场推动下自愿选择的过程。参与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收益和风险必

然是并存的，全球化中的问题需要国际协调，更需要通过进一步调整本国经济

结构和完善贸易、援助等领域的制度来应对。 

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是 WTO 的基本原则。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和规

则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美国制定贸易政策时应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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