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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谈判折射全球经贸合作曲折①
  

 

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世界分工更加明确，贸易更加顺畅，全球

经贸合作功不可没。但在贸易与全球化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利益分配不

均、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利影响，逆全球化早有呼声。近两年来，英国脱

欧，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逆袭胜出，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大幅放缓，都是逆全

球化卷土重来、全球经贸合作受阻的具体表现。 

为了推动未来全球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7 月份的 G20 峰会，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在汉堡达成一致，支持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自由贸易；9

月份在厦门召开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也倡导坚

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推进多哈发展回合剩余议题，为多边贸

易体制发展明确方向，并提出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倡议。 

                                                             
①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丁艳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已发表于《财

经国家周刊》2017 年第 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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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前行的突破口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下的《环

境产品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的谈判是在 WTO 的 18 个谈判方，涉及 46 个

WTO 成员间进行的，以降低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其过程明显

折射出全球经贸合作曲折前行的特点。  

 

以贸易合作助力全球环境保护 

环境产品贸易早就存在于全球经贸合作中，针对环境产品的谈判，不仅有

利于环境保护，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潜在的增长《协定》应运而生。 

2014 年 7月 8日，14个 WTO 成员基于 APEC环境产品清单，为促进绿色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而发起了诸边谈判，旨在消除各种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2015 年因《巴黎协定》的签署，《协定》谈判实现了重要进展。《协定》签

署国逐步增加，目前主要经济体，如欧盟、美国、中国、日本等均参与了该项

协定谈判。 

该《协定》计划分两步走：  

第一阶段旨在消除各种环境产品的关税；  

第二阶段希望能解决阻碍贸易和环境服务的行政或法律等非关税壁垒问题。 

如何降低环境产品的关税，是各参与方关注的焦点问题。环境产品的生产

是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数以千计的零部件在最终组装之前在边界上多次

跨境流动，即使是很小的关税降低，也会给最终的生产者和全球贸易带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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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利得。 

《协定》是闭门谈判，具体谈判材料和内容并不公开。根据现有信息，各

国存在的主要分歧是未能就产品清单达成一致。为追求各自的贸易利益，各国

都希望在清单中提高本国优势产品比例，阻止其他国家优势产品进入。并且在

降低关税税率的磋商中，各国因初始禀赋的不同，难以在阶段性出价和过渡措

施的制定中达成共识，各方利益的持续博弈，阻碍了谈判的进一步前行。若主

要经济体能在清单等问题上更进一步，则重启《协定》谈判指日可待。 

最初启动《协定》是基于环境保护的考量，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等；

反过来讲，因保护环境而削减关税带来的环境产品价格下降，也会促进全球贸

易增长和经济发展。例如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使用成本，将使得

电力的获取更加便利化，从而促进偏远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 

贸易与环境是《协定》涉及的两个重要领域，也是 WTO 框架下多哈回合的

关注议题之一。这是国际贸易界为解决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是 WTO 推进贸易

与环境一致性的重要渠道，也是 WTO对联合国 2030可持续议程的核心贡献。  

 

主要经济体态度决定经贸合作走向 

2017年以来，全球贸易呈现复苏态势，各种指标相较于2016年有明显好转。

2016年全球贸易以 1.3%的水平低速增长，而主要机构和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 2017 年贸易增长的预测分别为 2.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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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与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和贸易形势向好密不可分。 

美国今年二季度 GDP 增速高达 3%，1-8 月新增 120 万个就业机会；加拿大

经济数据向好，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加元不断升值；欧元区 5 月贸易顺差下

降 8.5%，失业率降至八年来最低；韩国的对外出口已经连续八个月增长，贸易

状况良好；中国今年 1-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相较去年同期上涨 17.1% ；2017

年上半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外贸易同比增长 27.8%。 

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增长促进了贸易的回暖，经济和贸易进

入了温和复苏的状态，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与一片大好的贸易形势相比，2017 年，WTO 框架下的《协定》谈判却踌躇

不前，几乎无任何重大进展。谈判的重要参与方，即各主要经济体因各自国内

经济发展的考量重新权衡利弊，他们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关系着谈判未来走向。 

特朗普为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实现恢复经济、扩大就业和维护霸权地位

的终极目标，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重拾对传统能源的使用。作为环保产

品曾经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口头上虽积极肯定《协定》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执

行中削减了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预算经费。 

另外两个发达经济体日本和欧盟则为推动谈判继续努力，希望能够早日达

成共识，重启谈判；作为《协定》谈判的发起方之一，中国也始终积极参与推

动《协定》的进行。虽然多数的主要经济体仍在努力推动《协议》的早日达成，

但 2016 年底的部长会议后的停滞状态并未能扭转改善，以《协定》为代表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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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易谈判道阻且艰。 

多边体制下的进展虽不尽如人意，但为推动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各

国纷纷另寻出路，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上发力。 

双边贸易协定方面，2016 年，欧盟和加拿大结束了七年谈判，签署了自由

贸易协定（CETA）；今年，欧盟又和日本在 G20汉堡峰会的前夕达成了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的框架；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的自由贸易谈判在持续近八个月后接近

尾声；加拿大采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探讨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美国已

经重启 NAFTA 谈判，并在能源、电信领域取得进展，有望在明年墨西哥大选前

完成谈判。 

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虽有所延缓，但是前进的脚步

从未停止。参与 RCEP 谈判的 16 方正努力推动尽早达成协议；继美国退出 TPP

后，其他 11个成员国正在就 TPP 协定未来的发展进行磋商；中国则继续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与各国展开广泛合作，成果显著。 

欣欣向荣的复苏形势下暗流也在不断涌动。作为逆全球化的代表人物，特

朗普的贸易政策核心从“WTO 规则”转为“美国优先”，执意退出《巴黎协定》，

阻碍了《协定》的进一步谈判。同时他还执意退出 TPP，也给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的发展造成了短暂的困扰。同时，对中国启动 301 调查，增加了中美贸易摩擦

和对抗的风险。仅 2017 年上半年，美国采取了 65 项贸易保护措施。G20 国家

也未能履行杭州峰会承诺，上半年共发生了 256 项贸易保护措施，约占全球总

数（309）的 83%。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了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也给全球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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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宏观经济和贸易状况持续改善的结果下， 全球化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强化，

全球经贸合作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其实，逆全球化的浪潮并没有想象中汹涌，

它更像一条鲶鱼，搅动着现有的世界格局和体制，为新一轮的经贸合作和经济

增长注入了新动力。现行规则下的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加大是逆全

球化产生的根源，逆全球化的重现，是对全球化过程中伴生问题的质问和挑战，

是推动全球经贸合作良性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 

未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需要倚靠双边及区域性的贸易协定，这是在多边

受阻情况下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也是最终实现多边规则下的全球化的

曲线路径。当然，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仍不可小觑，国家间应联合

起来，用实际行动践行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朝着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目标努力。在“新全球化” 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全球经贸合作也将在曲

折中继续前行。 

 

中国参与合作需稳中求进 

面对纷繁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应继续展现大国姿态，承担更多全球

责任，用更加积极和包容的态度融入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促进全球经贸合作

的进一步前行。 

首先，在全局统筹上，中国应明确国家定位和利益诉求，正确看待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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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贸合作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力争在参与国际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其次，在国内协调上，参与全球经贸合作要与国内改革有效结合起来，用

国际高标准、高规格倒逼国内改革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从而优化贸

易出口结构，逐步完善与贸易配套的各种法律法规，更好地融入和适应国际经

贸新规则， 推动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最后，在国际合作上，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利

用各种双边及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合作的程度。更

要与国家战略相对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扩大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的范

围，与各国采取高效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遵循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 WTO 

基本原则，稳中求进，早日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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