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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要引领者①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成功实践，取得了令世人

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全球经济

加速复苏的关键因素。如今，中国更是将改革开放成果介绍给各伙伴国，将中

国的发展经验与各国分享，为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倡导中国发

展理念和治理思路。中国已经成为了创新理念倡导者、发展战略制定者和行动

开展引领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国内优先”，倾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双边主义，

逆全球化政策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形成了新的挑战。2016 年以来，贸易保护主

义持续升温，G20 各国所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数量处于危机后的最高水平，非

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边境内措施等第二代贸易议题主导下的新型保护措

施的使用更加频繁，出口鼓励政策、政府补贴以及本地化要求等多种贸易保护

手段层出不穷。2017 年 3 月 G20 峰会财政会议声明中放弃“反对一切形式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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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义”的表述，成为十年来唯一没有包含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国际政

策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已经成为阻碍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最大的威胁。 

  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也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

动者。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明了中国将大力推

动多边主义，坚定支持全球化的立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倡导“普惠包容”“共

享共赢”，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在 WTO 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中

国再次明确提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坚定立场，为命运多舛的多边贸易体制树立了信心。中国主张的电子商务

和 eWTP、小微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等议题得到了其他成员的认同，中国已经

从当年的 WTO 新成员变成了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 

  中国一直是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者，倡导全球治理的创新理

念，更通过体系和制度创新，为全球治理和区域经济合作提供良好的治理机制

和合作平台。2016 年 9 月中国主办 G20 杭州峰会，2017 年 3 月主办博鳌亚洲论

坛、5 月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 月在厦门召开金砖峰会，中国

已经在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多边舞台上展现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表明中国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立场，展示了中国推进全球治理创新的

信心，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规则制定者和引领者，中国

方案已经成为全球方案。 

  中国正在进一步加快推进自贸区扩围提质，深化区域次区域合作，构建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截至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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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中国共签署了 16 个自贸协定，涉及 24 个国家和地区。2017 年，中国分

别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签署了自贸协定，与智利签署了自贸区升级议定书。

此外，中国还启动与巴拿马、蒙古、巴勒斯坦的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以

及与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总体来看，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完成了

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自贸区网络的构建范围正在由周边国家为主向全球范围

扩展，合作伙伴由发展中国家为主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并重;谈判的内容

逐渐加深，由边界外规则向边界内规则扩展;合作形式日益丰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进一步积极探索对外经济合作新模

式、新路径、新体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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