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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大趋势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 

纵观二战后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

体系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GATT/WTO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战后初期，以发达国家为主体，GATT

积极推进大幅度关税减让，倡导自由贸易，并给予发展中缔约方相对

优惠的贸易政策选择。这些做法极大促进了全球贸易的繁荣。1980

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的大规模向外转移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的融入，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开始兴起，全球贸易、

经济格局快速调整。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传统

的多边贸易规则面临诸多挑战，全球贸易的未来发展也面临众多不确

定性。 

 



一、 世界贸易发展环境发生转变 

二战以后，全球贸易的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世界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生产的增长。据统计，世界贸易与

全球GDP的比率一直在上升，说明贸易的增长是快于GDP的增长的：从

1950年开始，除部分年份有小幅波动之外，这一趋势持续上升。 

第二，从1970年代末期、尤其19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蓬勃发展：降低关税，签订更多的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

协定成为一种风潮。这些变化导致的一个重大结果是，从1980年代末

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全球贸易里的比重开始下降，而在此之前，这个

比例基本上维持稳定。因为那时，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导致各

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都发展较快，发达国家的地位相对稳定

且有所上升。此后，与发达国家产业外包相伴随的是少数发展中国家

的地位上升和发达国家地位的相对下降。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出现了三大区域性分工，或者是区域

生产网络的形成。一个是北美的区域生产网络，一个是欧洲的生产网

络，一个是亚洲生产网络。这是世界贸易地缘范围内的巨大变化。 

综上所述，二战以后世界贸易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之间专业

化贸易分工格局的形成和快速增长；此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区域

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融入，形成以区

域为基础的全球开放性生产网络。 

多边贸易体系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我国

的对外开放本质上也是融入到这种开放的全球市场体系之中，并获得



快速发展的。这一体系为全球的资源配置、投资、人员流动提供了一

个透明的可预期的环境，为企业和产业的经营带来比较稳定和确定的

市场条件。 

在GATT时期，多边贸易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在第一轮多边

贸易谈判中，美国率先做出减让，随后几轮，随着日本和欧盟的重建

完成，欧美日之间的互惠、对等减让开始，这样的结果促成了发达国

家之间分工关系的确立。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鼓励发展中缔约方

积极参与，但是对它们没有特别的减让要求。因此，主要的谈判是在

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其中有很多特别的安排，比如说前几轮里有一

个谈判的原则叫“主要供应国原则”，即，由主要供应某一个产品的

需求方和供应方进行双边谈判，以决定这个领域里关税减让的程度，

其他次要的供应国都不参与。这样，在谈判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以

发达国家，主要是美、欧、日、加为代表的四方集团。在这样的四方

之间，谈判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然后顺利向前推进。但多哈回合则不

同，全球化推动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在多边谈判中，这

些成员成为新的核心成员。结果，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尖锐对立

使得协商一致的共识很难形成。 

 

二、 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从战后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世界贸易与多边贸易规则和体制之

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在多边规则的平台上，世界贸易已经、

也将继续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向前推进。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



贸易向着继续深化和完善区域、甚至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向发展。另一

方面，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多边规则和体制也需要改革和调整。 

目前，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主要面临这样几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完善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和体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

面：其一，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由于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多

边贸易谈判的长期拖延，在一些新兴的世界贸易领域，迫切需要建立

新的多边规则和规范。比如，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其二，完善现

有的多边谈判机制、甚至WTO的决策机制。比如，随着WTO成员的增多

（目前已经达到164个），要像过去那样形成协商一致的共识非常困

难。其三，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推动现有的上诉机制正常运行。 

第二，体现现有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

展中成员的更多减让。随着发展中成员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地位的

上升，全球新兴的市场机会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成员之中。同时，

由于发达成员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非常高，其边际的市场开放空间有

限。因此，一方面需要推动发展中成员做出更多的市场开放承诺，另

一方面也需要在多边谈判以及规则形成中体现发展中成员的愿望。这

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面临巨大挑战。这里仅举一例。在多边贸易

谈判中，过去的核心成员是美、欧、日、加四方，现在则是美、欧、

加、中、巴、印六方。发达成员三席，发展中成员三席，在很多议题

的谈判中，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很难达成共识。 

目前，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改革方案：其一，是美欧日提出的重新

界定发展中成员，大大压缩、甚至取消对于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



待遇，实行更大范围（发达国家和现在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等

减让和开放。其二，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基本维持现有体制不变的

方案，直接和发达国家的方案相对立。 

从未来世界贸易的发展方向来看，多边贸易体制迫切需要扩大自

由贸易和投资的范围，将参与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都包含在内。因此，现有发展中成员的市场开放是必须的。但

是，这样的改革阻力重重。 

最后，多边体制的未来改革要平稳接纳崛起的中国。随着中国的

崛起，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调整：其一，中国要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

列，参与最优国际分工，就需要大幅度进行单边开放，以赶上现有发

达国家的步伐。其二，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发达国家也需要对中国

实行非歧视开放，特别是在投资领域。不仅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国家甚至认为，现有的WTO规则已经不能约束崛起的中国，要求专

门针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行为定制规则，比如，国有企业问题以及

补贴问题等等。客观地讲，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长远的贸易和经济发

展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做两个方面的调整呢？一种是市场对发达国家

进一步开放。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要融入发达国家的格局之中，那么，

我们的市场肯定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跟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最优分

工的格局。另外一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比如“一带一路”

的安排，它实际上是介于过去的特惠安排和现有的多边贸易安排之间。

西方国家对这种安排有很多的批评，未来“一带一路”安排要更多向

多边贸易体制靠拢。如果单纯游离在两个安排之间，会有很多不确定



性。 

如果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那么，整个世界贸易有可

能出现历史倒退——退回到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贸易时代，退回到关

税壁垒高筑的动荡年月。特朗普政府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危险的

第一步。 

未来的贸易格局仍然是发达国家占主导，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所享受的比较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从美欧日等国

家所提出的WTO改革主张来看，是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取消过

去的优惠安排，要求发展中成员做出更大的市场开放承诺，甚至会迫

使发展中成员“弥补”过去的减让承诺，和发达国家实行“对等”的

开放。 

（撰写：宋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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