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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13 年 3 月 24-25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3”年

会在北京举行。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

24 日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就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的角色等问题阐述了看法。 

拉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式发展，已

经成功转型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世界事务

有更多的影响，而世界也从中国崛起中获利。中国应该积极主动

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也

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在贸易安排方面，多边体系应该占优势，

或者应该优于或先于双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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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全球经济治理 

帕斯卡尔·拉米1
 

一、世界从中国崛起和发展中获利，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在提

升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式发展，人均 GDP

从 200 美元增长到现在大约 6000 美元，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中等收

入国家。世界从中国崛起和发展中获利，也从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提

升中获利。同时，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对世界事务有更多的影响。 

中国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比如过

度投资、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失业率较高、社会矛盾突出等。因

此，中国需要继续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政府需要担负起更多的创造

就业的责任。 

鉴于中国广阔的国土面积和巨大的规模，中国必须仔细考虑国内

问题。中国过去做了非常大胆的转型和转变，是政府积极推动改革的

结果。目前，国内和国际问题间的边界已经模糊，全球化让世界各国

间的互联互通程度不断提高。因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自

身的问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能孤立地解决。现在，中国很

多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已经融入了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价值链

生产模式。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降温会对全球钢铁价格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中粮公司的进口也会对巴西和美国的大豆生产产生影响。目前，

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在大力减少碳足迹。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在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 WTO）内部推动关于减少碳足迹方面的科技项

目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中国占全球 IT 行业产值的比例已经达到

了 35%。因此，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很多国际事务如果没有

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参与，没有国际政策的协调是不可能实现

的。人们必须要摈弃过去对中国重要性认识不够的成见。 

 

                                                        
1 帕斯卡尔·拉米，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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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过去几年，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

系在发生变化。至少在某些人看来，中国现在更多像一个发达国家。

但很多人也觉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人认为，十年后中国很

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有一些人不能肯定中国到

底是穷国还是富国，因为中国可能是个穷国，但富人很多。这样的问

题不能找到直接的答案，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

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人均 GDP 排在世界 100

位之后。在 WTO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强调中国人均

GDP 水平非常低，因此，中国应该获得发展中国家应得的更多的灵活

性；但发达经济体却认为，中国产品竞争力非常强，应该比其他穷国

或弱国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得更多。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不公正地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避

免承担一些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因此，应该在发达经济体和像中国

这样的第二阵营国家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责任分配。由于没有这样一

种正确的责任分配，WTO 谈判停滞了。同样，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气

候变化谈判上。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地

是政治问题，两个阵营的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很难达成谅解。如

果这种局势管理不善，会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具影响力的作用

产生一些障碍，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

任，更多地为这样的发展负责。 

三、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保证全球经济稳定

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参与了一系列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和机制。但

是，中国还没有真正采取非常积极和主动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讲，

中国只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被动参与者，无论是在 20 国集团还

是其他论坛上。 

一是，世界和中国都可以从中国在贸易领域中更主动的立场和姿

态中获益。中国应该尽快加入 WTO 的政府采购协议，使中国的采购

市场更多地向外国开放，这既能保证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也能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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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腐败现象。中国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协调和统

一，比如动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标准等。如果中国有能力影响全

球标准制定，那么这对中国自身也有好处。 

二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吸收国，也是很大的对外投资主

体，中国战略性地主动寻求多边投资框架应该是符合自己利益的。一

个全球多边投资保护框架，能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有效保证。 

三是，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平衡、更稳健的金融体系。人们希

望人民币成为可靠的国际储备货币和资本结算货币。目前中国在这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即稳健

的全球货币体系。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因此，应该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包括短期内在今年年底前尽快完成谈判，获得

早期收获。此外，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没有和谐世界也不可能实现，所

以中国必须要成为一个全球事务趋同的催化剂，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

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四、价值趋同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义务和收益的讨论是深深植根于价值观的。这

一问题具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解决的前提是价值趋同。政治上的差

异通常根植于观念的差异，而观念则通常根植于不同的价值观。作为

文明古国，中国有很好的机会促进更平等的、文化间的价值观交流，

促进文化交融，以及共同的价值发现，这对全球化是必要的。 

五、多边体系应该占优势，或者应该优于或先于双边安排 

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已经并存很长时间，比如既有世界贸易组

织，也有诸边、多边和双边贸易安排。最近，一些双边优惠贸易安排

的数量确实增加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国家过去没有兴趣开

放贸易，所谓的超 WTO 之外的国家并不是非常多；但是现在那些在

WTO 之外，但希望开放贸易的国家越来越多。 

在一定程度上，世贸组织谈判进展缓慢，虽然 WTO 在这次危机

中一直在推行规则，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但是确实在新规则制定方面还没有做得更好。寻求双边贸易安排

的国家减少双边的关税水平，更符合 WTO 关于关税都应该归零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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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标。但是，如果两个国家对双边汽车贸易有关税减少安排，但是

对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安排，或者采取歧视性安排，那么这就是有问

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做法是否会与其他一些平行做法有协同效应，或

者是会有反作用。多哈回合谈判应该继续阐释关贸总协定中的一些原

则，即多边体系应该占优势，或者应该优于或先于双边安排。但前提

条件是，多边主义是朝着趋同的方向迈进的。这是新一轮部长会议要

讨论的，但是目前 WTO 的 160 个成员经济体还有一些比较偏执或一

些狂躁情绪。在农业补贴领域，只能在多边场合解决补贴问题。虽然

通过双边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是最后还是需要通过一个

多边体系标准的趋同才能实行。 

六、在快速全球一体化中，必须通过贸易附加值来审视贸易 

WTO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 OECD）以及其他组织进行

紧密合作，来确定第一批所谓的 WTO 体系下的高附加值、或者附加

值产品的相关数据和分类。去年 1 月份，网上已经公布了相关研究成

果。简单地，将全球看作一个单一经济体，然后计算出贸易在价值增

加方面的比例，并计算出各国和地区的贡献份额。这样计算出的全球

总的贸易增加值，解决了重复计算问题。从总量上看，2012 年全球总

的贸易量大约为 22 万亿美元，附加值为 16 万亿美元。用传统统计方

法衡量，制造业占全球贸易额的 55%，服务业占 25%；用新的贸易附

加值计算方法衡量，服务业比重大概为 50%，而制造业比重则为

40%~45%。 

在中国出口中，进口价值的比例大概占 40%~45%。这意味着，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最大的转换枢纽。比如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由美国

和欧洲发起，然后在亚洲生产，最后再运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计算中国的附加值，产生的就业，以及其他的经济意义。这也意

味着，如果从附加值的角度看，中美间的贸易赤字要比从总贸易量的

角度看低 30%，即平均地，美国向中国出口中的附加值比中国向美国

出口中的附加值高。例如，富士康的成都苹果手机组装厂的手机在美

国的出厂价格为 200 美元，在这个过程当中，美方获得的附加值比中

方的附加值高 4 倍。 

因此，不能用考察总量的传统方式来审视贸易，而是必须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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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快速的全球一体化中考察贸易附加值，否则会带来错误的政策决

定。例如，要在全球供应链中最有效地提高效率就需要考虑国界问题。

在跨境贸易中，10%的价值在流通中损失了。如果在这方面将成本降

低 5%，每年至少会带来 1 万亿美元的收入。这也是附加值数据的真

正意义所在，它可以减少计算和统计方面的差距。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陈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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