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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基本形势与我国对策

作者：李天德 文章来源：不详 更新时间：2006-4-26

  一、当前世界经济基本格局  

     

   总的来说，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形势是：世界经济开始在相对不确定中趋于稳定，在稳定中温和复苏,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预测，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3.7%，比2002年提高0.7个百分点。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其经济

也出现缓慢回升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3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约为2.6%；日本经济在去年已经连续3个季度实

现正增长，全财政年度有望告别长达10年的负增长，日本政府预测2003财政年度经济将增长0.6%；欧洲中央银行最近发表

的报告预计，欧元区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6%至1%，2003年各国经济平均增长率预计在1.1%至2.1%。虽然世界经济出现

缓慢复苏迹象，但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通道的条件还不具备。世界经济缺乏像前几年“新经济”那样的经济增长点，而且

美、欧。日3个主要经济体都有结构调整的需要。同时，还有若干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2003年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变化趋势  

     

   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WTO的建立。随着WTO规

则的完善和成员国(地区)的增多，将大大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一国将很难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开始加剧。特别是9.11袭击以来，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经济

形势普遍陷入衰退，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本来，WTO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维护成

员国之间的公平贸易，但现在正成为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的一种新的形式，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新贸

易保护主义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主要反映在：  

     

    1)贸易摩擦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从产品看，经济摩擦已从个别产品的倾销与反倾销摩擦阶段，开始逐步向多产

业贸易摩擦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从领域看，从货物贸易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

护，劳工标准等方向发展；从国别看，已从欧美贸易摩擦，向美日贸易摩擦到今天的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发展。  

     

    2)贸易摩擦的案件数量不断扩大，全球贸易摩擦近10年内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2年6月，全球

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79起，反补贴调查147起，保障措施案件(至2001年底)114起，1995年至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共

立案275起，其中涉及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有日美“汽车战”。欧美的“香蕉战”以及2002年3月份美国实施部分钢铁产品

保障措施引发的全球钢铁贸易战等，仅2002年1—6月，WTO的14个成员对43个成员做出了111起反倾销终裁，终裁的数量比

2001年同期的82起相比大幅度增加，增幅达26.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这些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者，90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

件中，就有一起针对中国的，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2年10月

底，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44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02起，保障措施调查

42起，涉及*000多种商品，影响了我国约16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仅2001年，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7起反倾销

和保障措施调查，比2000年增加55%；其中反倾销55起，保障措施12起，同比分别增长41%和200%，涉案金额合计近11.4亿



美元，创历年最高。入世一年来；贸易摩擦仍是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  

     

   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和金额居高不下。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钢

铁，汽车挡风玻璃，打火机以及部分农产品等所遭遇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案例也接踵而至，截止到2002年12月，共有18个

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0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合计涉案金颂近1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42起，保障措施18起(包括3起

特别保障措施)，2002年对我国立案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印度，美国对我国立案调查14起，其中反倾销12起，特别保障措

施2起，是立案最多的国家；印度垃居第二，对我国立案调查为13起，其中11起反倾销，2起保障措施(包括1起特别保障措

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影响越来越大。据测算，2001年我国因不符合国际环保标准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就已超过1

00亿美元，2002年欧盟禁止我国动物源性产品进口一案就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金颉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

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还将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境地，据统计，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此外，欧盟的禁令

还殃及十几万农户因上述出口企业无法全部履行合同而遭受经济损失，重点出口地区还将面临群众经济收入来源减少，社

会安定受到威胁的局面。  

     

    3、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纷纷出台。由于我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允许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承

诺，入世后，世贸组织成员纷纷加强了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据统计，已有韩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制定了对华保障措施法规。目前，针对中国入世议定书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贸

易摩擦的新问题，例如2002年8月起印度和美国就相继对我发起缝纫机针，座椅升降装置，轴承制动器等3起特别保障措施

案。  

     

   以上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新贸易

保护主义日趋抬头，对此我们要有所警惕。  

     

   三、我国的对策  

     

   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基本形势的变化和新贸易主义抬头的趋势，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正确判断世界经济形势，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我们的策略应该是“韬光养

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时间，抓紧发展自己，争取的和平时期越长，对我们就越有利。  

     

    2)正确评价我国的实力，努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水平。2002年头9个月，我国吸引的FDI达到了411亿美元，200

2年1—8月中国进出口总额累计38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中国同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之间的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势

头，2002年前3个月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29.06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同期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达到602亿美元，比200

1年同期增长14.6%，中国与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的贸易额为543.86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8.3%，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超

过了2500多亿美元，由此，国外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很强了，国际竞争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了。对此，我们自己

要有清醒认识。实际上，我们的外贸增长主要依赖于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美国2002年上半年的FDI虽然只有172亿美元，

但以投资证券业和其他方式进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就高达3347亿美元，而我国吸引的FDI，几乎是我们利用外资的全部。因

此，必须加倍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  

     

    3)深入开展WTO规则的学习，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一是应当广泛地在出口企业中开展WTO中有关反倾销规

则的学习与宣传。使我们的企业熟知WTO规则中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含义；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

中尽量按国际惯例行事，以避免在国际贸易中被指控“倾销”，二是要广泛教育被指控的国内企业积极应诉，三是也要学

会用WT0中条款保护自己，入世后，我国新颁布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在运用WT0规则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特别是在运

用反倾镐、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等方面，为维护我国的产业经济安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1997年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出台以来，截止2002年，我国反倾销共立案22起(其中复审案件1起)，保障措施1起，涉及

钢铁。化工、轻工等行业，挽回经济损失约200亿元人民币。  



     

    4)继续吸引国外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兴办企业，通过这些外资企业的，实力和出口经验达到扩大出口，占领国外市场

的目的。近年来，全世界销售一半的摄像机，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和20%的冰箱都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

志。  

     

    5)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国外直接投资办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开倾销之嫌，而且还可

以利用当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节约成本，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6)要广泛重视在企业中开展知识产权意识教育。不仅要注意自己不要侵权，更要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7)抓住当前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大力发展自己，当前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特别是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产

业的转变，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演变以及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的扩大，将加快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与技术转

移，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无疑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好机遇。  

     

    8)提高调控水平，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平息，但诱发国际金融风波的因素并未根除，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巨额国际游资，目前平均每天有超过1.2万亿美元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上流动，其数额超出了绝

大多数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加上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扦机制能形成的巨大冲击力，对各国金融体制构成潜在威胁，尽管

抑制投机资金的流动和加强对国际金融业务的监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

地位，不愿对旧体系做根本性改革，货币和资本市场动荡不定的局面仍将继续存在，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兼顾资

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国内货币政策的高度独立性等目标。如果不能提高宏观调控和风险监管能力，经济安全

将受到挑战。因此，我们要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有效地筑起一道防火墙，以维护我们的国家经济安全。  

     

   参考文献：  

     

    1.余永定《2002—200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网(2003年1月9日)  

     

    2.周倩《反颅销.我们面临的严峻课题》载：经济日报(2003年2月10日)  

     

    3.倪月菊《国际贸易形势分析》中国网(2003年1月9日)  

     

    来源：《世界经济导刊》（2003年第7期） 

声明:1.本网站为纯公益性学术网站，无任何商业目的。因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来邮或来电告知,本站将立即改正。  
2.刊载此文并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观点，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以作参考。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分析 

● 下一篇文章： 从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看竞争优势论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