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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伟（David Wall）：自由贸易区威胁着自由贸易(2004.3.26)

作 者： 孔繁来、依绍华     发布时间： 2004-12-17 2:09:48 

    3月26日，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华大伟（David Wall）教授在财贸所的“财经论坛”上做了题为“North East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专题演讲，论述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及其对自由贸易的威胁。江小涓所长用英语主持，依绍华博士担任翻译，约40
位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到会，并用英语与华大伟教授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以下是华大伟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致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寻求建立双边贸易区或地区贸易区。目前，美国已与澳大利亚、约

旦等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同时与多个南部非洲国家和东盟成员国展开了双边贸易协议谈判。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和新加坡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致使多哈回合难以达成实质性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着

力寻求单边主义的发展，努力通过强大的政治力量施加经济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符合自身利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双边自由贸易区主要是国家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彼此给予对方优惠贸易条件，而对其他国家实行歧视性待遇。实际上，这是和世贸

组织的平等竞争精神相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成立于1947年，旨在消除传统的特惠贸易协定，该规定

导致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关贸总协定（GATT）的基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即缔约国给予第三方的任何优惠待遇必须

无条件的将同样待遇给予其他所有成员国，推动多边平等贸易。 

    关贸总协定自成立之后，为发展世界自由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单边主义重新抬

头，以特惠贸易协议为特点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大量增加，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迅速增加，先后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

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10+1（东盟加上中国或日本），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多个地区性贸易合作组织成立。虽

然双边贸易协定推动了地区自由贸易的发展，避开了多边谈判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由于双边贸易区受制于政治力量，而且避开了

敏感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更加不利，同时也无法解决实质问题。 

    由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过多，多个贸易协议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从而难以保证这些自由贸易协议能够顺利执

行。自由贸易区正在威胁着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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