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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推动 FTA 成为世界贸易规则谈判的重点，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都在加速酝酿制定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新一代贸易规则具有为传统立新规、向未来

立规矩以及由发达国家主导等特点。本文建议，我国应加强与其他金砖国家及具有共同利益国家的联合，

加速推进与发达经济体的经贸谈判以及设立新的自贸试点，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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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

区域一体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但由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加强区域

经济一体化成为主要国家的现实选择，推动大型自

由贸易协定（FTA）则成为各国的主要行动。所谓

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关税区为实现相互

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作的区域性贸易安排。

1 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建设的形势与进

　   展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科技创新态势

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不断涌现，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加速酝酿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以

谋求应对新兴国家崛起和发展中国家的新位势。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导致全球化进程

受阻

2001 年启动的 WTO 多哈回合谈判，迄今为止

一直缺乏实质性进展。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力主

的议题被发展中国家否决；另一方面，谈判的核心

议题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

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贸易和发展等，

过于复杂，且采取双边谈判和一致通过的方式，导

致谈判陷入僵局。在不放弃更广泛协定的情况下，

WTO 鼓励成员国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国际贸易规则

的建设。FTA 在考虑协议方经济结构互补性方面具

有相当大的优势，且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发达经

济体的市场准入，相比 WTO 多边框架下的谈判，

FTA 更容易达成协议。因此，FTA 成为推动国际

贸易规则建设的最重要方式。2013 年 12 月，WTO

第 9 届部长级会议发表了《巴厘岛宣言》，达成了

“巴厘一揽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多哈回

合谈判僵局；但发达经济体日益倾向于利用双边、

多边和区域 FTA 协定谈判来推动国际贸易改革。

（2）金融危机迫使发达经济体寻求国际贸易

新路径

金融危机迫使美欧国家开始调整发展方式，更

加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2009 年 11 月，奥巴马

提出今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增长模式，即出口

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向实体经济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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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2011 年 8 月，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

在 2012 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强调要重振美国

制造业。美国“再工业化”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

的关键，其实质是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即更

加聚焦于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并大力

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等。同样，欧盟把强大的工业基础视为欧洲实现经

济复苏、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推出欧盟再工业化

战略，确定了到 2020 年工业占 GDP 比重达到 20%

的目标。按照欧盟的观点，2015 年全球各国的经

济增长约 90% 来自海外。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国

际贸易将成为欧美回归实体经济、实现再工业化和

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同时，日韩与欧美国家相同，

有意推动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的调整，以扩大国际

市场和占领先机。

（3）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迫使发达国家调整

策略

美国将以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经济体（REP）视为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根据

WTO 秘书处的统计，2012 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出

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中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份额

的 13.9%，中国进口额占全球进口份额的 12.2%。

2013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4.16 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治

理中，新兴经济体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规则的参与

者转变，引起全球贸易主导力量的变化，对现在的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提出了挑战。而且传统国际贸易

规则也由于形势变化面临调整的压力。因此，欧美

等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坐等新兴经济体对传统国家贸

易规则发起挑战，而是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

即以规则制定应对市场挑战 [1]。

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进程。截

至 2013 年底，全球已生效的 FTA 共 253 项，已签

署的 FTA 共 25 项，正在谈判中的 FTA 有 77 项，

处于研究阶段、正在进行政府间预备谈判的 FTA 共

27 项。其中，2013 年新生效的 FTA 有 12 项，新签

署或已结束谈判的 13 项，新开启谈判的 4 项 [2]。

2 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特点

所有在谈的 FTA 中，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

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三项协定的

目标是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

试图推动和主导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主要特

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针对传统立新规

以往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在商品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开展谈判。而三项

协定谈判不仅涵盖了传统贸易协定的范围，在此基

础上，发达国家还通过设立高标准的新规则来强化

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3]。从公开内容看，

TPP 和 TTIP 旨在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贸

易壁垒，消除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性措施，制

定高于现行 WTO 标准的知识产权、劳工、原产地

原则、环保、服务业开放、投资以及政府采购等领

域的规则，消除或消减“边境后贸易壁垒”等。同

时，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电信等领域也成为专门

条款。TiSA 将进一步强化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一般性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增加附加规则，

将国民待遇由 GATS 中的选择性承诺变为横向普适

性承诺，并包含锁定开放现状和“棘轮条款”（Ratchet 

Provision / Ratchet Anti-dilution Protection）①，自动

将新出现的服务部门锁定在自由化范围内。

（2）面向未来树规矩

发达国家通过在以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足的领

域创建贸易规则，争取下一代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

权和话语权。在 TPP 和 TTIP 中，新规则包括：监

管一致性、竞争中立原则、经济立法、市场透明、

国有企业以及反贪等跨议题。例如，监管一致性原

则要求各国建立新的境内管制规则，并监管规则制

定过程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竞争中立原则要求对国

有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TiSA 试图建立一些

新兴领域的管制规则，包括：国际海运、电信服务、

电子商务、计算机报务、跨境数据转移等；例如，

进一步对全球金融服务业市场“去监管化”，旨在

① “棘轮条款”是指，如果以前的投资者收到的免费股票足以把他的每股平均成本摊低到新投资者支付的价格，他的反稀释权利就

　　　　  被叫做“棘轮”。棘轮是一种强有力的反稀释工具，无论以后的投资者购买多少股份，以前的投资者都会获得额外的免费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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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发达国家的跨国金融公司规避金融监管屏障，

向其他国家扩张。

（3）发达国家成主导

2012 年，TPP 成员的 GDP 和贸易额占全球总

额的 40% 和 36%，TTIP 美欧两大经济体的 GDP 和

贸易额占全球的 50% 和 30%，TiSA 成员国服务贸

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额的 70%。三项协定的谈判

虽然各有重点，但均力图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模

式，更加关注长期规则制定，寻求达成无例外的

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从目前的情况看，TTIP 和

TPP 的谈判条款和核心内容近似，结合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NAFTA），美国作为三项协定的主导者，

试图以三者的统一和 NAFTA 来取代或重构现有的

国际贸易规则 [4]。

3 中国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个问题

在三项协定谈判中，中国已正式提出参与 TiSA

的谈判，但尚未参与 TPP 的谈判。当前，中国参与

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的建设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

（1）中国是国际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

难以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

显著的提高。可以说，当今的国际问题如果缺少了中

国，很可能难以解决，或至少是难以圆满地解决。中

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从“中国需要世界”转变为

“不仅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自加

入 WTO 以来，逐步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出口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体，并

成为欧美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因此，在新一代贸易规

则的建设中，缺少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实是，我

国尚未真正参与到新一代国际规则的建设中。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增加值贸

易的算法，中美贸易顺差将减少 25% 以上，其原

因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中一个很高比例的

增加值原本是美国生产的。以苹果手机为例，2010

年一部苹果手机出厂价为 187.51 美元（其出厂价

值构成见图 1），其中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德

国和美国占据近 97% 的价值，中国大陆的组装成

本略超 3%，但中国大陆承担了 187.51 美元的出口

顺差。2010 年，中国大陆出口美国苹果手机超过 1 

000 万部，承担了近 20 亿美元的出口顺差，实际

获得的价值略超 6 000 万美元。同年，中国大陆出

口 15 779 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为 7 403 亿美元，

外资企业出口占当年出口的 55%。中国号称“世

界工厂”，但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国际贸易大而不强，

缺乏高附加值环节，难以在下一代贸易规则制定中

占据主导地位 [5]。

（2）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的建设是应对新兴

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策略

在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起的 TiSA 谈判中，其

23 个成员被称为“服务贸易真好友”（Really Good 

Friends of Services，RGF），既包括美国、欧盟、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巴基斯坦、智利等发展

中国家，还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以中国、

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为主要代表的金砖国家均未

参加三项协定谈判。目前，仅中国于 2013 年 9 月

提出加入 TiSA 谈判。但美国针对中国加入谈判提

出了五大评估关口。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评估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严重缺乏国际

竞争力，如 2012 年全球服务贸易 4.3 万亿美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服务贸易占中国对

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 10.86%，占全球服务贸易

的比例只有 4% 左右。美国国会强调，美国、欧盟

和日本等要通过 TTIP、TPP 和 TiSA 建设下一代国

际贸易规则应对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挑战，

其意图已显而易见 [6]。

（3）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直接面对下一代

国际贸易规则的挑战

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

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但与三项协定谈判对

图 1  2010 年苹果手机出厂价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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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国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以 TiSA 拟确立的

主要原则为例：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即除各国

明确保留的例外措施以外，所有服务部门均需对外

资一视同仁；原则上取消必须设立合资企业的各

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在

参与 TiSA 谈判的基本条件中，金融、证券、法律

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

但我国仍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保留许

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比如，外资并购中资银行

持股比例单家不得超过 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

25%；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33%，寿险

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0% 等等。总体上看，

下一代贸易规则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

整合，在投资方面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

务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推动更加全面、高标准的

服务贸易自由化。

4 结语

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深远

的。在经济方面，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可能导

致对外贸易和投资空间受限，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将

急剧下降①。在国家安全方面，三项协定的谈判将

改变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

局，挤压中国的正当利益和战略空间。建议我国加

强短期应对和长期部署。

（1）深化与其他金砖国家及具有共同利益国

家的横向联合。下一代贸易规则将对金砖国家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产生相近的影响。这是我国与其他国

家共同应对的基础。正如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6 次会

晤发布的《福塔莱萨宣言》所说，强调尊重支持开

放、包容、非歧视、透明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

系，继续致力于成功结束 WTO 多哈回合谈判。建

议我国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平台，将推

动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纳入到该平台中，作为“金

砖国家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及“金砖国家经

济合作战略”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并使之成为新兴

国家磋商的重要议题。

（2）启动和加快推进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

经贸协定谈判进程，并密切跟进三项协定谈判进程。

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是我国了解

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国下一步

参与 TiSA 和 TPP 谈判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

加速中韩 FTA 谈判以及东盟 10+1、东盟 10+3 等

区域贸易谈判的基础上，密切跟踪 TPP 和 TiSA 相

关谈判议题、进程和细则，尽快启动与 TPP 其他

成员国、欧盟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3）以开放促改革，启动新的自贸区试点。

建议按照我国改革的部署和积极应对下一代国际规

则的挑战，进一步发挥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作用，并

针对其他相关领域，包括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国

企改革、环境与劳工保护、投资与贸易规制以及中

小企业等一系列内容，进一步选择合适的城市和区

域开展试点，为调整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作好准备，

并为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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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EWC）认为，不仅中国的农业、服务业等弱势行业出口规模可能出现下降，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传统优

　　　  势行业也难以幸免。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测算，新规则将使中国出口整体负增长。投资方面，劳工、国企、知识产权等新规则将

　　　  给中国引入外资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限制，不利于中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国际贸易新

　　　   规可能导致中国 GDP 年均增速下降 0.3 个百分点。

 ◇ 张换兆　何霄嘉：中国应积极参与下一代贸易规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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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xt Generation Trade Rules

ZHANG Huan-zhao1, HE Xiao-jia2

（1.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2.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hina’s Agenda 21,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Since 2000, FTA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emphasis of global trade rules negotiations, 
especially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speeding off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for the future. There are three features in this process: 

setting up new rules for the traditions, building up rules for the future and being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BRICs and other related countries with common interests,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stablish more FTA pilots to push the 
intern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trade rul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TA region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Ireland

GAO Chang-li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62）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Irish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e. 
improv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 lay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pla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dentifying the priorities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centrat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to increase support for R&D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key 
industries; enhanc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creasing 
support for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o create more highly skilled jobs.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fining of above experi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implications: innovation culture i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is the inherent powe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ening-up is a quick wa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overnment funding i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ve talent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Ireland;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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