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加入 WTO 对财务的影响 
 

郭复初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0074） 

 
【摘  要】  本文在简要分析 WTO 的性质与基本要求的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加入 WTO 后对现

行财务管理实践有七个方面的主要影响：（1）必须遵守世界贸易中相关的财务条款；（2）要加强跨

国公司的财务管理；（3）要采取保护知识产权的财务措施；（4）要加强外汇风险管理；（5）要重视

财务索赔；（6）要维护财务信用；（7）要搞好国际税收筹划。作者认为，在中国加入 WTO 后，财

务问题研究需要在财务观念、财务战略和财务研究范式等三个方面进行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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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金融、税收、法律的影响，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章进行

探讨，而对财务的影响却很少看见文章。究其原因，一是实业界涉外财务的业务未迅速发展，要求

不够迫切；二是学术界对财务理论研究的重心还放在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财务问题，与 WTO 相关

的财务问题的研究还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膨胀

与速度的加快，对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方法与理论将产生很大的冲击，这就要求财务实业界

和学术界给予高度重视。本文试对中国加入 WTO 对财务管理工作与财务问题研究的影响作一初步

探讨。 
 

一、WTO 的性质与基本要求 

WTO（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 1995 年，它是取代 1947 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而建

立的一个国际性贸易管理机构。它具有法人资格，其主要职能是组织成员进行多边贸易协议与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谈判，并促进上述协议的执行、管理和运作；为成员提供谈判的讲坛和谈判成

果执行的机构；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定和程序的谅解；管理贸易政策的评审机制；为达到全球经济政

策的一致性，以适当方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进行合作等。①

WTO 对成员国（或地区）的基本要求是各成员之间实行最惠国条款与国民待遇、实行关税减让、

取缔不合规定的非关税壁垒、促进公平贸易、鼓励各成员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等。它要求各成员

必须严格遵守通过反复谈判所达成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和争端解决

规则，其目标是力图建立长期稳定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快经济全球化步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中国加入 WTO，一方面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与其他成员平等的地位，享有最惠国待遇，有利于

我国工商、服务与金融企业等各类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必须按

WTO 的规定全方位开放国内市场，给予其他成员国民待遇，让外国各类企业平等地进入中国市场参

与竞争，我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国民经济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化，导致理财环境发生重大变

                                                        
① 夏华胜编著．1999．世纪谈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台前幕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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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必将对中国财务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二、加入 WTO 对财务管理实践的主要影响 

（一）必须遵守世界贸易中相关的财务条款 
企业经营者与主管人员，应尽快了解和熟悉国际贸易中涉及财务方面的条款，作到既充分享受

优惠待遇与平等权力，也要承担相应的财务责任。例如，WTO 关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将补贴

分为被禁止的补贴、可控告的补贴和不可控告的补贴三类，前两类要立即取消，第三类补贴可在协

议生效后保留 5 年。经理与财务主管人员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补贴，应区分三种情况加以处理，对前

两类应取缔的补贴则应该按规定不再享受，而对于不可控告的补贴，则就明确告诉购方，并按规定

公开信息，避免遭受国外竞争者控告而增加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又如，WTO 关于税收国民待遇的规

定方面，一国的税收可按不同的征税对象设置不同税种，但同一税种的税负却不能因人而异，对国

内外企业应一视同仁。了解这一关系着企业出口或进口产品的价格与盈利水平的规定，企业产品或

服务出口时，应了解进口国家或地区的税种与税负水平，考察对方是否遵守 WTO 的规定，如发现

有税收歧视行为应提出异议，甚至改变出口对象。 
（二）要加强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 

WTO使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加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已变

得十分迫切。跨国公司是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控制东道国当

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并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的国际性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世界 500
强大公司中已有近 400 家进入中国，②美国的星巴克、普尔斯马特、必胜客、麦当劳等已在中国各主

要城市大量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相比之下，我国的跨国公司为数甚少，在国外投资设分公司与子

公司还刚刚起步，多数还处在与外国企业进行项目合作阶段，要能在与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求得

生存与发展，我们必须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尽快组建中国的大型跨国公

司。在中国跨国公司的组建与运作中，必须在外国开展融资、投资活动，进行国际结算与外汇汇兑

业务，建立与完善国内母公司与国外分公司、子公司的内部财务管理体制，办理向外国政府的纳税

业务，在遵守WTO规定的条件下，制订公司内部转移价格，处理好关联交易等，这些都属于国际财

务管理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要加强母公司对分公司与子公司的财务监督与控制，防止分公司与子

公司的经营者侵犯母公司的权益。在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中，财务主管人员不仅要熟悉国内的财务

法规，还要通晓东道国的财务法规与税法、金融法、产业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才能在纷繁复杂的

国际环境中搞好资本跨国经营，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取得更多的收益。 

（三）要采取保护知识产权的财务措施 
保护各国知识产权是 WTO 的基本要求之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

先进技术，过去强调的是如何保护外国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保护、商标权保护和著作权保护等，

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应看到，在加入 WTO 后，随着外国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合资、联营、兼并、

收购的经济活动迅速增加，我国企业以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向外国企业投资也将不断增多。在这

些产权变动中，必须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进行确认、估价、交易、结算、入账、监管、

摊销等财务与会计处置。在财务处置中，要照 WTO 有关规定进行。对合资入股的外国知识产权，

要对其技术先进性和时效性进行鉴定，按未来收益折现作价。其购入方式是采取一次购买、收入提

成还是投资折股，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对方的要求反复协商确定，对外方不可作无原则的让步。对输

出的知识产权，也应正确估价，选择好投资方式，力争取得最大的回报，不能为取悦于对方而作不

                                                        
②钟集促、周倩．打造中国企业航母．经济日报，2001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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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让步，损害自己的权益。 

（四）要加强外汇风险管理 
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WTO 成员之间的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的交易会发展到很高的程度，

单纯依托国内市场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人民币与外汇不仅在经常性项目下

要自由兑换，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也将逐步放开。尽管我国未承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

换的时间，但从长远看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外国投资者将由过去对中国的实

业投资逐渐走向实业投资与证券投资并举的局面，我国资本市场也需外资的进入以补充新鲜血液；

二是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期货市场与期权交易的发展，外汇市场也必将开放，走向外汇与人

民币间的自由兑换；三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必将成为世界几大国际性货

币之一，客观上要求人民币与外汇自由兑换，包括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同时，人民币的汇率

也将逐步走向市场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必将大大增加企业的外汇收支、外汇资产与负债的风险，

要求在财务上加强外汇风险管理。企业财务主管人员应熟练掌握国际上通行的外汇风险防范手段，

如外汇汇率变动趋势预测、结算币种选择、外汇期货买卖、外汇保值条款的运用等，尽可能预防和

防范外汇风险，并力求在外汇兑换中换取更大的收益。 

（五）要重视财务索赔 
WTO的各项协议要求各成员之间实行公平竞争和非歧视贸易，但成员国（或地区）之间常常为

了保护国内（或地区内）的某些弱势产业，甚至有时为了政治目的而取悦某些势力集团，采取违犯

WTO有关协议的办法，对进口外国某些货物征收高额关税，阻止外国商品进入国内，给外商造成巨

大损失。例如，最近美国总统布什为了保护国内日益衰落的钢铁企业和争取钢铁工人的选票，不惜

启动限制钢铁进口的“201 条款”，对钢材、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 3 年的关税配额限制

或加征高达 8%-30%不等的关税，此举给美国最大的钢铁供应商欧盟造成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将因此深受其害。③这一典型案例告诉我们，WTO协议的制定与执行

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 
作为企业经理与财务主管人员，一方面要测评自己的商品出口到有关国家的未来前景，对有可

能采取限制的进口国应早日察觉，尽可能少出口，避免争端突然出现而措手不及；另一方面要提高

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反击”意识，对违反 WTO 协议精神，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国家或地区，

要配合政府向对方进行财务索赔，必要时应向 WTO 内的争端解决机构提起诉讼，力求减少财务损

失。 

（六）要维护财务信用 
WTO 协议的执行是建立在各成员之间的商业信用和财务信用的基础之上的，不遵守信用的成员

将受到惩罚。我国企业经理与财务主管人员对遵守信用问题应高度重视，在自己的货物、服务与知

识产权输出时，一定要事先通过网络或可靠渠道了解对方企业的信用纪录和企业经理的个人信用记

录，情况不明时不能随便与对方签定合同与发出货物，防止被外国的骗子与信用不良的人欺诈。当

企业从国外进口货物、服务与知识产权时，应该诚实守信。在收到进口物品并验收合格时，应按期

支付对方货款，绝不能“赖帐”，破坏了自己的信用，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中被淘汰出局。 
为了帮助企业维护商业信用与财务信用，政府有关部门应花大力气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信用体

系和个人信用体系，通过网络向国内外公开；另一方面，也要作好信息搜寻工作，对外国企业（特

别是跨国公司）的信用状况与个人信用状况通过网络向国内企业公开，作到知已知彼。对企业要求

查询的某些国内外小企业的基本情况与信用状况，应该开展查询服务，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在维

护信用中的作用。 

                                                        
③黄全权．钢铁纠纷：中国入世第一战．中国财经报，2002 年 3 月 2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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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搞好国际税收筹划 
WTO规定了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它要求一国税收可以区分征税对象（即征税客体）的不同而

设有不同的税种，不能因纳税人（即负税主体）的不同而税负各异，即不同国籍、不同资金来源的

纳税人，负有同等的纳税义务”。④这就是说，不同国家所设的税种是不同的，只是同一税种不能对

不同纳税人采用不同税率。这一规定主要针对间接税（按销售额或增值额征收），对所得税和财产税

等直接税的国民待遇问题，则属于WTO规则未加规范的领域。同时，WTO的规则在坚持国民待遇和

不搞税收歧视的大原则下，并不限制各成员国（或地区）根据宏观调控和促进某些产业发展的需要，

对纳税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在税收整体水平大体接近的条件下，各WTO成员国（或地区）的税

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均有所不同，这就为财务上开展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际税

收筹划是在遵守东道国税法和有关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和纳税计划安排，使企业总体

税负水平最小化的一项财务管理工作。国际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合理的财务行为。合法是遵守东道

国的税法与有关法律，不准偷税漏税；合理是享受东道国宏观经济政策所给予税收优惠，符合对方

要求，不是故意钻税法的空子。搞好国际税收筹划，要求企业财务主管人员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税法

和相关法律精神，了解东道国所鼓励的投资产业与进口货物、服务与知识产权，将东道国的税收导

向和企业的生产与销售产品的结构尽可能地协调好，多出口东道国征税的税种少、税率低的产品与

服务，少出口东道国征税的税种多、税率高的产品与服务，尤其要重视对方有减免税优惠的产品与

服务的出口。当出口产品与服务品种比较多时，要在各品种出口量上进行优化结构，用加权平均法

求出综合税负水平最低的出口结构，据以制定出口计划，调整企业生产经营计划。 
 

三、加入 WTO 后，财务问题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加入 WTO 对财务管理实践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必然给财务研究提出许多崭新的课题，要

求学术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去指导新的财务实践。 
（一）财务观念的新转变问题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人们的财务观念（主要是指导思想）发生了第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产品经济决定了财务是生产的附属物，资金需求、成本开支、收入取得 、
利润分配都由企业生产经营计划决定，是一种适应型、服务型财务，在财务观念上认为财务是被动

适应生产需要的财务，财务工作的优劣要以生产经营计划完成的好坏来衡量。企业财务计划纳入部

门财务计划，部门财务计划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企业财务是一种无风险财务，如果有什么风险都由

国家财务承担（如亏损补贴、坏帐冲销等）。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根本转变，市场经济是利润导向的经济，财务的盈利目标一跃而为企业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目

标，财务则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适应型、服务型摇身一变为主导型、控制型财务，财务对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的方向、规模、结构产生主动的导向作用，生产经营活动的优劣要以财务目标完成的好坏

来决定。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经济，财务也由计划经济下的保守财务向风险财务转变。 
从 2001 年年底我国加入 WTO 后，人们的财务观念迎来第二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二次根本转变

的动因是 WTO 带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紧密连结成一个国际大市场。企

业财务收益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企业财务风险也是由国内财务风险与国外财务风险构成。

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市场竞争也由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转向跨国公司与大企业集团之间的竞

争。相对于国内财务风险而言，国外财务风险不可控的程度更高（外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政策变化

不如国内那么易于预测），风险更大，在财务观念上则不仅是主导型、控制型理财（着重于国内生产

                                                        
④ 贺春临、吴姚东．2002．WTO规则对我国税收体制的影响．财经科学，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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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更要重视竞争型、风险型理财（着重于国际财务活动），要重视与外国（或地区）发生

经济往来的企业签定好财务合约，并认真监督执行。在财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财务安全成为一个

突出问题，企业在外国（或地区）进行按融资、收入取得及其分配，都要参考财务安全的需要，事

先采取财务风险防范措施，避免和减少财务损失。总之，由于财务观念的根本性变化，要求财务理

论工作者的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从比较既定的国内理财环境下的理财问题研究向经常变动的国

际理财环境下的理财问题的研究转变。这就不仅要研究国内财务与会计法规，更要研究国际会计准

则与财务法规和惯例，要求具备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财务、国际法规等多方面知识，使理论

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得以优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笔者建议我国设有财务管

理专业与会计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应由原来开设一门国际财务或国际会计课程上升到专业内开设财

务国际化专业方向或会计国际化专业方向。随着形势的发展，是否单独设置国际财务专业与国际会

计专业的问题也可以探讨。 
（二）财务战略的新转变问题 
加入WTO之前，我们对财务战略的研究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方针出发来

研究企业资本投入产出（收益）的方针与基本原则，⑤这对于财务活动仅限于我国国内的企业而言，

无疑是适当的。在加入WTO后，随着企业走出国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财务活动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企业的财务战略制定所考虑的因素除本国的国家宏观经济

发展形势与战略外，还要考虑国际的宏观经济与政治发展趋势（如国际形势的主流是和平发展还是

走向战争）和东道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长期发展还是较长时间的衰退），结合本企业

实际情况，制定关于企业长期与全局的财务发展方针与基本原则。企业财务战略的执行与调整也是

要立足于国内与国际的宏观理财环境来进行。例如，我们分析了欧元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长远趋好

的形势，预测欧元在几年后可能由软货币变为硬货币，企业在结算货币的选择和外汇资产的结构上

就要改变过去单一的采用美元的格局，规划在几年后作到美元与欧元并重，这就是企业外汇管理的

战略调整。总之，加入WTO后，企业的财务战略由国内财务战略转向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国际财务

战略，对财务战略的制定、实施、调整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三）财务问题研究范式的新转变问题 
财务问题研究范式是我们在从事财务现象分析、概念归纳、逻辑推理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和分

析技巧的总和。从大的方面看，财务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可分为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两类。规范分

析主要是从事物的性质分析入手，提出概念，分析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逻辑推理，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得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用以指导人们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由于规范分析

遵循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规律，只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去认识事物，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方法也是科学的。现在有的人认为规范分析不科学，只有

实证分析才科学的说法是片面的。实证分析主要是从事物的数量变化分析入手，提出假设，建立数

量分析模型，进行真实性论证（证实）或不真实的检验（证伪），从而作出事物变化之间的相关或不

相关的结论，从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也是一种科学的分析范式。 
我国传统财务问题研究的主导范式是规范性分析，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企业

为国有企业，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只是行政主管部门的“生产车间”，企业的

人、财、物各生产要素和供、产、销各环节的决策权均在企业主管部门、计划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

企业财务活动主要表现为国家批准的财务计划的执行与监督，以及执行国家的财务规章制度，企业

不需要进行财务预测与决策，也就不需要以数量分析为主的实证分析。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性质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财务预测与决策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

                                                        
⑤ 郭复初领著．1998．财务专论．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第 85-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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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预测与决策又有新的发展，这些都对财务实证分析提出了

更为迫切的要求，这就是近几年实证分析逐渐兴起的原因。随着我国加入 WTO，企业财务预测与决

策所依据的因素增加了国际性因素的内容，且不确定性程度更高，国内资本市场与国外资本市场日

益融合为大的国际资本市场，这些都要求实证分析有一个质的飞跃。在新的形势下，财务问题研究

范式将由过去的规范分析为主转向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范式并重的局面。对于财务制度选择与

战略问题研究，可以规范分析为主，辅以实证分析；对于财务具体政策选择与策略问题研究，可以

实证分析为主，辅以规范分析。如果两种分析的结论不一致时，应反复研究，慎重决策，切不可粗

心大意。例如我国某一跨国公司是否应在东南亚国家从事投资问题的研究，我们运用规范分析研究

东南亚国家在 1997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逐渐走出低谷的趋势，得出可以投资的结论；我们再运用实证

分析，研究东南亚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经济复苏情况不同，得出某些国家、某些产业暂不能投资

的结论，这就可以筛选出现在可以投资的国家与产业，从而作出正确的结论。总之，质与量是同一

事物的两个方面，某些情况下可能侧重于质的研究，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侧重于量的研究，但总的要

注意质与量的统一。笔者认为，加入 WTO 后，财务问题研究范式应为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结合，在

某种条件下可能有所侧重，但不能用一种范式去取代另一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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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Fuchu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brief analysis about the nature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WTO, the 
paper presents that china’s entry into WTO has impact on curr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practice in seven 
ways: ① necessity of abiding by the relevant financial articles in world trade; ② 

reinforcement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③  taking 

financial measures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④ enhancing management of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⑤ laying emphasis on financial claim; ⑥ protecting financial credit; 

⑦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issues calls for new transformations in financial concepts, financial strategies 

and its research models, etc.  
Key words china entering  into WTO  influence  pract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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