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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

主义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李 思

摘 要 目前，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国家为减少进口产品对国内企业产品的竞争并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国内就业压

力，纷纷给曾经倍受诟病的贸易保护措施。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探究了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

中国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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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各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饮

鸩止渴”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古老却从未陈旧的话题，在国际关系领

域，新现实主义认为，这是由于担心自由贸易影响国家间相对收

益进而改变国家间权力分配引起的；新制度主义认为，这是因缺

乏相应的国家制度而对信息管理不当造成的；而新自由主义认

为，这是由于通过国家表达出来的国内和跨国社会中利益团体的

偏好冲突引起的。

最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中国的

针对性。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在 12 月 12 日举行的

第七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说，截至今年 11月初，全球共有 19

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 101 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

总额超过 116 亿美元，这是 2002 年以来，我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

首次突破 100 起大关。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

对此问题，如果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分析其对国际经济法律

制度的影响，笔者认为应为以下几点：

就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实施而言，按照“霸权稳定论”，国际

经济法律制度一经建立，即使其中的一些规则对自己不利，霸权

国也应从自身的整体利益或长远利益出发而选择遵守这些法律

规则；如若霸权国不能在守法上以身作则，其信誉将会严重受损。

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表明，一国依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得

出的结果，选择违反某一具体的国际制度，即便可得到短期的利

益，但往往会从根本上损害该国的长远利益。而在 WTO 等国际

经济立法的博弈过程中，此乃一种“欺诈”的行为，势必破坏其他

国家对相互合作之共同利益的期待，从而增加维持现行国际经济

法律制度的难度，并阻碍日后新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此

外，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学说，在国家之间的互动过

程中，强者往往会成为弱者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在国际社会中，

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基于短视而不断破坏 WTO 等国

际经济法律制度，可能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

该领域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崩溃。

三、贸易保护主义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因为缺乏共同接受的贸易保护主义界定标准。如果

无法解决这个难题，那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将沦为“一个

口号，各自表述”。

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应对乏力，即尚不

具备一个有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多边平台和机制。目前，G20、

G8 等多边交流合作平台虽然为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很好的

平台，但是它们都没有约束机制。现行 WTO 规则对国际贸易做

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制约机制，但其本身的局

限性又不容忽视。这些都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有机可乘。

四、我国对当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

（一）重视 WTO 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

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

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担负着协调各国贸

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

重任。首先，WTO 现有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有助于遏制贸易投

资保护主义。其次，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不仅有助于遏制贸易投

资保护主义，还将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促进经济复苏。第三，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启动监督机制可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二）在必要的情况下，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利用 WTO决机制解决争端，不仅是WTO成员的一项权利，

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方式。面对欧美、印度等经济体

对我国设置的技术性壁垒及频繁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

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我国应该转守为攻，积极开展在世贸争端解

决机制下的磋商，应鼓励出口企业积极应诉，通过法律手段来维

护自身的权益，对于违反世贸规则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诉

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

（三）加快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建设，发展多元化的贸易

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合理出口区域结构

近年来，我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

了FTA，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签定自

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也在推进。通过 FTA，实现小范围内的自由贸

易；进一步降低出口区域的过度集中与依赖，积极拓展美国以外

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的出口市场，促使出口区域结

构更加多元化，稀释出口过度依赖某些集中市场所带来的不利效

应，从而构建我国出口稳定增长的基础。

最后却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再

次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这就说

明我们需要有秩序地调整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模式，积极扩大内

需，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危机中从根

本上有效抵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祸害，继而降低国际经济波动

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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