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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真正进入国际市场大约就是 20 年的

时 间，中 国 的 500 强 企 业 里 真 正 算 的 上 跨 国 公 司

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还没有，中国对外开放的道路

还很长。

编者按：2011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 10 个年头。入世后，中国一直恪守承诺，履行义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肯定。回顾入世以来的历程，

中国经历了调整，付出了努力，正日渐成为成熟的贸易大国，惠及自身，也惠及世界。

然而，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专家建议，中国需要熟悉和掌握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和争端解决机制，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和审议机构的力量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推

动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平等参与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输出，提高和巩固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地位。

入世 10年 中国元素点亮世贸舞台

企业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金融格局对

中国工商界企业家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一，要有全球视野。在经济全球

化、跨国公司已经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今天，中国企业家应该具备全

球视野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时代赢得主流产

业、主流市场和主流地位。第二，要有创新思维。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

场条件和企业生存环境，中国企业家要争取战略主动，不断进行思维创新，

以适应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环境。第三，要有合作意识。在经济全球化和

专业分工精细化的大趋势下，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发展

的关键。中国企业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国际生产

经营体系中去，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第四，要有社会责任。

入世 10 年是中国更坚定地行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的 10 年。入世以来，

中国切实履行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兑现了加入世贸组织时做

出的郑重承诺，实施了大规模的关税减让措施，并在市场开放、法规整理、贸

易体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增长迅速，2010 年，中国对外直

接 投 资 排 名 跃 升 至 全 球 第 五 名，中 国 企 业 主 动 融 入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进 程，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多优秀的中国企业走出

了国门，融入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它们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

风 俗，承 担 着 大 量 的 海 外 社 会 责 任，为 各 国 的 经 济 和 就 业 发 展 做 出 了 自

己的贡献。

中国入世 10 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世

界各国难免出现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忧虑，甚至恐慌、仇视，这就是所谓的“中国

威胁论”。我们要对“中国威胁论”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仅决定着中国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

否建立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要解决“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不仅要使国际社会

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努力塑造自己良好的国家

形象、企业形象。从世界常识来看，不管一个国家发展多快，多么强大，只要它

的市场开放，那么它的崛起就不会构成威胁，相反会为世界提供市场，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破解“中国威胁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遵守规则

和开放市场的世贸精神来回应全球：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巨大的机遇。

相 信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以 及 中 国 对 世 贸 组 织

承 诺 的 遵 守 ，将 进 一 步 促 进 中 国 企 业 走 向 国 际

市 场 ，同 时 也 为 国 外 企 业 在 中 国 投 资 创 造 更 多

机 会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很 多 国 外 的 跨 国 企 业 将

进 入 到 中 国 市 场 ，虽 然 一 开 始 会 与 中 国 本 土 企

业 进 行 很 激 烈 的 竞 争 ，但 也 可 以 使 本 土 企 业 学

会 更 多 的 国 际 理 念 ，增 强 自 己 的 竞 争 力 ，提 高 自

己 的 管 理 水 平 ，为 进 一 步 走 向 国 际 市 场 打 下 坚

实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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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机会

10 年前的 12 月 11 日，中国政府经过艰

苦的谈判，终于签署协议成为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入世后的 10 年，中国恪守承诺，

实施了大规模的关税减让措施，并在市场

开放、法规整理、贸易体制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步。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

间，中国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制定金融政

策，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为世界经济早日

回到增长轨道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得到了

世界各国的肯定。

入世 10 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

系愈加紧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是美国、欧

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东盟、

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世

界各国提供了广阔而稳定的市场，为各国

投资者带来了机遇，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

供了强劲的动力。中国元素在世贸的舞台

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入世的 10 年是和世界分

享繁荣和实现共赢的 10 年，这既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整体

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纪念入世 10 周年，日前，中国贸促

会、中国国际商会共同举办了中国工商界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 10 周年会议。在会议上，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万季飞指

出，入世之前，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 20 多

年，但仍没有完全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和多边

贸易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认真

履行入世承诺，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积极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积极融入国

际社会。入世 1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融

入全球经济，实现了自身长足的发展。

“善用”公平贸易解决机制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强化和深化，在全

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不断上升。

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就业压力普

遍上升，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中国

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近年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呈现快

速增长之势。中国产品正遭受到越来越多

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对中国正在复苏中

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世界贸易组

织统计，2009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总量的

9.6%，但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占了

全球案件数量的 43%。2010 年，中国遭受

贸易救济调查 66 起，涉案金额 77 亿美元。

虽然案件数量和金额比 2009 年有所下降，

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非传统的贸易摩擦

强度大大增加。万季飞介绍，在国际市场

需求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趋

势。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应

对，在打国际贸易官司上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客观上使得企业更了解国际规则，运用

世贸规则和国际商业惯例来保护自身权益

的意识和能力都在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为改善国际贸

易环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秩

序做出了贡献。

中国国际商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就是确立和维护一整

套国际贸易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

善用国际规则，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分享

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中国需要投入更多的

努力，培养更多的人才，熟悉和掌握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并借助世界

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和审议机构的力量来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这是一项长期

工作，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还需要学界和

企业界共同努力。

未来，贸易摩擦不再局限于各种对中

国出口产品的限制措施，将越来越多地表

现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体制等宏观层面

的碰撞与冲突。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调查专员宋和平指出，为此，中国政府应当

高度重视贸易摩擦的应对工作，通过政治

交涉、法律抗辩以及业界合作开展工作等

方式，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与行业组织和企

业共同配合，规范出口经营秩序，通过标本

兼治尽可能地减少造成贸易摩擦的隐患和

负面影响。

“争取”国际话语权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全

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然而，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

并没有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贸易规

则，还是产品标准，其制定、修订的主动权

一直被发达国家主导。他们往往利用自身

的技术优势将本国标准变成了事实上的行

业标准、国际标准，在国际贸易中设置了有

利于其自身的门槛，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

产业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

如何打破固有的对中国企业不利的经

贸规则，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对中国政企来

说都非常重要。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郭为指出，从鸦片战争到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人花了 100 多年的时

间认识到，只有开放才能够使中华民族真

正富强，只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才

能够为中华民族争取利益。但是，争取话

语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参与国际惯例制

定，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是把自

身的实际情况告诉外界，得到理解，与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

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燕玲认为，争取国际贸易话语权必须有两

个条件，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力量。目前看

来，很多企业由于国际化程度的基础较差，

“走出去”的时间较晚，经验不足。中国企

业要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先要理解游戏

规则，然后再影响它。

此外，专家也提示，政府和商界要注意

加入各类官方和民间的经济组织，这是争

取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这样做既

可以在国际上积极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

也可以直接参与全球治理，从制定全球规

则的角度保障中国的利益。

“我”看入世这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