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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参与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的实践

中国坚定推进全球开放合作，以积极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联合

国、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

织（APEC）、金砖国家等机制，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支持和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一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20年来，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

贸组织规则，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

制，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工作，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是多边贸易

体制的参与者、维护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一）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

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履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领

域开放承诺，开放九大类服务部门的100个分部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

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显著提高，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出

积极贡献。中国履行承诺得到各方肯定，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曾给

出“A+”的高分；中国还按规定接受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大多数成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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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履约、合规、开放的良好形象树立了榜样。

（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作用

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参与多哈回合各项议题谈判，为

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和《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作出重要贡献，并切实

履行相关协议承诺。深度参与贸易政策审议，认真接受成员的贸易政策监督，

敦促其他成员遵守多边贸易协定。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对

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设立专门项目帮助这些

国家加入世贸组织。

（三）支持世贸组织必要改革

中国支持并推动解决世贸组织面临的生存危机，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

让世贸组织在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阐明总体立场。2018年11月，中国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

件》，提出了“三项原则、五点主张”，强调要维护世贸组织在推动全球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中的主渠道作用，维护非歧视、开放等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

价值，为国际贸易创造稳定和可预见的竞争环境。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

纠正世贸组织规则中的“发展赤字”，解决发展中成员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

困难，帮助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出具体建议。2019年5月，中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

的建议文件》，就四个重点行动领域和12个具体议题提出改革思路。中国认为，

世贸组织改革的行动领域主要包括：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

性问题，如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等；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的相关性，如推进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议题谈判和讨论等；三是提高世

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如加强成员通报义务履行等；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

容性，如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等。

加强与其他成员沟通合作。2018年7月，中欧同意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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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工作组。双方先后3次举行联合工作组会议，就改革议题交换意见。2019年

11月，中国在上海主办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欧盟、俄罗斯、印度等33个成员

部长或部长代表，就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设计、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

交换意见，推动包括与会成员在内的92个成员发表《投资便利化部长联合声明》。

积极参与有关谈判工作。中方与部分发展中成员共同成立“投资便利化之

友”，在世贸组织启动投资便利化、结构化讨论和谈判。积极落实世贸组织第

11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决定，就渔业补贴议题谈判提出多份中国提案。与美国、

欧盟等80多个成员共同参加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与欧盟等60多个

成员联署推动服务国内规制议题谈判的联合声明，与欧盟等100多个成员推进投

资便利化议题谈判，与欧盟等40多个成员建立了“多方上诉临时仲裁安排”。

二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开启了中国自贸区建

设进程。2007年，中国首次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经过十几年努力，中

国自贸区建设快速发展，自贸伙伴不断增加，协定内容日益充实，初步构筑起

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推动全球开放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自贸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自贸“朋友圈”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相继与冰

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柬埔寨等达成

自贸协定。其中，中冰、中瑞自贸协定实现了与欧洲国家商建自贸区的重大突

破；中韩、中澳自贸协定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的重要自贸协定；中格、中

毛自贸协定分别是与亚欧、非洲地区国家达成的首个自贸协定。2020年 11月，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中国参与的世界上

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截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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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亚洲、非

洲、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

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货物贸易领域，通过商签自贸协定，中国与自贸

伙伴的货物关税水平大幅降低，零关税产品税目占比以及零关税产品进口额占

比基本达到 90%以上，实现了货物贸易领域开放的新高度。在服务贸易领域，

中国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基础上，自贸协定项下服务业多开放了近20个部

门，原有承诺部门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

专栏10-1  中国通过自贸协定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

一是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取得新突破。2017年，中国—智利自贸区升级

谈判完成，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高达97.5%。

二是实现较敏感产品的适度开放。如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将部分机床纳

入关税减免，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对奶制品实行开放，在中国—韩国自

贸协定中对部分化工产品、液晶显示屏减免关税。

三是提升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中瑞和中澳自贸协定首次纳入了原产地

证书自主声明，企业通过提交发票等材料可以直接适用自贸区优惠税率。

专栏10-2  中国通过自贸协定实现服务贸易开放新进展

中国对自贸伙伴在银行、保险、增值电信、旅游、交通运输、医疗、管

理咨询等服务部门进行更高水平开放。在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中，推动新

方首次向在新中资银行发放全面特许银行牌照。在中国—瑞士、中国—新西

兰、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协定中，推动相关国家就中医从业人员入境、中医

纳入医疗保险等作出开放承诺。

谈判议题日益扩展。结合实际，在自贸区规则议题谈判方面进行探索和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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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逐步拓展到竞争、电子商务、环境等议题。全方位、多角度推进规则谈判和

规制合作，以更灵活的信息交换、标准资格互认、技术合作等，促进双方监管体

系、程序、方法和标准方面适度融合。对于较早签署的自贸协定，通过签署补充

协议或自贸协定升级的方式，使之更加顺应经贸发展的实际需要。

专栏10-3  中国通过自贸协定实现规则谈判新拓展

2013 年签署的中国—冰岛自贸协定首次设立竞争章节；中国—瑞士自贸

协定首次设立环境章节；2015 年签署的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

定首次设立电子商务章节。

从正在推进的自贸谈判看，规则议题已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中日韩、中

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中国—挪威等自贸协定谈判均涉及规则议题。在

中日韩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以统一的负面清单开展服务

贸易和投资谈判，在谈判模式上实现了与国际高标准的“接轨”。

（二）自贸区实施成效良好

促进双边贸易扩大。2020年，中国与自贸伙伴进出口额（不含港澳台地区）增

长3.2%，比全球进出口增速高1.3个百分点，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35%。自贸协

定的签署进一步释放了双边贸易的潜力，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2020年双方货

物贸易额为6846亿美元，比2010年自贸区全面建成时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9%。

专栏10-4  中国与自贸伙伴分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研究显示，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一周年

来，中韩贸易商品多样性改善，韩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增加26种，农、畜、

水产品对华出口额增长7.8%。

据新西兰统计，自2008年中新自贸协定实施以来，新西兰乳、蛋、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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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对中国出口仅用5年时间就增长10倍。2018年新西兰对

中国出口增长12.2%，占其出口总额的24.2%，新方贸易顺差达9.9亿美元。

增加消费者福利。自贸协定通过削减关税壁垒，降低了各国优势产品的市

场价格，丰富了消费者选择。例如，得益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来自东盟的热

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价格也越来越实惠，来自中国北方的特色水果，也能很

快摆上东盟消费者的餐桌。中智、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后，来自智利的车

厘子，韩国的日用化工品、家用电器，澳大利亚的乳制品、葡萄酒等，都分享

了中国市场的机遇。

专栏10-5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东盟国家的榴梿、火龙果、 果等热带水果通过广西口岸，迅速进入中

国超市。中国北方的苹果、梨、哈密瓜、葡萄通过广西口岸也能很快进入东

盟消费者的餐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年产量3000万吨，近年

来通过广西凭祥口岸大量出口东盟市场。陕西咸阳距离凭祥2600公里，走高

速公路约需30个小时，是销往东盟最便捷的陆路通道。东盟已成为陕西苹果

销售的最大市场。

成为全球开放合作重要平台。中国将自贸区建设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

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不断提升自贸区建设内涵，兼顾灵活性与务实

性，创新合作模式，得到自贸伙伴的认同和支持，提出的开放包容、平衡互惠

等合作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

三  积极参与各类经济治理机制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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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和践行者，通过联合国、G20、APEC、金砖国家等多边和区域合作平台，

建设性与各方开展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一）积极通过联合国平台推动改善经济治理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和国际体系，推动联合国重要会议、决议、文件等纳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入开展与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中心等的合作。从早期的

人员培训、技术咨询，拓展到联合研究、政策分析、协办会议、助力其他发展中

国家开展能力建设等，积极支持和促进全球携手应对经贸领域的挑战和难点。提

升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互利合作。2013年以来，中国与工发组织合作进入新阶

段。双方加强交流协作，提升合作水平，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工业化

发展经验和实践，促进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拓展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合作。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等加强三方合作，为帮助其他发展

中国家更好实现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推动提升G20、APEC等多边治理机制功能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G20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出

席了历届G20领导人峰会，就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彰显了

中国智慧，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和担当，在G20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中国印记。特别是，2016 年，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成功举行，首创贸易投资

常设机制，达成全球首份投资政策多边纲领性文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等多项重大成果倡议，有效推动了G20从危

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取得新进展。自1991年

加入APEC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两次成功主办APEC领导人

会议。2014年，推动APEC第 22次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通过《APEC推动实

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绘制《APEC互联互通蓝图》，提出建立亚太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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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口岸网络等系列务实倡议。2019年，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

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为深化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往来拓展了

新局面。

专栏10-6  中国积极参与G20、APEC等机制合作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上，中国推动首创贸易投资常设机制，达成了

《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 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等重大成果倡议。峰会

还首次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批准了《G20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G20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

倡议》，为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注入了新动力。2020

年，面对疫情影响，在G20特别峰会上，提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

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推动制订《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

作战略蓝图》，形成世界首份全球价值链纲领性文件，确立了贸易增加值统

计、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发展等十大支柱领域。

（三）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治理机制建设

中国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同金砖国家、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

国家合作与战略对接。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行稳致远。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创始成员，中国积极倡导各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增进战略互信，推进经贸

合作机制化、系统化、实心化。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通过了“厦

门宣言”，重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十年之际，中国倡导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提升发展中国家竞争力。深化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

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中国与成员国一道，加大开放合作，促进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2018年，举办青岛峰会，审议通过“青岛宣言”等23份合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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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深化经贸、金融、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全方位合作。

（四）发挥在世界银行、IMF等机构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提出加快世界银行、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主张，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推动 IMF通过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整体投票权提高

到47.2%，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有序。同时，积极促进国际金

融治理效率提升，推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型

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

四  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引导

全球经济议程，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一）增强世贸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

中国愿同广大世贸成员一道，坦诚交换意见，共同采取行动，推动世贸组

织必要改革。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合作，在继续发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作用

的同时，力争早日恢复上诉机构运行，维护两级审理的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发

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赋予发展中成员实现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灵活性和政策

空间，缩小南北差距。积极参与世贸组织谈判磋商，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要求完成渔业补贴等议题谈判，建设性参与投资便利化、数字经济等规则制

定，促进相关新议题谈判取得实质成果，实现世贸组织规则体系的与时俱进。

（二）推进高水平自贸网络建设

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完善自贸区建设全球布局，推动RCEP早日生效，加

快中日韩、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改善双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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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准入，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丰富自贸区内涵，推进电子商务等新

议题谈判，适当纳入产业合作、发展合作、全球价值链等议题。

（三）更好发挥多边经济治理平台作用

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推动G20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增强贸易投

资在G20合作中的支柱作用，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环境。

深度参与APEC合作，推动区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朝更加开放的方向发

展。提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有效性，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

商务等合作取得新成效。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稳定。

（四）推进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

以开放求发展，深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交流合作。

坚决反对保护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

合作，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让发展成

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强沟通协商，扩大开放共识，让世界经济更加开放

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