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世纪以来袁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尧贸易摩擦的

加剧以及野逆全球化冶趋势的深入袁致使国际经济

秩序开始出现重构的趋势遥 十九大报告也指出野中
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袁 不断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遥 冶[1]愈来愈多的中国方案从为

世界所知到为世界所用袁 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社会

主义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尧 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抱负和担当[2]遥 目前袁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

的比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袁在上述背景下袁如何使

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新格

局袁 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的必然要求[3]遥 本文首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态

势及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进行剖析袁 而后提

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思路遥

一尧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态势

列宁指出院野交换的发展袁大生产的发展袁这是

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趋势遥 当交换和大

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袁 大约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

之交袁 交换就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

国际化袁自由竞争开始由垄断取而代之遥 冶[4]垄断资

产阶级把一切活动都简化为迫求资本的增殖遥 驱

动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袁野到处落户袁 到处开

发袁 到处建立联系的动力不是创造历史的高尚动

机冶[5]袁而是追逐财富的贪婪欲望遥 然而袁资本家为

了获得利润就必须相互竞争袁 这是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的铁律袁竞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市场袁手段就是

消灭竞争对手遥 竞争首先是对地方市场和民族市

场的争夺袁继而是对国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争夺袁
使对市场的国内竞争转化为国际竞争[6]遥 因此袁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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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手段袁 而不是目的遥 弗里德里

希窑李斯特指出袁野国际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到保

护贸易的转换袁取决于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袁自由贸

易有时有利袁有时有害袁采用何种政策是随着时期

的不同而变化的遥 冶[7]

多边贸易体制最早起源于 17 世纪后期的英

国袁 英国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用武力维持和

平的世界经济秩序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袁美
国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袁 其 GDP 总值达

到 1300 多亿美元袁黄金储备达到 20 多亿美元袁占
世界总储备的六成曰 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三

成多 [8]遥 在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支撑之下袁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 叶国际货币基金协

定曳袁并在美国的倡议下各国政府就野减少国际贸

易障碍和促进互利的国际商业关系冶 的方法与途

径达成协议遥 1945 年 12 月袁美英两国政府提出发

动建立野国际贸易组织冶渊ITO冤的详细建议遥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3 月,23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哈

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袁 通过了 ITO
宪章袁为使谈判的结果尽早付诸实施袁 ITO 宪章中

涉及的关税与贸易条款被摘出袁命名为叶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曳渊GATT冤[9]遥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袁构筑以

GATT 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制以确保国际贸易的

畅通袁防止 20 世纪 30 年代的悲剧重演袁是二次大

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努力的目标[10]遥 GATT 从根本上

说袁是为当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设计的一整

套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遥它作

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袁在调节国际

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1]遥
作为一种由美国霸权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袁

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的成立尧 运作或者嬗变均带有

野结构性权力冶色彩袁是一个反映霸权国意图的规

则或规制秩序系统遥 罗伯特窑基欧汉 (Robert O援
Keohane)将其定义为野规定行为体的角色袁约束有

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一整套持久并相互联系的规

则冶[12]遥
国际经济规则反映的是 野最强大成员的意志

和利益冶袁因此袁GATT 自成立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美

国烙印遥 WTO 前总干事雷纳托窑鲁杰罗 (Renato
Ruggiero) 认为袁野多边贸易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一

直就在美国结构性权力的领导之下冶遥 正所谓野霸
权就是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袁 即国际规则的

主导权和制定权冶[13]袁 作为美国霸权提供的全球性

公共产品袁GATT 规则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

美国的国家利益袁 这些利益反过来又帮助维护了

美国的统治地位遥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袁 资本主义市场的

狭隘性袁 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生贸易摩

擦袁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严重摩擦的时期遥 1971 年

美国出现了多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遥 同年 8 月袁
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野新经济政策冶袁停止外国中

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货物征收 10%的

进口附加税遥同年年底袁美元贬值遥与 1973 年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的是相关国家的保护贸易

政策有所抬头遥 1973 年 10 月袁石油输出国组织将

石油价格提高 3 倍袁 接着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14]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袁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从美

国抬头并波及至其他发达国家遥 例如袁随着日本经

济实力的恢复与增强袁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袁 美日

之间贸易摩擦频发袁 出于对霸权国美国的政治慑

服袁 日本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结构性制约遥 美日贸易关系中美国对日施压的演

变与日本受压的反应袁即野外压要反应冶模式袁是透

视美日关系野霸权稳定冶特质的重要媒介袁体现了

美国霸权能力与意愿的起落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

的日本 野免费搭便车者和支持者要破坏者或挑战

者要支持者冶 的三阶段演变路径[15]遥
此后袁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尧其他国家

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

战袁 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

易袁但是为了维护其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袁美国

采取了许多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遥 这说明袁作为理

性的国际主体袁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

的利益最大化袁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既采取贸易保

护袁又主张贸易自由遥 采取何种政策的关键在于符

合本国的利益尧统治者的利益[16]遥 许多理论和实证

研究表明袁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压力袁最主要的

来源是那些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17]遥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袁国内利益团体的兴起和游说袁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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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中的政治色彩袁 贸易政策从

以往的支持自由贸易向贸易保护转变[18]遥 1978 年

美国议会改革后袁 权力的分散化更是为利益集团

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条件[19]遥
在上述背景下袁 美国通过在贸易结构体系内

的自由裁量权袁 陆续提出了一些表面合理但实质

是贸易保护新手法的政策理念以适应其国家利益

保护的新需求袁 这在关贸总协定以及作为其继任

者的 WTO 体制内均有大量体现遥 例如袁把非关税

保护的规则纳入到上述多边体制之中袁 成为可以

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政策工具遥 同时袁随着国内

外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发展与演变袁 当多边规则与

美国的利益需求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袁 美国试图

绕开 WTO 规则而使用国内法来处理与美国有关

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事务[20]遥 例如袁美国国会在叶1984
年贸易与关税法曳中对 301 条款进行了修订袁还通

过了叶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竟争法曳袁该法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袁 对 301 条款作了最重大

的修改袁由此产生了 301 条款的两个衍生条款超级

301 和特别 301遥 以叶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竟争法曳为
标志袁 美国的贸易政策实现了从自由贸易政策向

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变[21]遥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袁先后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宣布退出 TPP曰3 月 31 日袁要求调查美国巨额

贸易逆差的成因曰4 月 24 日袁宣布对来自加拿大的

软木进口征收 20%的关税曰8 月 16 日袁美国尧加拿

大和墨西哥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遥
此外袁特朗普还频频向中国发出威胁袁并于 8 月 18
日开始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尧 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

进行野301冶调查[22]遥 美国叶2018 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曳
更是强调了野公平贸易冶政策袁着力打击野不公平贸

易行为冶遥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袁使
全球贸易关系一时剑拔弩张[23]遥

查尔斯窑金德尔伯格渊Charles P. Kindleberger冤
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

野私物化冶的必然性遥 霸权几乎必然存在满足野私
利冶的问题袁责任的承担也存在边际付出递减的可

能性曰满足自身野私利冶的实质是运用霸权国的公

共产品垄断权来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结果遥 苏

珊窑斯特兰奇渊Susan Stranger冤认为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袁美国的公共产品野私物化冶与推卸责任

的趋势日益明显袁 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顿森林

体系鼎盛时期那样提供一个稳定的多边自由贸易

体制遥 不可否认袁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

金融体系和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袁 但与此同

时袁 美国也最大化利用自己所建立的国际自由贸

易制度袁 将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变成自身获取国

际战略利益的工具[24]遥 在有的学者看来袁美国通过

三种方式 达成国际经济合作 袁 分别 是暗 合

渊coincidence冤尧胁迫 渊coercion冤和相互调整 渊co -
adjustment冤[25]遥 美国的做法通常是通过威胁诉诸贸

易报复达到其政策目的遥
而在全球范围内袁 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经济

增长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遥 当全球经济增长较快

时袁贸易保护整体处于低发期袁反之则相反遥 全球

金融危机后袁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 渊Global Trade
Alert袁GTA冤2012 年发布的报告袁2009 年以来袁20
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所占比例呈现上

升趋势遥 2009 年袁20 国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

措施占全球的比例为 60%袁2011 年上升至 75%袁到
2012 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超过 80%袁可见 20 国集

团国家成为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实施

者[26]遥

二尧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
经济秩序的影响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院
1援 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是贸易保护主义产生

的源头遥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袁正如马克思

所说院野分工是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遥 冶[27]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国际分工的区位构成发生了非

常明显的变化袁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在分工体系中占

有主导地位袁但发展中国家已进入到国际分工体系

中的较深阶段袁进口方面所占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

家[28]遥 因此袁拉尔夫窑戈莫里渊Ralph E. Uomory冤和威

廉窑鲍莫尔渊William J. Baumol冤从生产力变化的角

度解释了贸易摩擦的成因袁 即当一国生产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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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落后时袁 其工业化贸易伙伴国将从它生产力

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普遍提高中受益曰 但当落后

国生产力进步超过某一状态时袁 会降低他国的整

体福利袁导致贸易国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袁从而引

发冲突和贸易保护政策[29]遥由此导致了世界经济中

的一个奇怪现象院发展中国家走向自由贸易袁发达

国家却走向贸易保护袁发达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袁
反弹回来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30]遥

2援野逆全球化冶 进一步推高了贸易保护主义遥
野逆全球化冶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尧国际合作和

相互依赖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31]遥从数据上

看袁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正在增加遥 经济全球

化可分为 3 个阶段院第一个阶段是 1990~2001 年袁
全球人均 GDP 年均增速 2.7%曰 第二个阶段是

2002~2008 年袁全球人均 GDP 增速 8.8%曰第三个

阶段是 2009~2015 年袁 全球人均 GDP 增速下降到

1.1%遥 全球需求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

场资源进一步收缩[32]遥
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及制度内涵看袁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

的主要内容袁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变所体现出的

野全球化冶逆转袁可以从贸易利益分配等角度进行

观察遥 例如袁美国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院野当美国公

司在低工资国家建立像在美国一样具有先进生产

力的工厂时袁美国工人就失去了竞争力冶[33]遥
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袁 全球贸

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34]遥例如袁
在坎昆会议上袁反全球化人士打出了野不要 WTO冶
的标语袁这说明 WTO 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35]遥 近年

来袁美国一改多年秉持的自由贸易主张袁要求进行

所谓的野公平贸易冶袁试图将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

引到对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36]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接受彭博新闻社渊Bloomberg News冤采访时警告称院
野如果贸易谈判不顺利袁我就会退出 WTO冶[37]遥 他还

说袁 建立该机构的协议是 野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

定冶[38]遥
3援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发

生变化袁它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袁并产生了对国际

经济秩序进行改革的意愿遥 新兴经济体袁是指某一

国家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袁成为新兴的经济实体遥

目前对新兴经济体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遥 高盛

对新兴经济体寄予了厚望袁 认为新兴经济体强大

的内需足以完全抵消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大幅下

降袁并预计占全球 GDP 16%的野金砖四国冶将帮助

全球经济维持 3%至 4%的增速[39]遥 2017 年袁金砖国

家领导人在厦门峰会上签署了一系列金砖国家合

作协议袁 其中与贸易便利化合作关系最密切的当

属叶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曳遥 数据显示袁金砖

国家跨境电商的发展平均增速己达 35%左右袁其
中袁发展最快的中国和俄罗斯更是达到 80%的增长

水平[40]遥 2018 年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约翰

内斯堡宣言指出院野我们高度评价建立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袁 我们将启动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的全面运作冶[41]遥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袁 WTO 是国际经济秩序治

理最重要的野稳定器冶袁对促进全球资源自由流动发

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遥但美国带头反对这一多边机

制袁美国对 WTO 改革提出了野颠覆性冶的方案[42]遥 美

国提出以野美国优先冶原则改造多边贸易体系袁主张

单边主义袁力图在 WTO 体系中实现野对等贸易冶袁要
求各国应与美国实施相同的关税水平袁并扬言不合

其意便选择野退群冶[43]遥
WTO 副总干事沃尔夫发出 野缺乏改革将导致

渊多边冤贸易体制的大倒退冶的警告[44]遥他认为袁十多

年来袁多哈回合久拖不决袁发达经济体成员数千亿

美元的农业补贴没有一丝一毫的削减袁 电子商务

等新兴业态在全球市场上风生水起袁WTO 却未能

提供任何国际规范袁已显示出 WTO 作为一个多边

贸易规则谈判场所的无能为力遥 更严重的是袁面对

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袁WTO 未能阻止也无法解决曰
面对今天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尧 保护主义狂潮袁
WTO 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45]遥

例如袁2018 年 7 月 6 日袁美国宣布对第一批清

单上 818 个类别尧 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

征 25%的进口关税[46]遥 更有甚者袁美日欧开始打造

贸易联盟遥 2018 年 9 月袁美国与欧盟尧日本举行贸

易部长级会议袁 三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院野过于宽

泛的发展分类袁加上自我认定的发展状况袁抑制了

世贸组织谈判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冶遥 美国驻世贸

组织大使丹尼斯窑谢伊渊Dennis Shea冤称采取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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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冶已经不可行袁美日欧需要谈判新版的贸易协

议遥 这意味着袁一旦它们之间达成自贸协定袁将形

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袁到时候 WTO 无论改

不改革袁对于美国来说都无关紧要了[47]遥
因此袁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欧贸易摩擦有着许

多根本性的不同遥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袁美日欧贸

易摩擦讲到底是同盟国之间在经济领域里的利益

分配冲突和利益格局调整袁 即使涉及政治与军事袁
也因为共同的安全需要和共同的价值观袁而能够使

问题得到尽快解决曰中美之间既不存在政治军事同

盟袁也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袁而且经贸摩擦的激烈

程度比之日美间的摩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48]遥

三尧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中国参与

2008 年以来袁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袁贸易民

族主义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多边贸易体制遥
世界经济与政治进入大调整时期袁 传统国际经济

秩序面临重构遥 另一方面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到来袁世界各国都将迎来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遥
由于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较之历次工业革

命时期都要快袁 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变革

规模更大尧影响范围更广[49]遥例如袁数字贸易等新贸

易形态对国际经济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新

挑战遥 主要大国尧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相继提出应

对上述问题的方案和议程袁 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向和大国博弈的重要议

题遥
新兴经济体目前在世界产业分布尧 价值链投

资等重要领域的占比显著提升袁 新兴经济体的总

体经济实力是其具备影响力的保障遥 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已经成

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的转折点和催化剂[50]遥中
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渠道是多样化的袁这
其中既包括参与对传统国际机制的改革袁 也有以

创设金砖合作模式和提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方式为

代表的中国引导合作的新尝试遥
1援积极参与传统国际机制的改革遥金德尔伯格

认为袁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袁其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英国霸权的衰落导致其缺乏提

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袁 而美国在当时则缺乏担

当世界领导者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遥 为了

汲取历史教训袁二战结束后袁在美国主导下袁相继

建立了世界银行渊World Bank冤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渊IMF冤尧和 GATT渊WTO 的前身冤袁其宗旨就是维护

国际货币关系稳定以及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发

展遥 由此可见袁不论是 IMF 还是 WTO袁无疑都属于

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51]遥
不可否认袁 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

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袁 但是霸权国供给模式

也存在公共产品野私物化冶的问题袁野私物化冶意指霸

权国家为了自己的一国之利袁把原本应该服务于整

个国际社会的全球公共产品转变为本国从国际社

会获取利益的工具[52]遥 按照罗伯特窑吉尔平渊Robert
Gilpin冤的说法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预期的效

应奠基于各方的利益认同和政策协调袁只有这样袁
国际体系才能顺利运转 [53]渊P339冤遥 历史上袁美国推

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情常常与其促进民主价值观

的渴望紧密联系在一起遥 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袁世
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传统的国际公共

产品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风云变

幻遥 例如袁原有的以 WTO尧IMF 为代表的传统国际

经济运行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

势的内在要求遥 特别是在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尧减少

贸易障碍尧 减少多国协调的交易成本或达成关于

优先议程的共识等问题上袁提供有针对性尧小型化

的国际公共产品可能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需求遥
中国正在从经贸领域的公共产品入手袁 向国际社

会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性制度安排[54]遥
2援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方式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

群体性崛起和发达经济体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袁
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遥2011 年袁按照

购买力平价测算袁 新兴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份额

由 2008 年的 48%进一步升至 51.87%袁首次超越发

达经济体遥 所有这些袁都对曾在美欧主导下建立并

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全球治理理

念的国际经济组织规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55]遥
西方学者一度将金砖国家批评为 野不负责任

的利益攸关者冶袁认为它们享受了西方主导的全球

规范和国际规则的好处袁 但却不愿承担相应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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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责任遥 事实并非如此袁 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中袁中国尧巴西尧印度尧南非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

领导者和发展议程的设置者[56]袁习近平主席将金砖

国家定位为 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

羊冶遥 习近平主席指出院野我们要共同把金砖国家和

二十国集团这两个重要平台建设好尧维护好尧发展

好袁 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更大作用遥 冶[57]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参

与全球治理的典范袁 要在西方国家创设的国际机

制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58]遥 2017 年 9 月 3 日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院野金砖国家要合力引

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袁 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

产品冶[59]遥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的目的袁就是野为金

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尧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冶[60]遥通过这个平

台袁金砖国家可以对全球基础设施融资尧发展援助尧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产生更大影响遥 同时袁中
国可以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获得主导权袁并借助

这一平台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全球

治理中的话语权[61]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袁以及

拟将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袁 是对传统国际金

融结构以及世界银行渊WB冤功能的有益补充袁可弥

补相关机构的缺陷袁 同时突破对新兴经济体提供

国际公共产品的限制[62]遥
3援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公

共产品的重要平台遥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复杂

而深刻的变化袁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袁世界经济增

长乏力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协定野碎片化冶趋
势同步增强袁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遥 中国

通过主导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63]袁
可加快弥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短板袁 解决发展资

金不足问题袁引导其积极参与到多边贸易建设中袁
提高贸易能力袁 实现世界经济整体的持续健康发

展[64]遥
英国学派的伊恩窑克拉克渊Ian Clark冤认为袁一

个大国只有承担国际责任才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对

其地位的认可遥如何体现国际责任钥供给公共产品

是最主要的方式[65]遥 我们在高度评价 IMF尧WTO 等

国际组织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作用的同时袁 也要

看到公共产品的巨大缺口和野私物化冶倾向已日益

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遥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窑吉尔

平渊Robert Gilpin冤等人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指

出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四大综合体系院有效的国际

援助体系尧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尧可靠的国际安全

体系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53]渊P90冤遥 吉尔平从这

一角度论证了院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承担起保

障国际社会安全稳定袁维护世界经济繁荣袁并提供

国际公共产品的角色[66]遥
特朗普上台后袁 当美国主导的多边体制和多

边谈判受阻时袁美国迅速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遥 在

这一背景之下袁如果没有大国愿意承担领导责任袁
世界经济与安全秩序将会面临重大危机遥 中国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先后提出的 野丝绸之路经济

带冶和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重大倡议袁到目前为

止袁已获得颇为丰厚的成果遥 野一带一路冶构想实质

上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遥 在推进野一带一

路冶倡议的发展之路上袁中国倡导设立了亚投行和

丝路基金袁 合作建立了金砖国家银行袁 设立了中

国要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袁组建了联合国第一支常备维和警队遥 这些行动

与组织机构的建立表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袁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

品袁也证明了不断推进的野一带一路冶已经成为我国

迄今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尧最成功的公共产品[67]遥

四尧结 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野贸易保护主义冶的狭隘应

用已经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混乱和破坏遥 特别

是近年来西方大国日益显露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

义倾向袁正在动摇以联合国和 WTO 等机构为基础

的多边体系袁危及全球化的既有成果[68]遥同时袁全球

化趋势所涉及的领域逐步向更加促进全球人员尧
资本尧技术流动的方向发展袁从而不断超出 WTO尧
IMF尧WB 等传统机制所创设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关

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等传统范围遥不同的国

家集团为了实现不同利益诉求[69]袁必然会采取贸易

保护主义的手段遥 这实际上是部分国家基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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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而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内心态失衡的反

映[70]遥在上述背景下袁各个国家提升自身实力袁建构

结构性权力的力量是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途径

之一袁尤其对大的经济体更是如此遥
2015 年袁 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正式成立袁 标志着全球迎来了首个发展中国

家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不仅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袁也
为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新动力[71]遥
另外袁从创新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看袁中国发起和

筹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和 AIIB袁 其实质就是希望

以创新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方式维护与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理念遥
2017 年 10 月袁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以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为重点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

重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

作袁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尧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野一
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72]遥 中国作为新兴经

济体中的大国袁 已经开始由过去国际经济规则的

追随者向国际经济规则的变革者转变袁 在国际分

工规则制定中的结构性权力持续提升遥 中国不仅

有能力而且有更强烈的意愿参与和主导国际性尧
区域间以及区域性贸易尧投资尧金融类国际公共产

品的提供[51]袁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国

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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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Protectionism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UANG 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S and British governments proposed the GATT a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provided by
American hegemony. The GATT is fundamentally a se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s and principles
designed for market economy countries, reflecting the will and interests of the most powerful members. In 21 century, with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growing trend of
anti -globalization have l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rising status of emerging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in global economy has become a turning point and catalyst fo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ina爷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s diversified,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nd attempts to guide cooperation with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modes. At the same time, from a longer-term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provide public goods
to meet various challenges.

Key words: trade protectionism;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emerg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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