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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快，国家之

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相互认同。国际间经济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日

益趋同，共同的利益面在扩大，“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国际关系中

日渐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贸易博弈因此正日益摆脱基于“丛林法则”的非合作

无序竞争。作为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

就是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流体制，其核心价值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

法则，是经过谈判博弈形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与规则。

　　ＷＴＯ成员之间的国际贸易博弈，就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约束的合作性有

序博弈，这种博弈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且也要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规

则要求。每个成员的涉外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都要体现这种国际贸易博弈规则

的变动、完善与强化。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约束下，各成员博弈的结果是社

会总得益趋向扩大，各方得益多寡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向于不为零的正数，所

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本质上是合作的共赢性博弈。这种博弈是对各方都

有益的博弈，是共赢的结局。各博弈方就要致力于通过提高内在竞争力而取得

竞争优势，间接造福于各博弈主体，对这种博弈的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国际贸易共赢性博弈是指：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中，各成员为了实现共

赢性的利益格局，进行着激烈的政治与经济较量，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国内经

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增大，参与各方在制度设定中和规则

约束下，均能得到博弈收益，并达到共赢性博弈的结局。ＷＴＯ成员鉴于共同的

长远与战略利益，其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辩证互动，加之多边贸易体

制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规则体制、约束保障机制、利益促进与扩大机

制，为 ＷＴＯ成员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必备的内生性制度条件。后冷战时代国

际关系格局的大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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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共赢性博弈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共赢性博弈论不仅对进一步完善多边

贸易体制本身与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人格，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向纵深发展，而

且对引导人类社会沿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运用于推

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未来和谐世界，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与现实意义。
鉴于此，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对中国在入世过渡期内进行与 ＷＴＯ调整适应的

战略制定以及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实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同样具有政策

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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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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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ｅ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ｅ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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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ｒｅａｔ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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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１　　　　

　

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　　　　　　　　　　　　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思路与特点

　　关于对以ＧＡＴＴ为代表的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和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现代多

边贸易体制的跟踪学习与研究，自１９８３年笔者准备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考试

的有关课程时就开始了。２０多年来，不知是出于兴趣爱好，还是专业学习与工

作考虑，笔者一直围绕多边贸易体制的来龙去脉、发展演进、基本规则、运行机

制、灵活例外与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进行思考和分析，特别

是灵活例外中最大例外的区域贸易合作（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与多边贸易

体制的内在关系以及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发展的理论基础等问题进行了较长时

间的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１９９５年针对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

体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互补性竞争”的观点１。基于这一观点，在中国入世的

２００１年又初步提出了“中国入世谈判共赢”的观点。应该说这些成果有一定的

理论内涵，也对中国参与多边经济外交工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提供了一

些现实指导，但从价值理念、理性思维和理论的系统性来衡量，就难免有某种程

度的功利性和权宜性，对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基础、
价值理念以及运行的内在本质与发展方向等方面尚缺少客观、高度、透彻和系

统的定性分析。

　　有关现代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性质、特征、运行的机理、谈判的博弈特点、
成员政府参与其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状态以及未来走向等核心问题，历来就

有不同观点。例如，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认为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是“富人俱乐

部”，甚至把其看作是“国际剥削工具”；冷战时期，有些计划经济国家则把多边

贸易体制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是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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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有些中小发达成员则把 ＷＴＯ 看作是几个贸易大国垄断的“国际警察署”；
还有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把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看作是“空谈俱乐部”；有些国际法学

家则把 ＷＴＯ看作是“只会务虚，不会求实”的一个经济论坛。在乌拉圭回合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暂时搁浅和当前多哈回合谈判遇到较大困难的时候，一种主流

观点经常被追捧，即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所进行的贸易自由化、协调

实施、功能发挥等方面远不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甚至

为其前途忧心忡忡。应该说，这些看法大多是消极的或者情绪化的，不是与时

势和实际不符，就是偏离了世界经济客观发展的主流，难以对多边贸易体制的

性质与内涵作出较为客观冷静的分析。本书的研究基于动态博弈策略选择的

灵活性和政府作为复合博弈主体的政治经济行为互动等基本原理，加之对中国

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复关入世）谈判艰难复杂历程

的实证分析和对 ＷＴＯ本身的理论思考，从价值理念、制度设立、运行机制和运

行结果以及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 ＷＴＯ 成员政府之间的谈判，在有

约束力的规则引导下，渗透着政治与经济的碰撞、互动与融合，是最典型的规则

性合作博弈，其最终结局总是“多赢”和“共赢”，进而提出了“共赢性博弈论”。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复关入世利弊得失”，“国际贸易谈判博弈

困难如何摆脱”，“非合作性的一般贸易谈判博弈怎么进行”，“为什么说 ＷＴＯ
中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具有共赢性特征”，“后冷战时代和 ＷＴＯ体制自身为实

现共赢性博弈提供了哪些内外在条件”，以及“中国入世后在过渡期内和过渡期

之后如何基于共赢性博弈的理念与理论进行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等问题。

　　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侧重于“共赢性博弈”的理念，其实践背景主要是中

国复关入世谈判和 ＷＴＯ体制的运行及其多边贸易谈判，旨在说明多边贸易谈

判的价值理念、规则约束、运行机理、谈判过程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是“共赢性

博弈”，并对一般博弈如何向共赢性博弈转变、国际贸易博弈有效治理的制度安

排、ＷＴＯ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制度设定与有约束力的协议及其内外在条件，共赢

性博弈论对逐步构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基础上的和谐世界，以及中国入世后

和平发展战略选择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若干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至

于说共赢性博弈论中可能涉及的博弈技巧、博弈函数、博弈模型、博弈得益的获

取与分配、博弈均衡等技术性问题，则并非本书研究的重点。其中有的问题在

一般博弈论中已经得到了解决，有的问题如贸易博弈得益的增加与分配和博弈

模型的设计等尚需有识之士继续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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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问题的形成、探索与提出

　　笔者有幸也有耐心地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实质性谈判的全过程（１９８８年８
月～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作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者，出于工作需要

和本人学术兴趣，以及对国际经济关系格 局 变 化 与 走 向 的 关 注，笔 者 对 以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进行了２０多年的跟踪研究，并同时对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内涵、性质及其意义，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行了长

期的探索。作为一个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互摩擦、碰撞与融合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笔者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与发展一直甚感兴趣，并

在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互补性竞争”的

结论，给入世与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同时，该论点

也日渐成为中国奉行“和而不同”、“互利共赢”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外交哲学观

的一种思想基础。但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多边贸易体制的设计理

念是什么？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政治与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多边贸易体制

下的多边与双边贸易谈判是何类博弈行为？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运行规则对世

界的和平发展以及构建和谐世界会有什么影响？等等，一直是笔者想弄明白的

诸多问题。对中国在入世后过渡期２ 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问题的求索几乎成了

我的心结。因为不弄清楚这一问题，就无法解决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与

经济关系中如何应对的问题。因而，解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深层次认识问题已

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对解决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具

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求索之路。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之后逐渐发展、完善并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新兴理论———博弈论从

更普遍和基本的假设出发，紧紧抓住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协调、摩擦

与融合、竞争与合作以及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这一关键，提出了比传统

经济理论更贴近实际、更贴近市场的经济分析新方法和新思路。作为现代主流

经济学的一部分，博弈论的广泛运用无疑为现实中复杂经济问题的分析、为构

建合适的经济模型提供了较为动态有效的分析工具，引起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方

法的一次革新和飞跃，大大拓宽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探索多边贸易体

制本质的过程中，笔者阅读了一些有关博弈论定性分析方面的著述，可以说博

弈论为笔者认识多边贸易体制的性质特别是多边贸易谈判的策略提供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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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析工具，不但大大缩短了探索的时间，加快了思想贯通的进程，而且使笔者

较快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确有豁然开朗之感。基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国际

贸易实际上就是国家或地区为取得自己的贸易利益而进行的政府间博弈。综

观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其研究与分析大多集中在国际市场与交易中

的国别经济政策法规、产业利益目标以及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技术优势、要素禀

赋、规模效益以及竞争优势等之间的碰撞、融合与协调的论述方面，而且这些理

论阐述都是在诸多“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的现实意义不仅因为脱离了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环境而受到质疑，而且还因为

其忽视国内与国际政治利益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大打折扣。那些试图把其他学

科的重要成果（如行为学、对策论、运筹学等），引入现代国际经济学的尝试也往

往忽视了政治动机、政治利益和政治行为的作用。而由罗伯特·普特南（Ｒ．Ｄ．
Ｐｕｔｎａｍ）提出的“双重博弈”理论就摆脱了这些限制，对他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借

鉴使笔者在认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得到了某些便利３。国家

或地区政府实际上既是国内多个利益集团的集合主体，又是国际贸易谈判利益

的双重博弈主体。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国内政治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国家

或地区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决策，然后与其他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展开博

弈，即国际贸易从具体参与博弈的一方主体来看实际上是政府面对国际和国内

两张谈判桌而展开的双重博弈。

　　在弄清楚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之后，继续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笔者研读

了许多有关多边贸易体制建立背景和国际贸易思想发展的书籍，结合参与中国

复关入世谈判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笔者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多边贸易体制是对

缺少有效规则约束下的国际贸易博弈进行有效国际治理的结果，是对缺少有效

规则约束下的国际贸易博弈体制的扬弃。事实上，多边贸易体制并不像一些人

说得那样，是富国控制穷国的工具，而是一个日渐完善、规范的合作性、共赢性

博弈的制度框架。由于有约束力的规则和协议的存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

贸易博弈本质上是合作性博弈。国际贸易博弈不仅是国际贸易总收益的分配

过程，而且是联合生产国际贸易总收益的过程，两者统一于国际贸易谈判过程

之中。每个博弈主体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国际贸易博弈，在寻求符合多边贸

易体制规则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际上也实现了国际社会总收益的最大

化，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作用的谐振现象。虽然多边

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依然存在着强权政治的现象，但是从理论上看，多

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是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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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作用的和谐振荡。振荡是事实，但振荡是和谐的，其结果则是协调与融合。
从实践上看，虽不乏利用强权政治攫取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但主流趋势则是

共赢性博弈。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在机制的约束下，每个博弈主体都能取得收

益，从而保证了国际贸易博弈效率的最优。规则约束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是现

实，但博弈是共赢性的，其结果从理论上讲应皆大欢喜、各得其所。每个国际贸

易主体都可以依据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追逐自己的合法利益，依靠各轮多边贸易

谈判参与国际贸易博弈总收益的生产和分配，利用灵活例外原则和争端解决机

制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这种情形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企业的情形

如出一辙。基于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本质认识，中国作为 ＷＴＯ的一个正式成

员４，就应当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充分把握贸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异

同，选择适应新形势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利于自己更快、更好、更便利、更和平地

发展。

　　虽说中国入世已达５年之久，但国内依然存在很多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不

符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困扰中国积极参与 ＷＴＯ和经济一体化并谋求和平发

展的障碍，急需有的放矢地加以澄清；也依然存在许多与中国战略需求不一致

的体制障碍，急需比照多边贸易体制对成员的资格要求进行改革，以便谋取国

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节　相关研究的现状和评述

　　浏览世界经济、法律的研究资料，不难发现，针对某一国际组织的研究文

献，最多的应首推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者 ＷＴＯ。不仅如此，针对多边贸易体制

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经济、法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学科。有关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形成、规则诠释及其理论研究，可以说汗

牛充栋、卷帙浩繁。无论是从经济学解释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蒂

（Ｊａｇｄｉｓｈ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５、贝 格 威 尔 （ＫｙｌｅＢａｇｗｅｌｌ）６、恩 泰 格 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ｔａｉｇｅｒ），还是从法学层面研究的美国 ＷＴＯ 法专家杰克逊（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
ｓｏｎ）７，他们研究取得的成果丰富多样，但这些研究至多是从某一学科的理论出

发，去阐述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其字里行间虽偶尔夹杂着作者本人的一些思考和

感受，但缺少分析的高度和整体感，也缺少经济法律交叉融合进行论述的立体

感，更谈不上从国际关系的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跳出多边贸易体制的既有界

限，对其本质特征和价值理念进行研究与探索，这或许是由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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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然职责与学科门第所决定的。即便是像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权威代表

人物斯佩罗（ＪｏａｎＥ．Ｓｐｅｒｏ）８ 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掌门人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９，虽说她们均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贸易、政府与财富的政治经济学角

度，在其著述中涉及到对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分析和评论，但基本上或者作为一

个较小的章节，或者作为一个补充的部分，从引用实证例子和论据的角度，去说

明其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作用的主题，不可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本质、特性、理

念及制度设计方面形成创新性的、自成体系的观点。那些长期以国际经济组织

学为专业使命的学者，其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大多停留在介绍、评价或情绪

化的评论阶段，少有理论体系与独立观点的突破，更谈不上从整体和全新的思

维角度，对多边贸易体制进行政治经济学解读与分析，并由此提炼、升华以致形

成积极、客观和理性的价值判断与理论研究体系。

　　当然，国际学术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 ＷＴＯ生效后，对多

边贸易体制的学术研究也出现一些可喜的现象。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开始从政

治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分析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与存在的理论基础，并开始从

博弈角度触及性质与价值理念及动态博弈与策略选择等核心问题。这方面的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霍克曼（ＢｅｒｎａｒｄＭ．Ｈｏｅｋｍａｎ）和考斯泰基（Ｍｉ
ｃｈｅｌＭ．Ｋｏｓｔｅｃｋｉ）。１９９５年，两人合著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

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０对于 ＷＴＯ 所包含

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机制、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本书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做

了综合性介绍。在讨论 ＷＴＯ时，作者采取了一种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方

法。这种方法能够解释“真实”世界的一些基本方面。反过来，这样又能够帮助

解释国际合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以及在未来几年中为扩展多边贸易规则

的适用范围而采取进一步努力时 ＷＴＯ所面临的挑战。该书全面通俗地介绍

了体现在 ＷＴＯ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为我们理解多边贸易体制的性

质及运行机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不能否认的是，从该书的主题可以看

出，两位经济学家只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了 ＷＴＯ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一面，也

即政治与经济互动作用的方式和机制，缺少从动态博弈论的角度，包括谈判主

体复合行为与灵活选择、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非合作博弈有效治理的

条件、博弈规则的约束与制约以及博弈得益与分配等一般博弈的研究成果对多

边贸易体制的性质、特点及其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因此也不可能形成更加

贴近 ＷＴＯ政治经济现实生活的理论观点。

　　综观上述国际学术界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诸多研究成果，均为探究 ＧＡ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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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ＷＴＯ存在的理论基础，阐明战后贸易自由化和世界经济恢复与增长的意

义，客观认识多边贸易体制对成员政府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促进作用，进行

了非常有益的理论探索，为全面理解、准确评析、科学认识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

不同视角，也为本书主要观点的酝酿、构思和形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

如前所述，大部分这类研究因受具体学科门类的限制，大多停留在侧重于对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体系、规则和运行过程本身的介绍、评述的静态与经验主义的

考察研究阶段，而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系统分析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本身所蕴

涵的现实主义的动态合作与共赢性博弈问题，则显得较为不足。

　　从根本上来说，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并非仅仅是一套静止的规则体系，规则体

系其实是为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成员本身的利益而服务的。因此，在规则体系的形

成以及利益分配的过程中，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彰显更多的是其成员动态策略相互

依存的一面，是成员为其利益而不断谈判规则、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动态博

弈协调的一面。然而，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这一根本问题，从而使研究

的结论显得过于片面和偏颇。有鉴于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人

们对博弈论的逐渐熟悉和了解，特别是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应用，
人们开始尝试用博弈论这一全新分析方法来阐述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存在的理论

基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文献并不多见。其中

比较重要的早期研究文献是尼汉斯（Ｊ．Ｎｉｅｈａｎｓ）１１和库珀（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ｏｐｅｒ）１２的

著作。他们奠定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基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他

们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研

究较为权威的要数美国学者理查德·库珀，他是该理论的开拓者。库珀在其著

作中提出了国际相互依存理论，并分析了没有政策协调的后果。国际经济相互

依存理论说明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博弈论则揭示了国际经济政策协

调的可行性。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博弈论逐步引入该领域。博弈理

论模型表明，在有重大溢出效应时，合作行为可以导致帕累托最优。最早将博

弈论引入宏观决策分析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领域的是施希托夫斯基（Ｓｃｉ
ｔｏｖｓｋｙ）１３和约翰逊（Ｈａｒｒｙ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４，他们于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５３年分别撰写了有

关关税与贸易报复的文章，就是较早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冲突进行的一

种探索性分析。库珀在其１９６８年发表的专著中也对欧共体的经济政策协调做

了策略性的分析。１９７６年日本经济学家哈马达（Ｈａｍａｄａ）对货币领域的国际协

调进行了博弈策略分析。１５在他的著作里，协调博弈被定义为政府使其福利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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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化。非合作博弈是政府在假定其他政府行为已知的条件下使自己的福利

函数最优化。此外，１９９５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Ｋｒｕｇｍａｎ）对国际贸易冲

突进行了较好的分析，对贸易冲突的协商机制进行过研究；１６格罗斯曼（Ｇｒｏｓｓ
ｍａｎ）进一步认为加强贸易协商和合作有利于减少贸易冲突。１７

　　毫无疑问，上述研究为从博弈论角度研究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的存在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然而，真正从博弈论角度研究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的是美国学者约

翰·麦克米伦（Ｊｏｈｎ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６年出版专著《国际经济学的博弈论》。１８该

书虽然并没有直接以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为研究对象，但却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建

立关税博弈模型，证明了“互惠的贸易协定（关税削减）能增进国民福利”，从而

为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这种最典型互惠贸易协定的确立和存在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逐渐有学者开始有针对性地运用博弈论来解释

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的规则体系。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亨格福德（ＴｈｏｍａｓＨｕｎ
ｇｅｒｆｏｒｄ）。１９９１年，他在《国际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关贸总协定：在非合作

贸易制度下的合作均衡”一文，将关税博弈研究扩大至非关税博弈领域，从而得

出与关税博弈相类似的结论，即“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也会增加双方的福利”。１９此

外，霍克曼和考斯泰基两位经济学家为将博弈论应用于世界贸易体制的研究做

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在《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作者在论述多边

贸易自由化概念时，指出“在 ＷＴＯ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可以被认为是制定

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努力”，“多边贸易谈判是多阶段、多议题、多方的博弈”，进

而从博弈论的视角论述了 ＷＴＯ多边贸易谈判的互惠性及其机制。

　　在国内有关这一领域的学术层面上，由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复杂曲折、旷

日持久、涉及面广、影响力深、敏感度高，无论是研究队伍之大、著述数量之多，
还是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学会之普遍等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史上都是

空前的，一时间在中国入世前后形成了由上而下的普及 ＷＴＯ知识与规则的社

会性高潮。这种“少有”和“空前”现象从侧面说明，ＷＴＯ体系、规则、机制与理

念主要源自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自然与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与文化

理念不相融合，有些方面甚至发生激烈冲撞。这说明多边贸易体制不仅在地缘

政治上远离中国，而且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价值理念和思维观念的文化意识上也

与中国相距甚远。同时，国内经济学与法学界（其他学科领域则较少涉及）有关

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普及常识和基本规则的角度，有些甚至是出于

走形式、赶热潮的商业性考虑，不是停留在翻译、编译、汇编有关 ＷＴＯ协议本

身及相关英文著述的阶段，就是徘徊在介绍、解释、诠释和评述的水平上，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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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立体、整体与多维的角度，对 ＷＴＯ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

制的本质、特征、规则内涵、运行机理、价值理念及发展走势等实质性方面，形成

原创、自成体系、脉络清晰、逻辑贯通的研究成果。

　　对这个问题，中国台湾和香港学术界也有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台湾大

学知名 ＷＴＯ法专家罗昌发教授的《国际贸易法：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法律新秩

序》２０就很有特色。倒是那些四平八稳的所谓“利弊得失论”、“机遇挑战论”、“狼

来之说”、“让步牺牲论”、“应对冲击论”、“防范危机论”等各种借 ＷＴＯ和中国

入世之名，而兴既得利益与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论述与分析，反而充斥了多边

贸易体制的研究领域。有鉴于此，如果说国际学术界在系统研究与分析多边贸

易体制的性质方面与现实存在差距，那么国内这一研究则更是任重而道远。

　　至于在国内将博弈论运用于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体制的研究则更属于一个全

新的领域。从２００１年以来，基于这种研究而形成系统理论的，仍然较为少见。
其中主要代表成果有：《ＷＴＯ体制、规则与谈判：一个博弈论的经济分析》（盛

斌，２００１年）２１，《世界贸易组织的博弈分析》（夏晖、韩轶，２００１年）２２，《由 ＷＴＯ
谈判所衍生的博弈研究》（施锡铨，２００１年）２３，《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协

定：一个博弈论分析框架》（谢建国，２００３年）２４，《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

博弈分析》（胡磊，２００４年）２５，《试析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博弈战略问题》（刘

光溪、邹彦，２００４年）２６，以及《ＷＴＯ 制度的博弈分析》（冯春丽、周骏宇，２００５
年）２７。其中，盛斌教授在借鉴贝格威尔和思泰格尔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对 ＷＴＯ
的体制与核心规则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理性分析，并结合 ＷＴＯ规则的具

体含义、功能和谈判策略及技巧，对相关模型进行分析和论证，阐明 ＷＴＯ的设

计原则、运行机理和哲学思想。该文可以说是国内运用博弈论研究 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的开山之作。夏晖博士则借鉴了麦克米伦的两国关税政策静态博弈模

型，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了 ＷＴＯ成立的原因及条件。该文为用数理博弈模型

研究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在中国正式入世后，笔

者从谈判一线转入大学任教，潜心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博弈理论和与谈判有关

的双重博弈理论，为政府如何增强谈判能力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从而将博弈

论运用于ＧＡＴＴ与 ＷＴＯ的研究带向现实主义的新阶段。２００３年，笔者结合

自己多年参加复关入世谈判的实践，出版《入世 博弈 共赢———互补性竞争与

规则性合作》，该书可以说是国内应用合作博弈理论，来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和中

国入世问题较为重要的前沿著述。

　　此外，国内还有学者试图用博弈论解释 ＷＴＯ体制某一具体规则或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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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其代表性成果有：《反倾销中的博弈研究》（房向

明、侯光明，２００２年）２８，《ＷＴＯ保障措施规则的博弈分析》（杨仕辉，２００５年）２９，
《国际贸易政策的关税博弈分析》（王仁祥、齐丽娟，２００５年）３０，以及《贸易自由

与贸易保护的相互博弈、制衡与兼容》（任勤，２００５年）。３１其中，房向明博士从博

弈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反倾销部门与外国企业的博弈模型，给出了对外倾

销企业的罚款系数以及反倾销调查概率的确定方法，进而提出了加强反倾销力

度的建议。杨仕辉博士首次将 ＷＴＯ保障措施规则这一典型的博弈问题完整

地演绎成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并将保障措施实施国的政治动机、产业游说和

ＷＴＯ保障措施的决策影响因素和效用等联立起来研究。王仁祥教授从关税入

手建立两国在达成自由贸易前后两国贸易收益的“古诺产量模型”，通过对比分

析得出了实现两国贸易双赢的关税相对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一国选定其

最优贸易政策的重要性。任勤博士则以 ＷＴＯ的理论基础与 ＷＴＯ中贸易自由

原则与大量贸易保护原则并存作为理论依据，阐述了 ＷＴＯ中贸易自由与贸易

保护是一种相互间博弈、制衡与兼容的关系。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突破与意义

　　前面提及，本书主题观点是基于笔者１３年参加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一线工作

的实际经历与思索，基于１８年对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跟踪学习、
研究和探索，基于２５年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规律、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

国际化、全球化与一体化形成发展的演进历程与未来走向的冷静思考，几经提炼，
反复琢磨，有感而发的。这一认知求索的过程既使笔者领教了不同文化间思维方

式不同、碰撞的苦楚，也令笔者品尝了思维创新、突破与贯通的甘甜。

　　就目前来看，本书在研究方法、思维逻辑与理论建树等方面有一些创新，这

主要表现在：

　　１研究与分析的角度不再单纯从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发展历程及其本身而

是从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高度，不再受制于经济学和法学等与多边贸易体制直接

相关的专业学科的束缚，摆脱了以往研究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不是编译就是诠

释的传统路径。

　　２研究与分析所得出的“共赢性博弈”的观点，是出自长时间的学习、思考

与实践，不是应时之作（详见第二章、第三章的有关内容）。

　　３研究与分析的切入点是基于本人参与复关入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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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认知、认识到认可与认同的异常复杂的思考过程，真正体现

了“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过程（详见第三章、第四章有关内容）

　　４研究与分析是沿着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由特殊到普遍的路径

而进行的。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是个异常特殊和复杂的贸易谈判实例，就连这样

一场谈判都取得了共赢性的成果，实现了共赢性博弈，就更不用说那些一般的

多边与双边谈判了。进而说明了在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下，
在规则约束与灵活例外、基本原则与免责条款、国别成员与总理事会、争端解决

与协调仲裁、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战略等方面充满了国内政

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碰撞、较量、权衡、互动与融合，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互

动本身为共赢性博弈的实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内在条件（详见第五章、第六章

有关内容）。

　　５研究与分析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动态博弈论的视角，在把多边贸易体

制置于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一体化与区域化以及国际关系格局

大变革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样一则可以评析 ＷＴＯ本身和国际社会实现共赢

性博弈的外部客观条件；二则可以使共赢性博弈论的观点更贴近现实生活与未

来发展趋势（详见第七章有关内容）。

　　６研究与分析的实证基础是紧紧围绕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特殊性与多边

贸易体制成功运行５８年的普遍性而展开的。“共赢性”虽是种理念、信仰和价

值取向，但同时又存在于博弈的实际过程中，并取决于博弈的最终结局，做到了

价值与实用、理念与理论、理想与现实的较好结合，这样就使表面上似乎具有一

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共赢性博弈论，能深深扎根于肥沃的现实主义土壤，并能

生长、壮大于灵活多变的国际关系中。所以说，基于共赢性博弈而提出的若干

战略选择建议，就自然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政策性、可行性。

　　７研究与分析的脉络源自笔者１９９５年提出的“互补性竞争”和１９９９年面

对中美双边 ＷＴＯ协议的签署有感而发的“双赢”或“多赢”的评论，所以说互利

合作、调和协同、和平和谐的理念、价值取向全都渗透于“共赢性博弈”中，这就

从根本上排斥了以邻为壑、单边行动、霸权主义、炮舰外交以及威胁恫吓与粗暴

干涉等非互利合作、非协同与非和平博弈的诸多所谓战略、战术和做法。可以

说，中国倡导的“国家之间和而不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和“通过和平发展建立

和谐世界”等外交思想，自然为“共赢性博弈论”注入了一定的政治活力和现实

意义。

　　８共赢性博弈既是一种理念、理论，又是一种价值观、世界观，具有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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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现实意义（详见本文第八章有关内容）。本书始终关注中国现实，力图认

清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发展战略。透过多边贸易体制，详细探索 ＷＴＯ体制下制

约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国内因素，考察了影响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详见本文

第九章有关内容）。研究的结论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内，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

目标，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适应 ＷＴＯ的规则，依靠通过

“经济剩余”积累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夙愿，即由“红海战略”走向“蓝海

战略”的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详见本文第十章有关内容）。

　　本书所提出的“共赢性博弈论”之所以有一定理论突破，就在于从历史、制

度、文化以及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整体与立体、多维与系统的视角，首先总结具体

的实践，回归到指导和规范这一实践的制度体系，加以验证，然后符合逻辑地提

出了共赢性博弈论，将其扩大至更为广泛的领域，再回到中国入世后和平发展

的具体实践中，并 做 出 相 应 的 战 略 选 择。应 该 说，共 赢 性 博 弈 论 可 以 对 以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本质与走向进行一种较为现实、权威

的分析。

第五节　研究的方法、体系与结构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沿着“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基本路径，运用从

具体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分析方法，充分利用系统论、运筹学、博弈论，大胆

借鉴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与国际商法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

制度经济学有关规范与非规范制度的优秀研究成果，首先对中国复关入世的谈

判历程、构成特点和国际贸易博弈治理困境进行了概述性分析，由此触及一般

博弈向共赢性博弈转变的基本条件，认为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

规则体系是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最优制度选择，从而说明制度创新、
制度设定、制度安排以及与之配套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协议，是确保共赢性博弈

得以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实现的先决条件与内生条件，辅以分析后冷战时代国际

关系格局的大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为 ＷＴＯ可持续

性地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客观条件，进而论述共赢性博弈论对中

国入世后的和平发展战略选择的实践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基本体系与结构主要是通过十章内容来展开的。

　　第一章，详细介绍了共赢性博弈论思想的来源、本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

法，概述了有关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现状以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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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三章，简要分析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程以及这种博弈构成的特征，特

别是中美双边博弈的策略较量。

　　第四章，介绍有关非合作的一般博弈论的内涵与构成、要素与功能、模式与次

序、收益分配与纳什均衡、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等基本理论，说明一般博弈向共赢

性博弈转变的基本条件，并立足于政治经济学对其意义进行了解析。

　　第五章，转入具有典型性博弈特征的国际贸易博弈治理领域，对国际贸易

博弈治理的政策选择、发展演进、组成结构和内在机理进行扼要评述与剖析，论

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博弈有效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

　　第六章，论述以ＧＡＴＴ为代表的早期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和以 ＷＴＯ为代

表的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过程，认为这是解决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最优制

度与规则选择。之所以为最优选择，是因为多边贸易体制有一整套较为完善、
规范、实用的规则体系、促进机制、利益保障与扩大机制，再加之 ＷＴＯ成员政

府作为复合博弈主体，在信息对称与政策透明的情况下，对其国内与国际利益、
政治与经济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眼前与长远利益等进行战略权衡、取舍，进

而正式提出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本身及其主导的多边与双边贸易谈判是典型

的共赢性博弈。共赢性博弈论因而提出与形成。

　　第七章，在研究分析围绕多边贸易体制的共赢性博弈论的基础上，使之放

大到更广的国际关系空间，考察共赢性博弈得以实现的内生性制度条件与外在

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发现后冷战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嬗变，
以及伴随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与区域化的纵深发展而兴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

化改革浪潮，为共赢性博弈的顺利实现既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更为重要的

是提供了必备的制度性条件和基础。

　　第八章，论述了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及意义。共赢性博弈论源于多边贸易

体制半个多世纪的成功实践和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圆满完成，又得益于当前和

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对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动摇非合

作性一般博弈的主流地位，探讨新贸易规则，健全国际贸易博弈的主体人格，进

而构建和谐世界，均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九章，基于共赢性博弈对 ＷＴＯ和国际社会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指导意

义，反观中国入世在过渡期内的调整适应过程，简述改革与开放、开放与安全、
法律调适、体制调适以及文化调适等方面的战略认识问题。

　　第十章，利用共赢性博弈论来指导中国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如何对宏观、
中观和微观发展战略、安全保障战略以及外交战略进行科学的把握与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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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复兴事业。

　　注释：

　　１刘光溪．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２“ＷＴＯ后过渡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入世５年过渡期已过渡了３年后的最后２
年；二是指全部过渡期过渡完后的时期，即中国在没有过渡期承诺的约束下，应该如何按照

ＷＴＯ规则来约束自己、完善自己。这是笔者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提醒国

人如何及早谋划应对入世策略。

　　３王传兴．“双重博弈”理论的兴起和发展［Ｊ］．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
　　４ＷＴＯ作为取代ＧＡＴＴ的一个正式国际组织，无论主权国家还是地区政府、单独关税

区政府，入世后都是 ＷＴＯ成员，而以往ＧＡＴＴ只是临时适用的总协定，其组成者从法理上

讲只能是“缔约方”而不是“成员”。

　　５［美］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现代自由贸易［Ｍ］．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ＫｙｌｅＢａｇｗｅｌｌ，ＲｏｂｅｒｔＷ．Ｓｔａｉｇｅ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ＡＴＴ［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８９（１）：２１５－２４８．
　　７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ｌａｗｏｆＧＡＴＴ［Ｍ］．Ｔｈｅ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８ＪｏａｎＥ．Ｓｐｅｒ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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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国际贸易谈判历来就是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存在条件就是国

家经济利益的矛盾，核心就是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复关入世谈判不仅

是一场国际政治大博弈，更大程度上也是一场多边经济外交，直接关乎国家的

经济利益。复关入世谈判实际上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加入，使自己变成符合

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和世贸组织（ＷＴＯ）成员资格要求的合法成员，即自身条

件要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即国民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不具

备条件的，签订特殊例外保障条款，规定相应的过渡期。二是确定自己承担的

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作为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成员资格的成员，新加入

的成员不仅要享受成员的权利，还要承当相应的义务。所有这些任务都要通过

多边或双边谈判解决。具体到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就是根据权利

与义务平衡的原则确定关税减让表以及保证其符合成员资格条件要求的措施。

　　作为中国谈判代表团的一名主要成员，笔者参加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其中

１３年的谈判，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主要过程。１５年的复关入世

谈判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上演了一场国家利

益争夺博弈的历史活剧。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在东方文化体系中成长起来的

发展中大国要参与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形成和规范起来的国际贸易机制的过程

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有关谈判的碰撞、摩擦和融合的重要事件，并对此进行博弈

分析，以便认清复关入世谈判的结构和本质，为进一步掌握多边贸易体制及国

际贸易谈判本质奠定实证分析的基础。鉴于与美国谈判对“共赢性博弈”研究

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性，本章主要选取中国入世谈判中与美国的谈判作为典型案

例，来说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艰难历程与博弈的共赢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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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复关入世的谈判背景、行为主体及组织协调

一、复关入世谈判的简要背景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２３个创始缔约方之一，但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无理阻

挠及其他一些原因，新中国很长时间远离关贸总协定所代表的早期多边贸易体

制。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４日，“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在哈瓦那召开，中国政府签署

了最后文件，成为国际贸易组织（ＩＴＯ）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１９４８年

４月２１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从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１
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１９５０年３月６日，出于冷战的需要，台湾

当局根据美国的授意由其“联合国常驻代表”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

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１日，台湾当局又根据自身经

济发展的需要提出观察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大会的申请；同年３月，第２２届缔约

方大会接受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方大会。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贸易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满足对国外

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一是促进与外国的政治关系。”１ 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政府

更替，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新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特别

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实际上陷入停顿。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大

会通过第２７５８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关贸总

协定按照政治上顺应联合国决议的原则，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６日终止了台湾当

局的“观察员”地位。中国于１９７２年５月成为联合国贸发会议（ＵＮＣＴＡＤ）和关

贸总协定下属机构国际贸易中心的成员，中国逐步恢复了与关贸总协定的联

系。

　　从１９８０年起，关贸总协定应中国的要求，正式向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团提供关贸总协定文件资料。同年８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作为惟一

合法代表，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履行了选举权，
投票选举了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１９８１年，中国代表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纺织品

委员会第三个《多种纤维协议》的谈判，并于当年５月获得了纺织品委员会观察

员资格。１９８４年１月，中国正式参加了第三个《多种纤维协议》，并成为关贸总

协定纺织品委员会的委员。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第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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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缔约方大会。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作为观察员，中国获准出席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及

附属机构的会议。此后，中国每年都列席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大会。

　　与此同时，在与关贸总协定密切接触的基础上，中国国内也开始了有关恢

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对中国影响的分析与探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国务院批准了由外经贸部起草的中国申请复关的报告，并于１９８３年开始策划

实质性的运作。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９日，外经贸部、外交部和海关总署联

合组成考察团，到巴基斯坦、匈牙利、南斯拉夫就关贸总协定的基本情况、加入

程序以及多边谈判机制等问题进行考察。上述各国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特别

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经济体制上与中国类似。中国政府拟通过学习它们的

经验，进行一次“摸底”考察。可见，在中国正式提出复关之前，中国已经参与了

关贸总协定的许多事宜并已经做出了复关的战略决策。

　　中国在１９８６年７月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但实际上中国对这个问题的

准备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当时提出申请复关要求有３个方面的考虑：第一，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１９８０年又先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取得合法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三个主要的多边经济组织

中，只有关贸总协定中国还没有参加。第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

放，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也必然要求加强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也就是后

来讲的同国际经济接轨）。第三，更重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决定推进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为复关

谈判提供了必要的国内政治条件。中国当时提出复关申请主要有以下３个原

因：

　　首先，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申请

复关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经济规模较小时还具有相对的比较

优势，中国前两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国家经济规模扩

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由国家集中控制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受到挑战：
一方面，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国家经济计划的正确性受到挑战，国家的计划

与实际经济生活脱离的风险就越大；另一方面，基本生产单位生产动力的外

驱性也使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受到挑战，集体生产效率提高的要求与个体利

益最大化的要求产生深刻的矛盾，直接对综合国力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甚

至对国家制度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所以，如何摆脱经济低效就成为中国的

首要问题。给生产者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就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

声，并且一发不可阻挡，市场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的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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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下，国家依托的市场越大，资金和技术来源越多，越有利于国家积累财富，
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所以，对外开放也就必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

中国的战略视野。因此，申请复关是中国发展战略转移合乎逻辑的结果，以

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必然推动国家对外开放，而开放带来的好局面必然推动国

家沿着市场化的路子走下去，两者相辅相成。同时，中国还需要国际多边贸

易体制和规则的保护。

　　其次，申请复关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通过工业

倾斜政策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得中国积累起经济发展的第一桶

金。中国经济在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金之后必然要求更有利的国际市场转化

自己的生产成果，实现国家财富的积累。所以，获得市场化改革益处的中国在

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必然谋求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地

位，这是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任何力量都无法违背利益增长的内在规律。进

入了国际多边金融组织之后，再进一步要求进入国际多边贸易组织就是顺理成

章的。

　　再次，中国既有经济联系的约束也是中国申请复关的重要原因。关贸总协

定的缔约方当时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８５％，同时中国跟关贸总协定缔

约方的贸易量占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量的８５％，这两个“８５％”说明关贸总协定

对进一步扩大和拓宽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相当重要的。截至２００２年，ＷＴＯ
的１４２个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９５％，投资额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量

的８０％。获得 ＷＴＯ的一个席位，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２。不复

关，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中国就会受到多边贸易体制成员的歧视；而且即

使中国不参加关贸总协定，其各种规则对中国也是有或直接或间接约束力的，
国际经济社会特别是与大国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成为首当

其冲的受害者，严重影响国家财富的积累。所以，与其处处受制于人、摩擦不

断，不如申请复关，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在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与国际经济社会联系的双重驱动下，背负着几千年

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包袱和几十年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以及缺乏

多边合作经验的中国，开始了复关入世、回归国际经济社会的努力。而且，这条

谈判博弈之路十分艰难，可谓几多误会、几多曲折，既有彷徨，也有辉煌；既有失

望，也有希望，一走就是１５年。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场谈判，无论是政治、
军事，还是经济、文化领域，都没有像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样复杂多变和旷

日持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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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关入世谈判的主要对手

　　通观中国复关入世谈判１５年，依据关贸总协定和后继的世贸组织规则，每

个缔约方或成员理论上都是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对手，因为中国复关入世都要

涉及到其利益。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个缔约方都对中国那么苛刻，也不是

每个缔约方都提出要与中国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依据谈判的难易，可以分

为以下四个档次的对手：

　　第一个层次，最难谈判的博弈对手是美国和欧盟。它们是多边贸易体制的

主宰者和维护者，它们不光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很热衷于加强和规范多边

贸易体制及其发展走向；其利益遍布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受中国复关入世的影

响比较大，对中国复关入世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第二个层次，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等。这些国家多是多边贸易

体制的受益者，侧重关注自身的利益得失，而对多边贸易体制整体层面的问题

关注较少。

　　第三个层次，是重要的发展中成员，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泰

国、印度、印尼。这些成员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国际社会的变化对它们的影响并

不大。一般来讲，与中国经济利益纠葛越深的国家或地区，其要价越高，越难

谈；关系越敏感的国家或地区越难谈。当时中国对美出口占整个中国出口的

３７％，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份额占整个美国出口总值的３７％不到。所以，中国

市场需要美国市场远大于美国市场需要中国市场。当然还是要坚持中国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四个层次，是中小发展中成员，大多是多边贸易体制例外与特殊条款照

顾的对象。对这些成员，只要个别的市场准入问题解决了就行，如菲律宾、哥伦

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它们所关心的只是与自己相关的一些与其主要出

口产品关税相关的问题，如哥伦比亚对中国出口可可，只要把关税降下来就行

了；厄瓜多尔所关心的就是香蕉出口的问题。这些成员经济一般较落后，与外

界的联系较少，中国复关入世对它们利益的影响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所以，与

这些成员谈起来比较容易，与其博弈的策略相对较为简单。

　　显而易见，与这些中小成员相反，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大，而

且中国又是一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美国很自然成为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大

头，是博弈策略开展的主要对手。而且，只要与美国人的谈判基本解决了，其他

成员的要价也就基本满足了。事实上，美国是代表多边贸易体制的大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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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世贸组织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规则，
一方跟另一方谈判的结果必须拿到世贸组织实行多边化，对谁都一视同仁。当

时有很多中等发达国家或者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咬得并不紧，这并不奇怪。因它

们知道美国人的盘子一拿下来，它们什么也就都有了４。

　　总之，中国面临的这类主要博弈对手总共算来有３７个成员政府，在中国复

关入世谈判过程都一一出场，只是因为经济利益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要价、不

同的谈判难度。

三、复关入世谈判的决策协调机构

　　表面上看来，复关入世谈判就是中国政府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之间的

谈判，实际上并非如此。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只是申请加入方与其成员之间

的谈判协调机构。虽然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也举行了一些与申请加入方之

间程序性的谈判，但并不是整个谈判的主战场，真正的实质性谈判是在申请加

入方与成员之间进行，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因此，在复关入世谈判中实际上

存在三类谈判决策协调机构：复关入世谈判决策协调机构，关贸总协定和世贸

组织的复关入世谈判协调机构即中国问题工作组，各成员负责中国复关入世的

谈判机构。

　　就中国方面来讲，由于复关入世谈判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工业品、农产

品、海关关税、金融服务等都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跨部门

特点，哪一个国家部委也不能单独处理复关入世问题。所以，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６
年８月５日成立了国务院关贸总协定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协

调谈判中的重大政策问题。第一任组长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副组长是外经贸部

部长郑拓彬、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海关总署署长戴杰，组员是各部委的主要负

责人。各部委负责就各自领域内的事务向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提供决策支持，并

负责在各自部门内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贯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做出的决

策。随着复关谈判进程的推演和难度的增大，国务院关贸总协定部际协调领导

小组于１９８９年升格为部际协调委员会，主任由田纪云副总理担任，但整个机构

的框架基本还维持已有的。当１９９５年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国务院

世贸组织部际协调委员会取代国务院关贸总协定部际协调委员会，由李岚清副

总理担任主任，职能没变，统一对入世谈判进行协调和做出决策。

　　就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方面来讲，其主要的工作协调组织机构是根据关

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加入程序成立的中国复关入世工作组。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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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钱嘉东大使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正

式要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１９８７年２月递交了中国外贸

制度备忘录中英文对照本。１９８７年３月，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成立中国复关工作

组，然后选定瑞士驻关贸总协定大使吉拉德为工作组主席。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

工作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定出复关工作组的职责范围。中国复关工作组主

要负责组织、协调、实施多边谈判和多边非正式磋商工作，有时组织、协调和联

络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的双边谈判和多边磋商５。这样，关贸总协定负

责处理中国复关问题的协调机构就成立起来。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
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

　　依据关贸总协定的加入退出规则，中国复关谈判的对手是关贸总协定所有

缔约方。所以，中国复关入世的实质性谈判主要是在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

组织的贸易大国之间展开的。实际上，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还存在着不为人注

意的第三个决策协调机构：缔约方政府针对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班子。这个决

策协调机构与中国的复关入世决策机构类似，由相关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审议中国复关入世的文件，共同对中国复关入世给本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评估并提供对策，参与和中国进行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履行缔约方的职责。当

然，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适应各国政治机构的需要，各缔约方的中国复关

入世决策机构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美国除了相关职能机构外，还有负责经

济事务的国务卿。而机构之外的行业协会、智囊团体以及有代表性的大型企业

集团，甚至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专家，也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参与到美国对

中国的复关入世双边谈判中来，并在其中提供一些谈判、磋商和博弈策略与建

议，有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介入谈判的做法使

美国代表团在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时，其提出的要价不仅有坚实的基础，而且

还能将其博弈方略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很多时候使中国在双边谈判中

处于守势。

第二节　复关入世四个谈判阶段的博弈内涵６

　　复关入世谈判就是一个审定中国缔约方资格、确定中国作为缔约方的相应

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不同的谈判阶段有不同的谈判内容，解决不同的问题，因

此，谈判的内容随着谈判的进展而深化。事实上，在复关谈判正式开始的前几

年，“围绕重新加入还是恢复、中国台湾与香港问题、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即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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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身份加入以及加入或者恢复的入门费高低等几个核心原则问题，在国内各个

层面和对外与ＧＡＴＴ以及美国、欧共体，同样进行异常艰苦的讨论、磋商和谈

判等博弈较量”７，最终就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关税谈判等方面敲定了３项复关谈

判的基本原则。大体上来讲，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程按加入程序和实际谈判内

容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确定复关制度

性条件阶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双边市场准入谈判阶段（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５月）、多边程序性谈判阶段（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通

过对四个阶段的划分与认识，不难把握复关入世谈判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及其博

弈特点。

一、准备阶段

　　１９８７年２月中国递交了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中英文对照本。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自己的经济状况、贸易体制、税收与财政体制向全世界做了

一个公开的亮相。准备和起草外贸制度备忘录也是梳理和了解我们家底的过

程。１９８７年３月ＧＡＴＴ成立中国工作组，然后选定工作组主席，到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中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定出复关工作组的职责范围，这是准备阶段。

二、确定复关制度性条件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在日内瓦举行正式或非正式或小范围或会下的多边

磋商或中国工作组会议等方式，针对中国代表团递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分析，释

疑解惑，最终在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的第１５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完成了综合问题清

单的讨论。在这一谈判期间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

　　第一项就是解答疑难问题。递交外贸制度备忘录后，主要关贸总协定缔约

方根据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提出了２６００个问题。这２６００个问题分头交由当

时的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海关总署、外交部等回答。将书面回答交到欧盟、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它们当场表态一般都说解答得很好。但过了两个月后，待

中国工作组会议召开时，它们对上一次我们解释的情况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中

国复关代表团又带回北京，分类进行书面解答。这样就由１个问题扩展为３个

问题，３个问题扩展到６个问题，６个问题扩展到１２个问题，最后２６００个问题扩

展到上万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经贸体制是怎么运行的，什么是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何谓“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什么叫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什么叫“治理整顿”，如此等等。这一阶段的６年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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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提问题，中国给予书面回答，主要缔约方再根据中国提供的书面解答提出

新的问题，我们再给予新的回答。书面说不清的就定期到日内瓦召开中国工作

组会议面对面地解释。这个时期的谈判博弈特点就是中方力图向对方说清楚

中国的经济贸易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并说服主要缔约方相信中国正在向ＧＡＴＴ
靠拢，有能力履约。这期间谈判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国复关的“制度条件”，也

是基础性条件。只要中国奉行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规则，那么，中国复关的

第一道关口就可以迈出，否则就拖着你。

　　第二项是整理综合问题清单。主要是在解答问题阶段完成以后，主要缔约

方根据中国的答疑材料，整理出新的问题清单，也就是初步综合问题清单。这

个清单也是讨论议定书的原始基础，这一综合问题清单就是定性中国是不是真

正搞市场经济，但那是在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前，谁都不敢提市场经济这

个词。事实上邓小平在１９８１年会见非洲一位客人时就讲到了中国也可以利用

市场经济的问题，在经过１１年的认识之后，邓小平才把市场经济这四个字真正

在全国亮相，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当时关于中国适合不适合搞市场经济，我

们在第一线谈判的同志一提到市场经济就讳莫如深。１９９２年底，中国才正式对

外宣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

　　在第一个６年，中国准备了很多答疑材料，回答了数不清的问题，按国内准

备的材料和口径进行回答，有很多问题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中国工作组的第１１次会议召开。那时正巧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

报向全世界报道，外经贸部将十四大正式报告传到日内瓦，当时代表团团长第

二天就要发言，当天晚上修改稿子，把十四大有关建立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与

扩大开放的内容全部加进去了。中国代表团团长那天上午作演讲，向全世界宣

布，大意是不要再审查我们了，中国决定今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不搞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了。现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
中国的复关和入世还将处于漫漫长夜。试想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是２２年，
但那是个政治谈判，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成员的表决，而中国的复关入世却要取

决于美国的态度。你不承认搞市场经济，就提出很多问题让你回答，这其中隐

含的博弈策略就是拖延技巧，所以就出现一种一生三、三生十、十个问题再带出

上百个问题的怪现象。中国回答对手提出的问题，现在看来，很多问题都是我

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所提出的问题是按照是否搞市场经

济提出来的。在它们看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是很难

运作的，缺少可预见性，而且计划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调节手段，属于主观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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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反映了供求关系的规律，属于客观范畴，所以计划和市场是不能相互

并列融合的。

　　第二项就是解决了“市场经济”四个字。这四个字当时对我们来说有重大

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打破了谈判的博弈僵局。在１９９１年

前后，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中国复关怎么谈？问题怎么解释？中国的改革怎

么深化？怎么采取有力的措施？中国对外开放采取怎么样的政策？这都是谈

判的问题。美国人话里话外意指：“你们不行了，已经被打入另册”。话虽没这

么说，但实际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你怎么改怎么放，都不如俄罗斯和东

欧。中国的解释是不搞休克疗法，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中国有１３亿人口，不

能出现休克，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奠定了中国参加

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基础。中国承认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

在全世界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非常积极的反响。当时谈判如果继续在中

国经济体制上纠缠下去，就会丧失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朋友。某些与发达缔约方

关系较为密切的发展中缔约方的代表私下说：“你中国到底搞什么，你搞的经济

体制不但美国人有疑义，我们发展中国家也看不惯。”８ 所以说市场经济这四个

字就是解决了中国复关最重要的体制条件。复关入世谈判第一个６年最终解

决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条件问题，应归功于邓小平的英明伟大和远见

卓识。所以邓小平那些掷地有声的话，在中国复关第一线谈判的人员感受颇

深。例如，“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当时对界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误区的一

个重大理论突破。另一句内涵深邃的名言，对中国后期谈判起了很重要的指导

作用，我们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用消极的抵制甚至

是错误的眼光来看待关贸总协定。过去认为关贸总协定是发达国家用来维护

和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机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有效

工具。邓小平这句名言就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是

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

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

验。”文明成果就是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东西，还有什么体现文明成果的

东西不可以学习？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先进文明

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国际社会探索和寻求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的重要制度化

成果，意味着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重大进步。所以，当时中国复关谈判的进程

若不加快就无法适应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的国内外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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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阶段

　　双边市场准入谈判是复关入世谈判最具实质性的阶段，其中涉及中美和中

欧两场最复杂也是最关键的双边谈判，主要内容是市场准入涉及的关税减让、
非关税措施取消、服务业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解决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问题。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成员漫天要价、无理阻挠，中国

复关未果。１９９５年１月，ＷＴＯ取代ＧＡＴＴ；同年１１月，中国决定申请入世，并

根据要求与 ＷＴＯ的３７个成员开始了拉锯式的双边谈判。这期间跌宕起伏，
山重水复。而最难打的硬仗莫过于中美谈判，其次是中欧谈判。这期间中美正

式双边谈判进行了２５轮，中欧谈判进行了１５轮。应该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中美双边 ＷＴＯ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入世实质性谈判（即第二个六年谈判）
的结束。尽管与少数其他成员的谈判还在进行，但它们的要价都不可能超过美

国。这一阶段主要解决如何培育、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问题，这涉及到市场开

放的条件、速度、范围和承受力等内容，涉及农业、工业品、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

四个方面的开放问题，核心就是一个市场开放的时间表，如在农产品、工业品、
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如何进行市场开放。实际上，通过与美国和欧

盟的双边谈判，又产生了两个服务业贸易减让表。这些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内容

就成为多边谈判敲定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具体减让表核心内容的基础。

四、多边程序性谈判阶段

　　中国一开始对这个阶段的谈判复杂性估计得有些不足，以为程序性多边谈

判会很快就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以及具体义务承诺表达成协议。但

是，２０００年３月、６月和７月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连着三次去日内瓦，实践证明

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把我们的双边承诺和十几年谈判的内容比较恰当地用

ＷＴＯ的法律语言表达出来，黑字落在白纸上，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同样充

满了实质性谈判和艰苦博弈。

　　在进行多边程序性谈判的同时，中国又与几个成员完成了入世双边市场准

入谈判。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与墨西哥谈判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与所有 ＷＴＯ
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全部完成。

　　中国入世基本文件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７日在日内瓦获得通过。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１０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

入世的决定。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国入世议定书，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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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ＴＯ秘书处递交了中国入世批准书。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成为 ＷＴＯ正

式成员。

第三节　复关受阻与中美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博弈分析

　　根据关贸总协定有关条款，在一般情况下“入关”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关

贸总协定第３３条，由申请方与缔约方通过谈判有关条件而加入；二是根据关贸

总协定第２６条规定，由某缔约方发表声明，证明它已经代表某个独立关税领

土，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而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其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这在

关贸总协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基本上是按照第一种

方式申请复关的。按加入程序，申请加入方首先要全面系统地介绍其经济贸易

体制，供缔约方审议，以确定该体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要求；解决经济体制与世

界经济主流体制接轨的问题之后，谈判才能进入根据申请方的基本情况确定其

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的程序，即实质性双边与多边谈判。所以，中国在

完成缔约方对其外贸体制的审查之后，才能开始与提出双边谈判要求的缔约方

进行实质性的市场准入谈判。

　　实质性谈判包括两条主线：一条是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即开放市场的谈判，
双边谈判主要解决逐步降低关税、逐步取消进口限制、逐步开放服务贸易这三

个问题，而中国复关入世双边谈判的关键是能否争取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

入；另一条是围绕起草中国复关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主要工作是规定中

国入世后所享有的具体权利和需要履行的具体义务。而双边和多边相结合是

复关入世谈判的特点。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 ＷＴＯ工作组作为多边框架，其工

作基础是申请方与缔约方的双边磋商，同时这种双边磋商的结果最终要多边

化，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可。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交织共存是复关入世谈判的现

实，所以，本书在选取案例时不是以谈判的性质而是以时间段为标准来进行的。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过程和结果证实了这一不恰切比喻的恰切性。在中

国复关入世双边谈判的３７个对手中，其他成员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提出

条件，比如泰国只要求中国多进口它的大米，厄瓜多尔要求中国多买它的香蕉，
委内瑞拉则只关心石化沥青问题，而菲律宾的主攻目标是椰子油。中美谈判范

围广，内容多，难度大。美国是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征途上最大的影响因素，因

此，本书案例分析的焦点就锁定在复关受阻的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和由复关向入世

转变的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这两个阶段，即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最具复杂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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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段。

一、复关受阻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

　　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以前，中美分别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９８７年

４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９８９年５月举行了５轮谈判。中美关于中国复关谈判的主

要焦点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问题；另一个是中

国是否同意在复关后，允许美国等缔约方援用ＧＡＴＴ有关选择性保障条款，对

本国若干重要产业实施保障性措施问题。在第四轮谈判中，两国就双方的贸易

往来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议定书草案，使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在１９８９年５
月的北京第五轮谈判中，美国基本上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双方达成了一系列谅

解和协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复关谈判有望在１９８９
年内结束。

　　可是，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来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并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
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发生实质性改变，美国就复关谈判的基调发生大转折，不但

复关谈判涉及的双边谈判和以日内瓦工作组会议形式的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

入了停顿状态，而且还危及到前一阶段中国复关谈判特别是答疑阶段的成果。
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缔约方，首先在中国的治理整顿问题上发难，认为当时

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政策是倒退，是向计划经济回归，与ＧＡＴＴ倡导的自由市

场经济相抵触，要求对中国的外贸制度重新进行审议。

　　面对发达国家的责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国向ＧＡＴＴ提交了《关于中国外贸

制度的补充文件》，向主要缔约方进行解释。文件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改革开

放和治理整顿的观点：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宪法确定的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治

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所有治理整顿、深化改

革的措施都将在坚持改革总方针不变的前提下进行。１９８９年ｌ２月和１９９０年９
月，ＧＡＴＴ中国工作组举行第８次和第９次会议，应主要缔约方的要求，重新审

议中国外贸制度。中国代表团经过精心准备后，开始向 ＧＡＴＴ各缔约方耐心

解释中国政策，努力在有限的谈判时间内争取各缔约方对中国政策的正确理

解，推动复关谈判向前发展。

　　１９９１年１月，中国工作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７月份草拟中国复关议定书。
美国、欧盟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持保留态度，并对中国国内价格

体系、进口许可证制度、进出口年度计划和透明度等问题极为关切。它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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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中国所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予以慎重考虑。美国要求中国外贸政策与

关税实现统一性；在外贸制度方面具有透明度；取消不符合ＧＡＴＴ规定的非关

税壁垒，确保关税作为惟一保护手段；拟定价格体系改革的时间表；在价格改革

完成之前接受（歧视性的但确有先例的）选择性保障条款等。欧盟对中国经济

体制的特殊性及正在进行的改革相当关注，也要求中国接受选择性保障条款，
并表示在中国接受选择性保障条款的前提下，考虑逐步取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

数量限制。

　　就在中国复关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的时候，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台湾当局提出

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的名义向 ＧＡＴＴ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申请。
在中国代表的强烈坚持下，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６日，中国政府就台湾地区加入ＧＡＴＴ
问题与美、欧、日等主要缔约方取得了一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

区，本着“中国内地复关在先、中国台湾入关在后”的原则加入 ＧＡＴＴ。同年９
月２９日，ＧＡＴＴ理事会主席根据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谈判达成的谅解，就处理台

湾地区加入ＧＡＴＴ的问题发表了同样精神的声明。

　　从１９９１年６月到１９９２年８月，中美在复关谈判以外，基于美国１９８８年综

合贸易法案的３０１条款，就双边贸易中的市场准入问题举行了７轮谈判。美国

就减少中国市场准入壁垒问题提出建议案，包括具体行动建议和开放市场的时

间表，涉及到透明度、进口替代、进口许可证等许多问题，许多要求超出了中国

经济发展的水平。中美双边贸易的问题也纳入了中国复关的多边谈判之中，客

观上扩大了中国复关谈判的内容，甚至出现了把中国复关与人权等问题挂钩的

政治化倾向，从而使中国的复关谈判更加复杂。美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双

边市场准入谈判是否取得进展以及进展的大小，同美国支持中国最惠国待遇和

复关问题联系在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做出更

大让步，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市场。中美进行了７轮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却未

能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１日宣布了价值３９亿美元

的报复清单。中国外经贸部也于同年９月９日，公布了中国反制裁报复清单，
决定将对４０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进行报复，两国贸易战一触即发。经过紧张的

双边磋商，中美谈判代表终于在美国公布的报复期限之内达成了协议。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１０日，中美签署了《中美市场准入备忘录》。美方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支

持中国早日复关，但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并未履行这一承诺。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３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在日内瓦召开第１０次会议，决

定在继续审议中国外贸制度的同时，开始进行中国复关议定书问题的讨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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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１０月２１～２３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第１１次会议。在这

次会议上，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提出了中国复关的非正式议定书

框架讨论文件———“初步综合问题清单”，并建立了议定书非正式磋商机制。中

国复关由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４年７月，关贸总协定

中国工作组相继召开了６次工作组会议，继续就议定书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关贸

总协定的原则，在主要缔约方所关心的关税与非关税减让、贸易管理、贸易政策

统一实施和透明度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出了一系列承诺。但是，以

美国为首的主要缔约方漫天要价，把一些本不属于现行关贸总协定义务、不属

于中国申请复关讨论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服务业市场开放、农

产品与纺织品贸易９ 等，强行塞入中国复关谈判中，从而使谈判日趋复杂和困

难。中国复关谈判因美国的阻挠，在１９９５年１月 ＷＴＯ生效之前未能完成。

二、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政治战略考虑

　　虽然中国复关在１９８９年之前是一路顺利的，但在此之后，特别是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这一阶段，中国复关谈判因为中美两家的博弈较量，描绘出一条拐点颇

多、一波三折的轨迹。对于这阶段中美国漫天要价、刻意阻拦的状况有许多见

解，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笔者认为战略因素是美国考虑的首要问题。美国处理中国复关问题

是在美国全球大战略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在中国复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无不打

上当时美国全球战略的烙印，体现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要求。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

政治风波发生之前，美国是在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格局下审视中国复关谈判

的。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任何两国的联合都是对第三国的强大威胁。
在中苏友好时期，美国十分害怕共产主义的蔓延和扩张，极力联合发达国家对

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全面封锁和分化瓦解。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之前，中苏虽然经常

摩擦不断，但在共同对付美国的总体战略上没有什么变化；中美建交使得美国

在中苏关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中美苏三角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中

国希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保持正常关系，特别是希望通过中美关系的

改善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期望从美国得到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虽然美国从

政治上并非真正要让中国富起来，更不愿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但是美国要通过

满足中国的部分愿望来达到自己的企图，那就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拉拢中国，
共同对付苏联。”１０美国政府想把中国尽快拉进关贸总协定，为苏联和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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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经济转轨的样板，这是冷战格局下美国的单边愿望。美国决策层认为，中

美联合改变了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中国在共同对付苏联上有重要战略价值，
美国应该尽量维持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中

美经贸关系要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满足中国发展经济对资金、技术以

及国际经贸关系的改善等需求。让中国尽快进入关贸总协定，只不过是美国战

略格局中的一步小棋而已，中国接受关贸总协定的游戏规则，还有利于维系中

美战略合作关系。因而，在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前美国对中国复关采取了较为配合

的支持态度。但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消失，中

国在美国战略棋盘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重心从联合转变到强调中

国自身存在的战略价值，即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好处，中美经贸关系不再处于服

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地位。因而，美国对中国的复关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千

方百计增加对中国复关的要价。

　　其次，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同发生了改变。一方面，
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比较认同的，美国似乎看到了中

国实行非计划经济的希望，这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意识形态等方

面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在中国复关时对改革措施的要求并不太高，些许的改

革就能满足其要求。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改革的每一步措施都较满

意。但是，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改变了

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同，不再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自己力量的壮大，而是越来

越把中国看成一个竞争对手，把中国的兴起看成是对美国独霸地位的挑战，必

须通过经贸交往和国际规范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失去了与中国进行国际

战略合作政治基础的美国就转而谋求从中国市场开放中谋取最大经济利益，实

行“接触加遏制”的对话战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加快，
经济迅速成长，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中的重要力量，在某些领域甚至已成为美

国的竞争对手。鉴于处理日本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入关的教训，美国各界认为，绝

不能再沿用冷战时期惯用的以经济让步换取中国政治合作的做法，绝不能让中

国轻而易举地复关。因此，美国大大提高了中国复关的要价，完全不顾中国经

济依然落后的现实，完全不顾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强调所谓待遇的相互“对等”
与“公平”，坚持要中国以“商业条件”而非“政治条件”加入关贸总协定１１。总之，
美国与中国进行复关谈判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市场准入谈判，最大限度地

打开中国的市场；二是想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条件，促进中国国内市场经济体系

的培育和发展，从意识形态上防止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认为绝对不能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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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慈手软，必须利用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后机会，强行打开中国市场，通过贸易规

则来控制中国经济的走向，避免出现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所以，有人曾

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作过这样一个比喻：这场谈判就像打一个靶子，每次中国

瞄准靶心时，靶子却总是莫名其妙地移动开去。

　　再次，还有观点认为美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变化。１９８９年春夏

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之前，由于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宣传比较客观公正，这个时期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总体比较好，社会舆论有利于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以后，由于发达国家的片面宣传，美国公众对中

国的印象急剧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对华态度以迎合公众。美国公众对中

国有好印象的比例从１９８９年风波前的７２％，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９％和１９９１年

的３５％；对中国有不好印象的比例从风波前的１３％，猛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７％和

１９９１年的５３％；认为中国是“亲密盟友或朋友”的比例则从１９８８年的２６％，降

到了１９８９年的１６％和１９９１年的１３％。１２这些见解和民意测验很有代表性，从

宏观上把握了中国这一阶段复关谈判的发展，或者把握了复关谈判某个侧面的

本质，但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全面、不系统，无法对中国决策提供全面有效、有

针对性的工具。

三、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具体表现及消极作用

　　其实，复关入世谈判的各方都是“复合博弈主体”，复关入世谈判是一个“双

重博弈”过程。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这个时期中国的复关谈判。１３从１９９３
年中国复关谈判的总体进程看，中国工作组已召开３次会议，会议在已有的基

础上，进入了就中国复关议定书具体文字起草的实质性阶段。中国同欧共体、
日本等主要发达缔约方的双边磋商也在保障条款、关税谈判等问题上取得了较

大进展，同时与美国也进行了２次正式双边磋商，可以说中国距复关只有一步

之遥。前脚已踏入，后脚即将迈出。这“后脚”之所以很难迈出，主要阻力来自

美国，具体说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中美关贸总协定双边磋商进

展与中国复关多边谈判相比，就显得在步伐上不够协调，滞后许多，抑或说起了

拖后腿的作用。美国打着积极支持中国复关的幌子，事实上在中国复关多边谈

判中持消极态度，迟迟不愿让中国工作组进入议定书的起草阶段，甚至在中美

双边磋商中节外生枝、颐指气使，旨在控制中国复关的总体谈判节奏，试图在双

边经贸问题上获得中国更大的让步与利益。

　　首先，美国 ＵＳＴＲ官员无论在多边、双边谈判的正式场合还是在同中国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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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使馆商务处官员私下接触的非正式场合均扬言：“中国进入 ＧＡＴＴ后，美国

迫于国内立法的压力最终会援引ＧＡＴＴ第３５条与中国互不适用总协定，但中

国复关前的多边、双边谈判，美国作为关贸总协定主要缔约方要起主导作用，美

国对中国入关议定书的内容非常关心，不会对其起草过程袖手旁观。”ＵＳＴＲ负

责ＧＡＴＴ事务的高、中层官员自１９９２年底就开始向外界公开宣称，中国要早

日进入ＧＡＴＴ，没有美国全面参与谈判是不可能的。ＵＳＴＲ的这些表态是自相

矛盾、缺乏逻辑的，无疑是在向中国施压，以使中国不能绕开美国而积极推动谈

判，并逼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问题上作出更大让步。

　　其次，美国在继１９９２年把中国复关谈判同中美市场准入谈判挂钩后，１９９３
年又把中国是否严格执行三个备忘录和是否进入双边服务业谈判，同复关谈判

人为地联系起来，强烈要求将中美市场准入协议内容多边化写入中国复关议定

书。１９９２年６月，中美市场准入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国为了在关税减让、市场

开放和机电产品进口控制方面获得我方更大让步，把复关谈判同中国是否满足

美国关于市场准入谈判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市场准入备忘录签订仅３
个月后，ＵＳＴＲ就在中国３个协议执行的问题上百般挑剔，居然以中国未能严

格执行或违背３个协议为借口，对其在市场准入协议中关于“强有力支持中国

早日入关”的承诺闪烁其词。美国为摆脱其食言的尴尬境地，从１９９３年３月中

美第６轮总协定双边磋商始，ＵＳＴＲ官员就公开和私下放风，逐步把其是否强

有力地支持中国入关，同中国是否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备忘录挂起钩

来。按中美市场准入备忘录关于中国改善关税和进口管理体制的时间表看，有

些方面短则１年，长则３年，这无疑把中国复关谈判的进程人为地向后拖了２～
３年。此外，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的具体问题（如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获

益后，又开始在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问题上做文章。１９９３年５月，美国贸易代

表致函中国代表，明确提出美欲同中国进入双边服务业谈判的愿望。对 ＵＳＴＲ
的要求，中国以中国已积极参与 ＧＡＴＴ乌拉圭回合项下“多边服务贸易总协

定”谈判为由，把美国的要求挡了回去。美对此并未束之高阁，相反，ＵＳＴＲ于

１９９３年７月提出以中国是否同意谈判服务业问题来决定是否举行原定的第７
轮中美总协定双边磋商（此次正式双边磋商在华盛顿举行是由美国提出来的）。
这说明，美国逐步把双边是否谈服务业问题与中国复关谈判进程也交织在一起

了。

　　再次，美国对关贸总协定多边、双边谈判中就中国复关的一些原则与技术

性问题所形成的已有谅解提出质疑，追究细节，立场后退。在１９９３年３月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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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第６轮中美双边磋商中，美国代表团对中国就复关问题阐明的７点原则立场

以“中国本身不是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恢复’将带来一系列技术性问

题”，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自称，美国不可能同中国进行关税谈判１４和不承诺

给中国最惠国待遇（ＭＦＮ）等理由作了回应，致使此次双边谈判未取得进展，对

外产生了消极影响。美国坚持认为，美国过去就中美双边磋商提出的５点原则

已很难适用变化了的情况，须进行修改，补加新内容，如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时

间表、选择性保障条款和中国如何承诺乌拉圭回合协议等。同年７月在华盛顿

举行的第７轮中美双边磋商中，美国以内容过时为由，不仅推翻了其６月２１日

向中国提交的中国议定书美方草案，而且对中国代表团关于美方草案的建设性

修改意见也不予作出反应；相反，却就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海关估价与申报程

序和市场准入协议的执行等问题纠缠不休，丧失了起码的谈判诚意。值得一提

的是，在上述两轮的中美双边磋商中，美国一改过去对特别保障条款“美方不存

在问题”的立场，转向坚持中国议定书必须写入“选择性保障条款”，与欧共体一

起，甚至提出关贸总协定不仅有权审议中国履行关贸总协定义务的情况，而且

有权进行２年一度的磋商，监督、审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无形中又提高

了中国复关的代价。美国试图在中国复关议定书中写入“过渡性政策审议机

制”，是为其将来继续对中国的经贸体制改革指手画脚、为干预中国经济贸易决

策打下铺垫。

　　最后，ＵＳＴＲ对美国国内官、商、学各界提出的一些说法（如使中美相互适

用关贸总协定关系的积极建议）反应迟钝、冷淡。中美市场准入协议于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签署，曾一度使美国官、商、学各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乐观地看到了中国复关

谈判工作的曙光，纷纷就中国复关后，美国政府如何绕开“杰克逊—瓦尼克”修

正案的困扰，对中国适用关贸总协定的问题提出了诸多积极建议：

　　（１）美国政府可以借冷战结束之东风，废除或者修改那些过时的、不符合当

前形势的遗留法令（如“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２）在绕开“杰克逊—瓦尼克”案的同时，美国总统可借助“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

法案”１１０６条的授权，发布行政命令，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已同ＧＡＴＴ相协调，美

国可与中国相互适用关贸总协定。

　　（３）在中国议定书之外，单独签署一个基于现存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有关最

惠国待遇规定的双边附协议，同意只要美不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美就将同意

中国适用关贸总协定，这样美国一则绕开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国内立

法困难，二则可以在不违背关贸总协定义务的情况下与中国相互适用关贸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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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这将有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远利益。

　　（４）美国一些著名关贸总协定专家从中美相互适用关贸总协定关系的长远

利益出发，甚至提出赋予“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祖父条款１５待遇。对美国来

讲，这样可解决美国履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关贸总协定义务与其国内立法之

间的矛盾；对中国来言，则可防止美国在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时在其贸易法规

的移民政策之外再附加新条件。

　　不管上述建议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几分，但 ＵＳＴＲ均以中美双边政治关

系的现状、国会对最惠国待遇的讨论和经济制裁尚未取消等为借口不予理睬。
相反，ＵＳＴＲ对外界关于因市场准入谈判涉及关税问题、中美双方实际已进入

关税减让谈判的评论却神经过敏，声称中美既然将来互不适用关贸总协定，美

国不可能接受中国关于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的邀请。这对中国同一些发达缔约

方（如日本、澳大利亚和北欧诸国）即将和已经开始的关税谈判势必产生一些消

极影响。

四、美国阻挠中国复关是基于其经济战略考虑

　　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中国复关采取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拖延态度。美国

对中国自１９９２年初以来一系列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政策措施的出台、建

立市场经济决策的公布与按国际规范进一步改善外贸体制的举措、中国领导人

对中国复关的“决心”与“信心”的重申、中国工作组主席关于中国恢复议定书框

架综合问题清单的推出与起草、中国议定书非正式磋商机制的建立、发展中国

家对中国早日复关的支持和日本１９９３年２月将与中国开始关税谈判的正式意

向，以及美国国内工商界对中国尽早进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呼吁于不顾，甚至不

顾其在中美市场准入协议中的明确承诺，依然故我地对中国复关谈判采取仅有

言辞意向而无实际行动的消极拖延态度。对此，美国是有其经济与贸易利益考

虑的。

　　第一，从积极方面看，美 ＵＳＴＲ迫于当时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现状、国内立

法困难、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酝酿与调整和经济制裁未取消等因素，并不想

在中国复关谈判进程中采取积极行动，使中国在目前的中美双边政治关系背景

下进入ＧＡＴＴ，造成惟独美国一家与中国互不适用关贸总协定的后果，这不仅

会激怒中国，而且也不利于美在华的长远经贸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 ＵＳＴＲ
不如采取暂时拖延中国复关谈判进程的策略，以控制谈判节奏，待将来条件成

熟（说服国会修改国内立法、中美双边关系出现转机、经济制裁取消、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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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基本到位等），伺机推动中国复关谈判，并与之相互适用关贸总协定。这种

“拖延伺机”策略不仅可以迫使中国在入关门前就中美双边经贸问题作出更多

的让步，满足美国的各种要求，而且也可以避免将来中美重谈相互适用关贸总

协定的诸多麻烦。

　　第二，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现状看，美国取得在华额外经贸利益的惟

一杠杆就是暂不让中国如期进入ＧＡＴＴ。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
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的改善、纺织品贸易协议的续签、服务业

市场开放以及投资保护等问题，均是美新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议程上亟待解决

的，这些问题是否能在近期内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美新政府整个对华政策的

成功与否，而且也影响到克林顿社会变革计划和重振美国经济方案的实施进

程。一旦中国顺利进入 ＧＡＴＴ，中国不仅可以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为后

盾，迫使美国改变其在最惠国待遇、纺织品配额、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
高新技术输出与投资促进限制等问题上对华采取的不公平、歧视性贸易待遇，
而且还可援引关贸总协定的诸多原则，有理有节地要求美国把知识产权、市场

准入、贸易不平衡、劳改产品等问题从双边范围纳入多边贸易谈判中来解决，以

遏制美对华贸易政策中存在的单边主义倾向，防止美国从中美经贸双边谈判中

获取额外和不公平的经贸利益。当然，中国进入 ＧＡＴＴ后，美国会继续以“国

内立法优先”为原则，要求中国坐到双边谈判桌旁，来解决美国关心的经贸问

题，但中国至少可以依照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的现有原则，争取国际经贸

社会的支持，同美国展开对等、公平、富有成效的双边经贸谈判。

　　第三，中国自１９９２年初以来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举动，明确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加快中国经济与世界

经济接轨的过程。这使美国在中美关贸总协定双边磋商中要求中国复关议定

书中须写入市场导向改革和价格改革时间表承诺的要求已显得不合时宜，而且

这些要求过于笼统、宏观，不符合美工商界的现实切身利益。再者，美新政府对

中国恢复方式、标准议定书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地位、非关税壁垒的取消、建立

市场经济的诚意、私有经济的前途、农业经济政策的调整、贸易政策实施的统一

性与透明度等问题，不仅一时难以形成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而且在中国复关

前有些问题必须得以澄清与解决，这样一来，美国不仅需要争取时间重新调整

其已有的对中国复关的要求，而且也需要时日协调这些复关要求与其整个对华

经贸政策。这也是美国在中国复关问题上开始坚持要中国在议定书中必须写

入“选择性保障条款”和“过渡性经贸政策审议机制”的深刻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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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美国试图把中国复关谈判与中国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

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挂起钩来，使此两个谈

判并驾齐驱。中国台湾自１９９０年元月提出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加

入ＧＡＴＴ的申请至１９９３年已历时３年，关贸总协定中国台湾问题工作组自

１９９２年９月成立后，仅召开过２次工作组会议，中国台湾与其他缔约方的关贸

总协定双边磋商也未全面展开，由于中国台湾经济贸易体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

题和其与美、日、欧共体出现的种种双边经贸摩擦，中国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

谈判并非如原来一些发达缔约方预料得那么简单。既然“中国内地复关在先，
中国台湾入关在后”的问题已在关贸总协定范围内形成共识［在 ＷＴＯ生效之

前（原称 ＭＴＯ，后美国倡议改成 ＷＴＯ），这一共识不会产生动摇］，美国通过拖

延中国复关谈判进程，一则可以控制中国复关谈判不至于把中国台湾加入关贸

总协定的谈判甩得太远，防止出现中国复关后阻挠中国台湾入关的局面；二则

可以利用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入关谈判的相互牵制，迫使海峡两岸共同在对美

国经贸问题上（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服务业市场开放及投资措施放松

等）作出更大让步，实现“一石二鸟”的政策目标。

　　第五，美国试图通过中国复关谈判，进一步探究中国对即将结束的乌拉圭

回合一揽子协议的真实态度。中国虽然全面参与了乌拉圭回合各项议题的谈

判，并采取了积极、认真、灵活、务实的态度，在一些多边、双边场合，我方也一再

重申中国将成为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签字国。但美国对中国这一立场一直存有

疑虑，美国希望中国把对待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的承诺态度明确写入我复关议

定书中。这是美国力图把中国复关谈判拖至乌拉圭回合结束后与 ＷＴＯ生效

时再完成的主要考虑。

　　第六，美国故意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以突出美国在恢复谈判中的主导

作用。待关贸总协定各方和中国方面作出各种积极努力，中国复关谈判攻坚阶

段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美国也许会以“救世主”的面孔出现，充当解决

中国复关棘手问题的能手，要挟中国在实质性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以满足

美国要求，否则美国就不提供解决中国复关症结问题的“钥匙”。此外，美国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获得国会通过后，特别是美国作为 ＡＰＥＣ第五任

轮值主席期间，分外垂青 ＡＰＥＣ，以图重振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外交主导

作用，促进美国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ＮＰＣ）尽早成形。中国作为亚太

地区的一个大国，目前又是非关贸总协定缔约方，ＡＰＥＣ是中国目前参加的惟

一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美国要实现其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利益，没有中国在



共赢性博弈论

３８　　　

　 亚太的积极配合与合作是很难成功的，美国对中国复关谈判暂时拖延几年，以

迫使中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ＡＰＥＣ发展问题上来，以帮助美国实现其在亚

太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英关于中国香港过渡问题上的争执，美国绝不会无动

于衷。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已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１年分别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单独缔

约方。到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后，中国依然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这无论在关

贸总协定范围内，还是中英、中葡、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与中国澳门

一系列政治经贸关系中，中国政府都将处于一种被动尴尬的境地。美有意拖延

中国复关进程，制造谈判紧张气氛，在某种程度上既可增加美在中国复关谈判

中的要价能力，也可迫使中国为得到美国对中国复关谈判的支持而在中国香港

的一些问题上向英方作出某些让步。

五、中国复关冲破阻挠的博弈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这一阶段中国复关谈判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原

因在于美国的有意阻挠。美国利用自己是关贸总协定主要缔约方的体制内优

势，谋求自己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阻挠中国复关谈判进程的发展就是

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和技巧，是谈判者为完成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而耍的一

个政治外交手腕。中国复关谈判的这种局面反映的是美国内部利益集团为使

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巨大努力，表现为利益内涵变化后的宏观战略转移和

民意变化。美国这种利益攫取意向与中国复关的初衷形成尖锐的矛盾。中国

复关目的之一就在于拿到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分享多边贸易组织和经济全

球化的成果，并可以利用其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战中占据有利位置。而美

国的做法使中国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同时，迅速失去了国内市场，背上与自己经

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的负担，限制中国自我保护的能力，牢牢锁定中国改革走

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就使得中国在复关上的利益大大缩水。由于美国占有

中国所没有的稀缺资源———缔约方资格，所以，中国在下一步的谈判中要付出

代价是一定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到付出得最少。这就要釜底抽薪，需要中国的

谈判者展开智者的游戏，争取对中国有利的分配格局。针对美方对我复关谈判

立场的新变化及其主要考虑，国内有关部门和中国谈判代表应对此有一个充分

的估计，并就中国复关谈判的总体博弈策略作出适时、适当的调整，以适用变化

了的中美关贸总协定双边关系。具体的冲破阻挠的博弈策略就是笔者在１９９３
年提出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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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积极做好中国复关谈判涉及的美主要政府部门与官员的工作并摸

清美国当时对中国复关所持态度的情况下，中国应在中美关贸总协定关系领域

采取暂时冷处理的办法，同时力求同其他主要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和关贸总协定

中国工作组保持密切接触，以刺激美国对中国复关谈判工作提供实际支持。美

国越是声称其主导作用，对中国漫天要价，交叉挂钩，谋求高利，中国越是应保

持高姿态，冷静处理，稳住阵脚，步步为营。１９９３年８月，在中美第７轮关贸总

协定双边磋商无果而终之后，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秘书长龙永图关于“中国复

关谈判进程与国内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过程相协调”的对外表态，就在美国

务院、ＵＳＴＲ、国家经济委员会（ＮＥＣ）、商务部引起较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触

动美国重新调整其对中国复关谈判所采取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态度。自“银河

号”事件后，中美关系急剧降温，美高层内部有识之士自１９９３年９月开始酝酿

调整对华政策，这或许为中美关贸总协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次契机。

　　第二，为了及时掌握美对中国复关谈判态度的变化与调整，做到知彼知己、
对症下药，进行有的放矢的工作，建议国内有关部门应及早考虑在美国聘用一

位接近美国政府高层、有广泛深入的社会活动能力并拥有足够社会影响又对华

友好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如美前共和党主席、贸易代表和农业部长卡雷登·尤

特大使。尤特大使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商务官员共进午餐时曾有

过这种表示，他本人曾在中国复关申请与谈判的前期工作中提出过不少积极建

议，并两度访华，他任职时的 ＵＳＴＲ对华态度比较友好。在过去的几年中，尤特

大使一直关心中国复关谈判工作），帮中国提建议，适时了解、掌握美对中国复

关谈判态度的变化，同时通过他的影响力，在美国政府内部做些说服工作。这

样不仅避免了中国以往用时求人、“急来抱佛脚”的游击咨询做法，而且也使中

国在对美总协定关系发展方面实施了一项积极性步骤。中国台湾在１９９０年元

月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申请的同时，就聘用了尤特的前任美国贸易代表———威

廉姆·布洛克大使为中国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的高级顾问。１９９１年６月

前后，布什把最惠国待遇与中国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挂钩，并于同年９月

向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发出支持中国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６点说帖等一连

串的举动，不能说与布洛克的参谋作用无关。

　　第三，中国复关谈判当时处于最后攻坚阶段，美国作为主要关贸总协定缔

约方在中国攻坚阶段中起重要作用。为了使中国驻美使馆更好地配合国内做

好对美协调工作，建议中国驻美使馆派员参加关贸总协定中国问题工作组在中

国复关谈判完成前的最后几次多边会议，以充分了解、认识美国关贸总协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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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团在多边会议上的表现，及时掌握中国复关谈判的总体进程，这有利于中美

关贸总协定双边磋商的开展。

　　第四，为了有效解决和对付中国复关攻坚阶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想不到

的问题，应从对复关谈判原则问题的研究中分出主要精力，转向对中国复关谈

判涉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的探讨、评估与分析。如对标准议定书的形成、“恢

复”一词的采用、发展中国家地位与差别优惠待遇的要求、幼稚产业的适当保

护、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特区的政策协调、边境贸易与特殊优惠安排的例外、年

度贸易计划为商业秘密，以及乌拉圭回合协议接受等技术性问题，应及早广开

思路，进行研究，形成灵活的对外谈判口径和措辞。特别是发达缔约方一再坚

持的“选择性保障条款”问题，对此一味硬顶不是上策，次佳选择是在选择性保

障条款的援用标准、协商、时限等技术性方面做细文章，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有利

于中国的措辞，提高在谈判中的专业技术博弈能力，取得复关谈判的主导权。

　　第五，由欧共体、加拿大最早提出并经过乌拉圭回合体制谈判组几年探讨，
逐步形成框架的 ＷＴＯ将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生效，ＷＴＯ的出台既为中国复关

谈判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和把握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诸多问题。如果中国复

关谈判通过各方努力与配合，在 ＷＴＯ生效前完成，妥善解决“中国内地复关在

先、中国台湾入关在后”的问题，中国作为 ＷＴＯ的当然创始成员不仅有利于中

国签署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也有助于加强 ＷＴＯ以后的职能作用。如果在

ＷＴＯ生效前完不成复关谈判，那么势必会出现中国复关７年努力付之东流、重

开谈判、入门费骤增和中国台湾可能先入关的严重后果。值此关键时刻，中国

复关谈判急需关贸总协定主要缔约方作出政治决策，为中国复关攻坚谈判注入

政治推动力，这对中国和各主要缔约方都是有利的。鉴此，建议当时的中国国

家领导人在会见发达国家领导人时，向对方正面提出，中国早日复关不仅有利

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中国签署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创造条

件，也有利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并改善世界现行多边贸

易体制。

第四节　从复关到入世与中美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博弈分析１６

　　在中国由复关到入世谈判的转变过程中（即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美国为在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攫取最大好处，全方位地执行了一整套对华的博弈策略。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逐步认清了美国的博弈策略，加之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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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成员中有许多是研究美国和 ＷＴＯ问题的专家，因而执行了一套稳健可行的

博弈应对步骤，美国政府在谈判进程中也时常陷入困境。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中国复

关谈判冲刺因美国和欧盟阻挠而未获成功，其后的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中国采取

“不急不躁、内紧外松”的谈判策略，致使美国等主要缔约方在把握中国入世谈

判进程上陷入迷惑和困境，一时摸不清中国对新生的 ＷＴＯ的态度。在此背景

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进入１９９６年底和１９９７年初之际，力图通过调整

对华政策和谈判博弈策略，加快中国入世谈判进程。

一、美国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

　　１克林顿政府整体对华政策失利

　　（１）外交政策得不偿失

　　首先是中国台湾问题。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是美

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自１９９５年以来，美国国会内的亲台议员为了捞

取政治资本、攻击民主党政府，同时借以压中国在复关谈判上向美国让步，利用

克林顿对台的心理偏好，与政府联合演出了一场“双簧戏”，允许李登辉访美，引

发了严重的台海危机。中国对美国此举从外交和军事上作出了强烈反应，中美

关系降至１９７９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政府的反应强度出乎克林顿政府的预

料，再次证明美国政府利用中国台湾牵制中国的惯用伎俩适得其反，而且也遭

到美国国会和工商界有识之士的反对。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利用中国台湾问

题来牵制中国，只能把中美关系推向绝路，这不符合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

战略利益。克林顿本人也不愿冒破坏共和与民主两党协力打开的中美关系的

风险。中国台湾这张施压牌失去了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上继续应用的价值。

　　其次是人权问题。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对中国发难，干涉

中国内政。自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带头搞的多次反华提案

屡遭失败；在双边范围内，美国利用人权问题牵制中国的做法更是事与愿违。
中国就事论事，绝不以牺牲复关利益作交换。１９９４年５月克林顿宣布人权与最

惠国待遇问题脱钩，这说明他已开始认识到人权外交对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和平

外交政策的中国是难以奏效的。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美国高层向中国高层官员透露，
克林顿对上台以来国务院主流派对华搞的人权外交表示不满，对国会利用人权

问题干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也表示厌烦。克林顿认为短时间内要在人权

（包括西藏问题）和军售等敏感问题上取得显而易见的成果是不可能的，而在中

国复关入世等经贸问题上倒有可能短期内取得某些成效。这是当时美国调整



共赢性博弈论

４２　　　

　 对华政策、进行战略对话和推动高层互访的重要政治背景。

　　最后是军售问题。美从“银河号事件”的尴尬到对所谓中国售伊核反应堆

和向巴转让核技术的捕风捉影，使美国政府在利用军售制约中国这一问题上陷

入被动，短时期内很难取得预期的进展。而且按美国内政外交的需要，一旦美

国防部和国会联合调查确证，一国向美国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出售核技术，那

么美国政府就必须对该国实施一级制裁。所以说，美国政府要在中国军售问题

上做文章，无疑是冒“玩火”的风险。如果美国政府不得已再次屈服于国会和政

界反华势力的压力，那有可能把中美关系推向死胡同。

　　（２）功利狭隘的对华经贸政策面临质疑

　　一是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国会自１９９０年始，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共进

行了７次大规模的年度审议，把当时国与国之间最起码的贸易准则和最基本的

贸易待遇看作是美国对中国的特殊恩赐，成了一个时刻会影响中美关系全局的

大问题。在７次年度审议中，美国国会的反华议员无论以何种借口、何种原因

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但最终均能化险为夷。这说明美国从现实贸易利益出

发，并非真要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只不过想多一张牵制中国的“牌”而已。这

种年度审议不仅严重挫伤了美国工商界拓展对华贸易与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使

其他发达国家从中渔利。鉴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得不偿失，美国国会一些有

识之士和工商界人士开始倡议永久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以此作为全面改善

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步骤。

　　二是双边贸易摩擦问题。１９９０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双边正常的贸

易摩擦方面，采取了一种非理性的政策，即动辄以报复或制裁相威胁，严重败坏

了中美商业氛围，使中美经贸关系动荡不定。虽然美国政府按其国内法３０１条

款和特殊３０１条款与中国签署了两个备忘录，但这仅局限于货物市场准入和知

识产权保护领域。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经贸关系涉及的更广泛的国内政

策问题，如投资、产业政策、外贸权和服务业市场准入等，必须通过世贸组织这

一多边框架。美国政府认识到，把中国及早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符合美国的长远

经贸利益，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避免正面交锋，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与

发展。

　　三是 ＷＴＯ问题。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凭借其在 ＷＴＯ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复

关入世谈判采取一种“政治上支持而经济上苛刻”的拖延政策，目的在于捞取经

济实惠。美国这一政策面对中国“不急不躁，顺其自然”的态度不仅难以奏效，
反而让其他发达国家（如欧盟和日本）在复关入世问题上尽占好处，使美国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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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动。国际舆论认为，美国在中国复关入世问题上采取的拖延政策，使得中国

经贸行为与国际多边贸易准则相协调的进程放慢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全世

界关注的问题将作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加以解决，而不是作为多边关注的

问题来解决，这无疑给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增加不稳定因素。为了全面审议美

国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排除人权派、军售派和报复派的干扰，为克林顿第二任

内制定出妥善的对华政策，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１９９６年７月访华，美国

对华政策制定的中心正从国务院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移向白宫。

　　２克林顿政府面临国会和工商界的压力

　　随着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冷淡，美国国会开始热心于中国台湾的入世问题。
国会右翼保守势力想与克林顿政府争夺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的决策权。１９９６年

７月，国会少数党领袖盖普哈特致函美贸易代表，明确要求在国会批准中国入世

条件后总统才能同意中国入世。亲台议员如赫尔姆斯、考克斯和所罗门等在当

时积极起草议案，鼓动中国台湾先入世，采取“谁合格谁就先加入”的原则。美

国国会内当时的这两种主张一旦付诸实施，无疑会使中国入世谈判复杂化、政

治化。如果中国入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国会可有充足的时间介入这一进

程，那么克林顿政府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将陷入被动，丧失主动权。克林顿政府

面对这些压力，已认识到及早解决中国入世和最惠国待遇问题可大大减弱国会

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排除国会对美国政府制定和发展美中关系长

远战略决策的干扰，把主动权和决策权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当时，美国工商

界针对中国入世和永久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大讨论。绝大

多数企业界人士认为，国会１９９７年６月前永久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最佳途

径，是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问题尽快形成一个利益平衡的一揽子协议，这样可

对美国会保持足够的压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工商界普遍认为，美中双方均应作出各自的努力。
美国政府对中国入世和永久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和工商界

的游说，需要中国的配合才能奏效。美国工商界希望，中国应采取坚实的步骤

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并对一些易引发全局关系的具体问题，如纺织品和贸易不

平衡等敏感问题，应采取低调和个案处理的做法，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

工商界不愿失掉这次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机遇，明确希望美中双方应妥善把握

时机，采取求同存异的务实态度，避免直接交锋，使复关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３美国拖延战略日显孤立，主导地位受到欧盟和日本的挑战

　　如前所述，在１９９４年底未能就复关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对外采取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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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主动要求谈判”的策略，对复关谈判实行冷处理。中国这一“无所谓”的立场

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它们担心中国全面参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方针与政策出现变数，如果中国长期游离于 ＷＴＯ之外，另

行一套，将有损发达国家的长远利益，也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加强与发展。
而且，中国台湾入世谈判接近尾声，中国香港回归迫近，如中国入世迟迟得不到

解决，问题会更趋复杂化和政治化。鉴此，１９９６年以来，国际社会就中国入世问

题逐步形成共识，即“中国早入世对 ＷＴＯ及其成员更有利”１７。

　　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已在多种场合表示要加大支持中国早入世

的力度，并参照中国香港回归对完成谈判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日本政府针对中国入世问题，在东京成功地举办了一次颇具影响的大型国际研

讨会，以此作为落实桥本首相支持中国及早入世的先行步骤。与此同时，这些

集团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对美国的拖延态度和独家控制谈判节奏的做法也颇有

微词，认为中国如不及早入世，就会更加助长美国无视国际社会意愿而擅自行

事，这样会大大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甚至导致这一体制的瓦解。

　　面对国际社会的共识和盟国态度的转变，美国高层当时逐渐认识到，美国

作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入世事关美国的经济安全，中国参与多边贸

易体制更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因此，在这一重要的国际贸易谈判中发挥主导

作用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欧盟和日本。

　　美国高层认为，克林顿连任将为解决中国入世问题提供极难得的机遇，希

望中国能与美国配合，争取在１９９７年５月份完成这场重要的入世谈判。另据

当时十分接近克林顿的前总统特别助理米德尔顿称，克林顿回顾过去，瞻望未

来，功名心切，非常希望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作出惊世之举，就像１９７２年尼克松

与毛泽东通过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把中国从政治上纳入国际社会一样，由克林

顿与江泽民一起，通过完成中国入世这一历史性进程，把中国从经济上纳入国

际社会。

　　４美国从战略上重新审视中国及早入世问题

　　美国从依靠 ＷＴＯ建立冷战后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高

度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入世的影响，认为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符合美国的全球

利益。如果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五大贸易国的中国长期不受多边贸易体制规范而

“坐大”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构成威胁。美国１９９５年以来

积极依托 ＷＴＯ开拓贸易投资自由化新领域，力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投资措施、
服务贸易、环境与贸易、劳工权利与贸易、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和信息产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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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全面、系统、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协议。美国在 ＷＴＯ框架下的这一系列努力如

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是难以取得较大进展的。再说，美国继续阻挠中国入世，
也有悖于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发展的潮流。

二、美国谈判政策与要价调整的表现与意图

　　１政策调整的主要做法

　　（１）美国政府有着启动和加快谈判的强烈政治意愿

　　克林顿政府已开始从全面改善中美关系和进行战略对话的高度来对待中

国入世谈判，认为及早解决中国入世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最有效的先行步骤，
是全面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系列双边摩擦的最佳途径。美高层称，中国入世

问题是１９９７年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见和会谈所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

　　（２）美国调整负责中国入世的谈判班子

　　克林顿本人亲自关注中国入世问题，并对谈判进展缓慢表示不满。克林顿

在进行政策调整的同时，决定更换美国负责中国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１９９６年

９月，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办宣布，由比较了解中国的助理贸易代表李森智接替道

斯金，作为负责中国入世问题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了表示克林顿政府尽快完成

谈判的强烈政治意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的高级官员将参加以后美代

表团的主要工作。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完成谈判的时间表。中国何时入世原

是美国最忌讳的问题，并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指责中国提出同年年底必须完成复关

谈判无异于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时间表。但莱克１９９６
年７月访华后，美国一改过去对时间表隐讳暧昧的态度，提出了在１９９７年５月

前完成中国入世谈判的时间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中美日内瓦双边磋商时，美国代表团团长正式向中国入世首

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转达了美国贸易代表关于完成谈判的设想，即美国希望双方

全力加快谈判，争取在１９９７年３月前结束中美双边磋商。美国政府计划从

１９９７年４月下旬开始，根据中美双边磋商达成的一揽子协议，对美国国会展开

说服工作，在同年６月美国国会对最惠国待遇辩论时争取多数议员的支持，以

期永久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中美相互适用 ＷＴＯ的问题。为实现这一重要

目标，美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克林顿于马尼拉会见江泽民主席时，能正

式确认美国提出的这一时间表。

　　２要价调整的主要内容

　　（１）美国在总体要价上由全面出击转向重点突破，并把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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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有关货物和服务业市场准入的２４点要价调整为１０点，主要集中在国民待

遇、外贸权、农产品、产业政策与投资措施、技术标准和服务业开放等方面。美方

称，在双边谈判中针对某一要价提出一些新问题，只是作为解决难题的示范例子，
绝不是增加要价，这一点请中国不要误会。美国还强调，中国重视的问题和美国

所关心的要点可能是不一致的，这需要协调、平衡，以便进行有的放矢的谈判。

　　（２）美国强调利用过渡期来解决谈判中的难点，表现出了某些灵活性，例

如：

　　①国民待遇问题。美国认为中国承诺国民待遇原则是积极的，应在实践中

做到，这是任何国家入世须承担的最起码的义务。但考虑到中国经贸体制处于

转型时期，可允许中国在一些具体措施（如当地含量和双重作价等方面）实施过

渡期。美建议由双方专家讨论解决国民待遇涉及的具体问题。这说明美国不

再坚持原则承诺与具体实践相一致的高要求。

　　②外贸权问题。美国承认中国的出价是建设性的，接受中国关于逐步放开外

贸权和采取过渡期的原则，不再坚持中国应尽快修改《外贸法》的有关条款。美国

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遗留分歧不是实质性的，关键是双方在一些概念上存在误

解，消除误解后是不难找到共同点的。美国建议由专家组解决细节问题。

　　③投资政策问题。美国不打算就中国的投资政策整体提出质疑，也不想对

此进行抽象讨论，只是想就那些与 ＷＴＯ不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如当

地含量、贸易平衡要求等，通过谈判找出解决的办法，并希望中国根据《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ＭＳ）的规定，对那些需要过渡期的措施和需要保留

的新措施作出说明，这实际上对中国有利。

　　④产业政策问题。美国承认产业政策是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手段，中

国有权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国情的产业政策。美国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

可能是变相的进口替代措施和今后出台的产业政策会与 ＷＴＯ不符，进而影响市

场准入承诺的实际意义。鉴于汽车产业政策已公布实施，美国同意采取过渡期来

解决那些与 ＷＴＯ不符的具体措施。美国认为，产业政策与外贸权、投资政策和补

贴等问题有密切关系，应一揽子解决，建议由专家组讨论并澄清问题。

　　⑤金融服务问题。美国表示，在银行、保险和证券交易方面提出有关市场

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要价，不会高于对其他国家的要求，同意中国采取分阶段开

放的做法，并强调要求中国就这些服务业领域提供开放的具体计划和方案，不

等于要求中国就这些计划作出实施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未就“贸易补救措施”（保障条款和反倾销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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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价格比较等）方面的要价作任何调整的具体表示。

　　３美国政策与要价调整的意图

　　美国高层和权威舆论当时认为，克林顿政府作出上述调整，希望从及早解

决中国入世问题着手，在世纪之交实现４个目标：

　　（１）让中国全面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可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对华实行的不是

“遏制孤立”政策，而是接触政策。

　　（２）可利用中国为入世所交的“入门费”来说服国会，以配合美工商界为永

久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

　　（３）通过中国入世谈判一举打开美最关心的某些中国市场，以使美工商界

在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时（同欧盟和日本相比）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与此同时，可

用 ＷＴＯ的多边规则来规范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减少单边报复给美国自身商业

利益带来的损害。

　　（４）可倚重 ＷＴＯ的国际通行准则来约束和规范中国的经贸行为，防止中

国在 ＷＴＯ之外坐大，另行一套，危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可见，由于中国执行了“不急不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政策，
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由于谈判不成而迟迟不能大力开发中国市场，开始对其利益

诉求的代表者———政府———施加压力。在中国复关入世问题上执行了一段时

间的强硬政策的美国政府开始陷入尴尬与困境之中。战略性博弈的损失只能

在战术变换中补偿。于是，美国开始谋求执行一种务实的、加快中国入世的策

略，中国在合理代价下入世的希望开始出现，在当时只是个时间和面子的问题。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这种判断。

　　总之，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是一种典型的“双重博弈”，参与博弈各方的行为

是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谈判对手共同作用的结果，处于后方的国内利益集团的

利益诉求决定着国际谈判桌前的谈判者的要价，而对方谈判者在国际谈判桌的

要价反过来又决定着国内谈判桌前本国谈判者与国内利益集团的磨合。在这

种频繁往复的博弈过程中，各方找到一个 利 益 平 衡 点，最 终 决 定 博 弈 的 结

果———国际协议的内容。

第五节　复关入世谈判权利义务平衡的共赢性结局１８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在向 ＷＴＯ秘书处递交 ＷＴＯ批准书一个月之后，中国

正式成为 ＷＴＯ的成员，享受与其他成员一样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１９。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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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权利与义务框架来看，这是一个多赢或共赢的结局。

一、中国承担的主要义务

　　中国要遵守 ＷＴＯ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的所有国

际贸易行为特别是货物贸易都要受到 ＷＴＯ规则的约束，接受 ＷＴＯ各机构的

合法监督。在中国国内，所有的外资个人、团体（包括那些没有在中国投资或注

册的个人和团体）在货物贸易权利方面将享受至少与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中

国要取消双重定价做法以及在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待遇上的区别，以体现

ＷＴＯ的非歧视性原则。价格控制并不是为了给国内厂商和服务行业提供保

护。中国将按照世贸组织协议以统一有效的方式修改现行国内立法并制定新

的法律，以履行入世承诺。概括来讲，就是遵守规则、开放市场。

　　中国入世３年之后，除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企业将有进出口商品以及在关

税领土内进行贸易的权利。到２００５年，中国关税总水平降为１０％左右，逐步开

放电信、金融、分销等服务贸易领域。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货物贸易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作出逐渐取消贸易壁垒和对国外产品开放中国市场

的承诺。当中国履行了所有的承诺后，对于农业来讲，中国对农产品的补贴要

限制在８５％以内，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下降到１５％。对于工业品来说，工业

关税将平均下调到８９％。对于纺织品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将成为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成员，并将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义务。

　　２服务贸易

　　就电信业来讲，外国服务商将被允许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而不受数量方

面的限制，并在一些城市提供服务。对银行业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

金融机构将被允许在中国提供外币服务，而不受顾客方面的限制。入世５年之

后，外国金融机构将被允许向所有的中国顾客提供人民币服务。对于保险业来

讲，外国保险公司可以来华建立其非寿险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入世５年之后

将允许外商建立全资的外资子公司。

　　３体制调整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体系要在制度设计上通过改革、改

进和完善，逐步与市场经济和 ＷＴＯ的要求相协调；二是法律制度上要通过修

改、修订、完善和废止等手段，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和 ＷＴＯ规则相衔接的法

制体系，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这应该说是中国承担的对中国影响最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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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义务２０。

二、中国享有的基本权利

　　从法理上讲，应该把在履行 ＷＴＯ义务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调整而带

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方面的进步，看作是中国从 ＷＴＯ中获得的权利，而且笔者

始终认为这个权利胜过任何具体的经济贸易权益。关于这一认识，国际上一些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也持有这类看法２１。至于中国在 ＷＴＯ项下应

享有的具体权利，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能使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及知识产权在１３５个成员中享受无条件、多边、
永久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

　　２使中国对大多数发达成员出口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享受普惠制待遇；

　　３享受发展中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

　　４享受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的利益；

　　５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成员的经

贸摩擦，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

　　６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动，获得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权和制定权；

　　７享受世贸组织成员利用各项规则，采取例外、保障措施等促进本国经贸

发展的权利。

三、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基本性质：共赢性博弈

　　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有关各方均做出了很多妥协，但各方也都得到了

好处。正如世贸组织第二任总干事穆尔所说，“只要一切都在规则框架下进行，
没有谁会受到伤害”。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第一时间得知中美签署双边 ＷＴＯ协

议时表示，这对中美是个双赢的协议，再加上对世界则是一个三赢的协议。２２笔

者在中美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达成双边入世协议时曾十分感慨地表述过这样

一种看法：“中美在 ＷＴＯ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上最终各让一小步，整个世界因此

而前进一大步。”这个观点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已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完善和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而日益显现。毫无疑问，中国入世取得了双赢

和共赢的结果。

　　首先，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增加了社会财富，为所

有成员利益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通过入世，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广阔

的发展空间，对外开放领域拓宽，引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推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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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都将得到提高，进一步推动中国购买力提高，为

各成员获取利润提供了保证；而中国也为世贸组织成员进入中国市场敞开了大

门，使中国市场更加繁荣，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世贸组织总干

事穆尔以小礼品为例做了说明：“中国从国际市场的开放中会获利很多。如果

不是世贸组织带来市场的开放，如果我们要自己制造这些礼物，价格会高出一

倍。所以，我认为每个人在世贸组织里都是赢家。”２３

　　其次，对世界而言，好处同样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

图认为，中国入世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会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而

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这是中国将要对人类作出的重

要贡献２４。素帕猜则认为：“把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纳入到具有

国际认可的经济行为规则的体制中来，其重要性怎么高估也不过分。”２５美国谈

判代表贝德认为：“中国入世对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利。”巴基斯坦驻日内

瓦大使阿克拉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待中国入世：“中国入世，不仅为世界提

供了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还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有助于缩小世贸组织

内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差距。巴基斯坦自然也会从中国入世中受益。”２６

　　再次，对中国来说，其利益更是全面的。中国将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进一

步完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将按照世贸组织相互开放市

场的原则，加强与包括广大发展中成员在内的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经济技术合

作。这必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能力。２７欧盟谈

判代表法尔肯贝格认为：“从长远角度来说，中国入世谈判是双赢的”。“在过去

５０多年里，世贸组织成员和原来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进行了多轮贸易谈判，比

如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等。在这些年中，各缔约方逐渐开放了各

自的市场，建立了很多贸易规则。所有这些好处，中国都将享受到。可以预测，
这一切必将促进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瑞士驻 ＷＴＯ大使、
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认为：“中国入世谈判是双赢的结果。它使中国和世贸

组织成员在经济关系上更安全，双方的贸易会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进行。这是中

国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的象征。中国在安全地开放自己市场的同时，也会更多

地进入别国市场。”２８

　　总而言之，就其性质来讲，“中国入世，是中国和世界进行平等协商、互利合

作、按照国际惯例与规则谈判的成功典范，是双赢或共赢的结局”。２９不仅对中国

有利，而且对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有利。所以说，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虽历经

坎坷曲折，旷日持久，但其最终的结局则具有典型的“共赢性博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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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１ＪａｍｅｓＴＨＴｓａｏ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Ｍ］ＤＣ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７：８１
　　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５２１ｃｏｍ／ｚｔｊｊ／ｗｔｏ／２００００２／１２２６１０３９１２ｈｔｍ《让历史铭记——— 中国入世

谈判备忘录》．
　　３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ＩＥ），２００４：４５－４７
　　４刘光溪碰撞 融合 发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５７—４５８
　　５这里所涉及的“磋商”（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是指比谈判的级别低一些、礼仪非正式一些、触及

的问题敏感一些的交流、沟通和对话，具有务虚性和探讨性，无论是多边磋商还是双边磋商，
其讨论不具有约束性，不形成结论。磋商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多边磋商、诸边（几家）磋商、
双边磋商、团长磋商、工作级磋商、小范围磋商、专题磋商。事实上，磋商往往是为正式谈判

奠定基础，而且一些棘手问题经常在磋商中取得突破。磋商中的博弈更需要技巧和策略。

　　６刘光溪碰撞 融合 发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５３—４６１
　　７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ＩＥ），２００４：４５－４７
　　８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ａｉ，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ｔｅＬｔｄ２００２：１７
　　９关于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问题，在１９９５年１月 ＷＴＯ生效之前，一直游离于ＧＡＴＴ多

边贸易纪律之外，不受约束。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原因是美欧农业补贴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就

保护问题未能解决；纺织品贸易则是由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多种纤维协议》存在的问题。
后来乌拉圭回合谈判均把这两个敏感产业的贸易问题纳入 ＷＴＯ框架中。

　　１０陈继勇中国入世风云录［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９２
　　１１中国一开始就主张复关，而非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但美

国政府对中国复关的态度一直非常暧昧，从未明确认同中国复关的主张，私下认为中国主张

复关就是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

　　１２陈继勇中国入世风云录［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９５
　　１３刘光溪美国对我复关态度变化的主要考虑及建议［Ｊ］中美贸易专刊，１９９３，１２．
　　１４按照关贸总协定加入程序的规定，只要双方一旦进行关税谈判，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就

不得援引关贸总协定的“互不适用”条款，故美国在１９９４年前迟迟不与中国进行关税谈判，
就是为了保留援引互不适用条款的权利。

　　１５“祖父条款”的基本含义为：各缔约方在申请入关时，其议定书制定之日前现有正式立

法若有措施或明文表述的普遍强制性法律、法规与 ＧＡＴＴ相冲突时，前者优先适用。但

１９９５年成立的 ＷＴＯ已明确将此条款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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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刘光溪美政府加快我入世谈判的态势剖析［Ｊ］世界经济调研，１９９７，２２．
　　１７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ｔｅＬｔｄ２００２：９５．
　　１８本节中关于中国复关入世的义务和权利并未严格按照议定书、工作报告书及两个减

让表中的规定进行罗列，而是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的。如果引用，应查原法律

文件。

　　１９本节内容更有利于对中国复关入世权利与义务内涵的准确理解和客观把握，请详见

本书第八章第一节有关“权利与义务主要含义的澄清”的分析。

　　２０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ｔｅＬｔｄ２００２：３３－３４
　　２１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ｔｅＬｔｄ２００２：３３－３４
　　２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Ｍ］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Ｉ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ｕｐＵ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２：５６－５７
　　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１／０９／ｊｊｃｋｂ２６０９０１ｈｔｍｌ．
　　２４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ｏｒｔｈ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１／０９／１８／０００１４６６０６ｓｈｔｍｌ．
　　２５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Ａｓｉａ）ＰｔｅＬｔｄ，２００２，ｐ４
　　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１／０９／ｊｊｃｋｂ２６０９０１ｈｔｍｌ．
　　２７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ｏｒｔｈ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１／０９／１８／０００１４６６０６ｓｈｔｍｌ．
　　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１／０９／ｊｊｃｋｂ２６０９０１ｈｔｍｌ．
　　２９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ｏｒｔｈ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１／０９／１８／０００１４６６０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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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并不是一种灵活性或随意性很强的谈判，而是在一定的

制度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的谈判，是受制度约束的复杂性重复

博弈。这种谈判从结构上来讲包括６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判的行为主体、谈判

的规则、谈判主体的得益性、谈判的秩序调整以及谈判的双重博弈性质。作为

国际贸易发展史上少见的涵盖广泛、内容丰富而又旷日持久的双边与多边谈

判，这６个组成部分的特点也就构成了复关入世谈判的基本特性。本章利用一

般博弈的理论，如行为的复合灵活性、规则的约束性、策略的选择性、较量的动

态性与得益性以及双层次特性等，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行较为翔实的结构性

剖析，进而为有效治理一般非合作博弈提供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并从中窥

见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内所具有的合作与共赢性特质。

第一节　复关入世谈判主体的复合博弈行为特点

　　根据关贸总协定第３３条的规定，缔约方为“本协定缔约方的政府，或代表

某个在对外贸易关系和本协定所规定的其他事务的处理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

的单独关税领土的政府”１。ＷＴＯ基本上沿用了 ＧＡＴＴ对缔约方的规定，把

“任何国家或对外商务关系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区，或具有本协定和

若干单项贸易协议所规定的其他条件的”２作为自己的成员。可见，两者的缔约

方和成员是主权国家政府或单独关税区政府管辖下的独立实体。根据罗伯

特·普特南１９８８年提出的“双重博弈”理论，复关入世谈判的主体是一种复合

博弈主体。ＷＴＯ成立的基础就假设“政府不一定是初级经济学课本中所说的

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体，而是屈从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而制定政策的实

体”。３ 这些实体之间“开放市场、非歧视以及国际贸易的全球竞争是有益于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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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各国福利的”。４ 所以，复合博弈主体与实体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复关入

世的谈判主体是主权国家政府或单独关税区政府管辖下的独立实体，从结构组

成上看，就是复合博弈主体。其特点表现在结构组成、功能和行为运作机制上。

　　首先，从结构组成上看，复合博弈主体由两部分组成：政府和各种各样的利

益集团。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单独关税区政府都是特定经济体的管理组织，负

责对整个经济体的管理。这个组织之内又包含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如农业集

团、钢铁集团、汽车集团、工会组织、金融集团、电信集团、能源集团等，当然今天

大家所最熟悉的是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每个集团又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

求。中国的复关入世必然带来全方位参与国际贸易，而 “贸易时常转化成对另

一种形式的调整压力，即对国家规范和社会制度的调整”５，从而改变国内各利

益集团的交易成本。所以，复合博弈主体在参与国际博弈的时候，每个利益集

团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的对外决策体现自己的利益诉

求。而政府作为各个利益集团的总代理人，则要尽可能满足各个利益集团的利

益要求，调和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从功能上来讲，复合博弈主体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条件，具有使自

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复合博弈主体通过与国际博弈对手的谈判，尽可能在国

际利益分配中捞取最大份额。在没有制度或其他条件的限制下，只要条件允

许，复合博弈主体就会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甚至不惜消灭对手。
譬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复合博弈主体在国际市场分配博弈中各自追求利益最

大化而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所以，复合博弈主体功能上就是一个理性经济人，
起到在国际博弈中捞取最大利益的作用。

　　再次，从行为运行机制上来看，复合博弈主体行为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于利

益集团的内在利益追求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整合。复合博弈主体行为的

形成具有一套复杂的传递机制。当复合博弈主体参与国际谈判时，国内的各个

利益集团就会盘算各自在谈判事宜上的利益诉求，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谈判方

案，并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纳自己的谈判方案。实际上，施加压力的方

式在东方和西方存在不同，东方利益集团组织体系不够发达，利益集团是以行

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施压过程表现为各行业部门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谈判的

建议；发达国家各利益集团是通过寻找代理人、进行院外游说的方式，或直接在

政府内培植代理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一般

情况下，国会或议会内就某个谈判的意见分歧就表现了各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

分歧。复合博弈主体在整合了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之后，就制定出体现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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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集团压力大小的行动方案，以有利于各个利益集团整体利益实现的方式付

诸实施，开始国际谈判。当然，复合博弈主体是想满足每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要

求，但是，一般情况下施加压力比较有效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体现较多，有利

于复合博弈主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利益诉求实现更多。

　　以国家政府面貌出现的复合博弈主体不同于一般谈判（如商务谈判）中的单

一博弈主体，有着自己特有的系统结构组成、特殊的行为形成机制和特殊的组织

功能。由此决定了国家政府间的多边与双边贸易谈判，其谈判主体必须把政治与

经济、国内与国外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进行通盘考虑，综合平衡，以谋求最大

利益 。应该说，复合博弈主体的行为特点是实现共赢性博弈的最重要前提。

第二节　复关入世谈判的规则约束特点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实际上分为两类：一是以工作组会议为载体的多边谈判

（主要是在关贸总协定和 ＷＴＯ 总部所在地日内瓦进行）；二是中国与成员的双

边谈判（有时利用在日内瓦举行多边谈判的机会进行，有时在各自的首都轮流

进行，有时在第三方首都进行）。这两种谈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是由中国工作

组根据一定的谈判规则安排的，并不是随意进行的。

　　１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秩序受到加入程序的制约

　　以中国复关入世的前半段来说，要经过下面８个步骤：

　　第一，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中国必须先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提交一份

复关申请书（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是入关申请书）。

　　第二，申请书经关贸总协定理事会通过后即可成立工作组，确定工作组的

职权范围，指定工作组主席。

　　第三，工作组成立后，中国要向工作组提交本国外贸制度备忘录，对本国的

外贸政策、管理措施、工业政策、价格体制、外汇安排等进行具体说明，并由工作

组首先审议。

　　第四，工作组经过审议后，要把备忘录印发给各缔约方，请各缔约方对此提

出向题，经汇总后交由申请方予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解答。

　　第五，工作组收到答复后，进行综合分析，就申请方的贸易制度与各缔约方

交换意见。

　　第六，备忘录经各缔约方全部审议通过后，进入起草复关议定书阶段，议定

书的内容包括复关条件、关税税率及减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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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在议定书完成后，交由理事会审查取得一致意见，再交由缔约方大会

表决，获２／３以上赞成票即告通过。

　　第八，在申请方签署加入议定书后３０天，即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世贸组织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继续和替代”，虽然有很大“更新和发展”６，但

其加入程序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入世的程序和复关的程序大致一样，只是由于

前期的复关工作，入世的许多程序是在复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就显得稍微

简便、快捷了一些。

　　我们虽然看到复关入世多边谈判和双边谈判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中国

复关入世谈判就是在这个程序的规范下展开的，在哪个阶段上就进行哪个阶段

上的谈判，是在复关入世谈判规则约束下的齐头并进。

　　２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内容也受到加入程序的制约

　　递交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中英文对照本是第一个阶段，只能做些与ＧＡＴＴ
秘书处和总干事进行交流沟通的工作。第二阶段，只能在基于答疑材料的基础

上进行汇总和进行有关综合问题清单的多边磋商工作。到第三阶段，才能进行

双边市场准入的谈判，解决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实质性问题。第四阶段，就是程

序性谈判，进一步确认中国复关入世的权利和义务，并用法律语言把双边市场

准入的谈判成果细化并落实在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完成整个入世程序。

　　３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还受到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其他规则的影响

　　由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中有许多例外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区别对待的条款，所以，身份确认往往成为中国与成员之间谈判较量的

焦点，成为复关入世谈判的主战场。成员大多希望按发达国家的标准确定中国

的权利和义务，从一开始就尽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的市场，加大中国的入世成

本。而中国则坚决维护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的尊严，尽最大努力减小加

入成本，坚持原则，严守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

　　４游戏规则决定谈判要价应适中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所有缔约方和成员的人民生活水平和

经济发展与进步，其规定的游戏规则是一个效率至上、兼顾公平的规则。

　　首先，谈判方的要价要以谈判对象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不能超过谈判

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保障各加入方的经济安全为先。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规定

许多保障经济安全的例外规则，如“只有当进口成员依据下述订定的条款，确认

输入其国境内的那类产品，就国内生产而言，绝对或相对地大量增长，并在此条

件下，对国内生产的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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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时，该成员可对该产品采取保障措施”。７所以，谈判时如果要价超过了加入对

象的承受能力，就违背了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宗旨。

　　其次，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还规定了许多基本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个

原则要求：如果一个缔约方提供优惠给另一缔约方，该缔约方必须自动地和无

条件地提供相同利益给所有其他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且给予的优惠不得低于

其已经提供的待遇。再如，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缔约方对从另一缔约方进口的产

品，在国内税收和法令规章方面，应给予它享受与其国内同类产品的同等待遇

以及同等竞争的条件。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保证缔约方能真正享受关税减让的

成果，使一缔约方产品在进入别的缔约方国内市场后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别的

缔约方国内产品进行竞争，免遭歧视性待遇，保障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最重要的基

本原则———无歧视原则的实施，使所有缔约方能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贸易并能

分享削减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利益。这些原则的实施实际上给参与谈判方成熟

产业提供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为效率的提高留足了空间，也就为各成员人民福

利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成员的要价上限就

是在加入方基于自己产业承受力基础上的最高承诺价。这个价格的自主权在

加入方自己手里，开价的基础依据就是自己国民经济的承受力；如果超出了自

己国民经济的承受力，还可以援引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例外保障条款暂时收回承

诺。缔约方的作用在于以“挤牙膏”的方式施加压力，把这个开价压到极致。这

个开价的最高价最后要通过双边谈判结果的多边化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普遍适

用。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最终加入的是固定的协议或组织，所以，谈判都打上这

个协议和组织所规定的规则的明显烙印，表现出与一般谈判不同的特点。这一

规则约束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谈判最终以互利共赢和合作协调、皆大欢喜

为结局。

第三节　复关入世谈判策略的动态选择特点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是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定型的基础上要求恢复关

贸总协定地位和入世的谈判，这期间充满了谈判策略的调整、协调、变换和较

量，特别是中国面对众多的不同博弈对手，加之国际关系格局和多边贸易体制

本身发生的重大变化，就使复关入世谈判各有关主体的策略选择具有动态性，
可谓变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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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复关入世谈判策略选择的信息非对称性。

　　中国经济体制原型设计的基础是计划经济，而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运行的基础则是市场经济。所以，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员对市场经

济不熟悉，开始的时候是处在市场经济谈判策略的灰色区域里，是在与关贸总

协定缔约方的互动中边学边干，逐渐成熟起来的。而对方对中国的贸易体制和

经济措施也有太多的疑惑，中国人员解释半天，对方还是摇头表示不理解，而且

还会呈几何级数一样生出更多的问题来，这在复关的第一、二阶段特别明显。
１９８７年２月，中国提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这个文件详细介绍了中

国的外贸政策体制，包括外贸管理、海关税收、商品检验、价格、外汇管理和特区

政策。向一个国际机构提供如此全面的情况，并准备接受审议，对中国来说这

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加之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就越发增加了博弈主体之

间信息的非对称性。在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当中国代表介绍国内的“粮棉油三

挂钩”，“三提留、五统筹”，“议转平”和“利改税”等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政策语汇

时，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把意思准确地传达给缔约方，许多西方代表

无奈地摘下了耳机。可见，双边谈判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注重复关入世谈判策略选择的正义性，强调公平性。

　　复关入世谈判的总体态势是中国请求恢复和给予中国成员资格地位，而不

是对方要拉我们加盟，特别是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之后更是如此。所以，贸易大国

成员正虎视眈眈地等着要趁机多收“入门费”。面对个别大国的高要价，中国更

加注重谈判策略选择的正义性，提出每条建议一定依据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

的规则，或者寻求惯例支持，让对方找不到漏洞。针对对方的高要价，中国根据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规则提出反驳意见。在１９９４年６月关贸总协定中国

工作组举行的第１７次会议上，美国提出中国必须以发达国家身份复关的要价。
中国则在后来的多边谈判中引经据典地指出，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条款中

虽然没有确定发展中国家的数值指标，但是在世贸组织附录的各项货物协定以

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知识产权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还是有说法的。“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协议”附录七“涉及第２７条２款（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规定，世贸组

织中的最不发达国家，按照联合国的认定，人均国民收入１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是发

展中国家。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３８０美元，高于孟加拉，大致相当于印

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水平。所以，中国应当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

待，从而指出美国的提法是有失公允的。强调中国不能承担超出自身承受能力

的义务，坚持符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权利与义务平衡，赢得了多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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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的支持，为中美双赢博弈的最后完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复关入世谈判策略选择强调以点带面，先易后难，全面推进。

　　在美国故意以高要价阻挠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入僵持状态的情况下，中

国坚持原则与美国周旋，同时展开与其他缔约方的谈判。１９９７年先后与新西

兰、韩国、日本签订了双边协议，营造克服美国这个堡垒的谈判氛围，最终推动

复关入世谈判的完成。

　　第四，复关入世谈判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用灵活性策略。

　　复关入世谈判策略选择灵活，采用东边损失西边补的谈判方式，最终促成

谈判的完成。在入世双边谈判中，ＷＴＯ成员特别是美国满足了中国的基本要

求。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

（即在中国入世后美国随时可以中断世贸组织关系的条款）；同意对放宽高技术

出口限制做出适当表示（但不同意与中国入世挂钩），放弃要求继续对中国纺织

品实行１０年的配额管理，承诺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前取消；同意对“具体产品保

障条款”和“反倾销价格比较条款”提出取消时间表。作为回报，中国也在经济

承受能力范围内做了一些灵活，包括：对大豆，同意实行３％的单一关税（原方案

为争取保留关税配额管理）；对豆油，同意２００６年取消关税配额管理（原方案为

争取２００６年后继续保留关税配额管理）；对５大塑料的关税，同意２００８年降至

６５％（原方案为２００５年降至１０％，以后不承诺进一步减让）；对汽车及其零部

件关税，汽车关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降至２５％，零部件关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降

至１０％（原方案为汽车关税２００８年降至２５％，零部件关税２００８年降至１０％）；
对增值电信和寻呼，同意在入世后２年允许外资比例达到５０％（原方案为只同

意４９％）；对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同意除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外，不作限制（原

方案为不作承诺）；对因特网和卫星服务，同意按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分别承诺

因特网和卫星服务（原方案为不作承诺）。这样，中国就在双边谈判中坚守了谈

判底线，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权利和义务达到基本平衡。

　　总之，中国在复关入世谈判策略选择上的灵活把握，善于妥协应变的主动

态势，决定了中国对整体谈判进程、谈判范围和谈判技巧与策略的全面掌控，确

保谈判基本沿着共赢性的方向推进。

第四节　复关入世谈判主体的得益诉求特点

　　复合博弈主体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主题，推动它们参与复关入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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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力在于每次谈判都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得失，换句话说，就是复关入世谈判

影响到各参加方的收益变化。中国的复关入世对各方的收益到底产生什么影

响呢？我们先看一下世贸组织专家的意见。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新华社记者在日内瓦对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和世贸组

织一些主要成员的代表进行了专访，就刚结束的中国入世谈判发表意见，他们

认为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取得了双赢和共赢的结果。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说，在

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有关各方均作出了很多妥协。谈判的好处就是各谈判方

都能够了解对方的需要。现在中国市场繁荣，国家富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

化水平都提高了，这对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互相进入对方市场都有保证。

　　穆尔在介绍世贸组织的工作方式时说：“如果我们的工作需要改变，只会通

过协商谈判来进行。”美国和欧盟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主要谈判对手。美国谈判

代表贝德在接受采访时因为本国遭受恐怖袭击而不愿多谈，但他还是强调：“中

国入世对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利。”欧盟谈判代表法尔肯贝格对记者说：
“从长远角度来说，中国入世谈判是双赢的。”他说：“在过去５０多年里，世贸组

织成员和原来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进行了多轮贸易谈判，比如肯尼迪回合、东

京回合、乌拉圭回合等。在这些年中，各成员逐渐开放了各自的市场，建立了很

多贸易规则。所有这些好处，中国都将享受到。可以预测，这一切必将促进中

国出口的增长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

　　瑞士谈判代表吉拉德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近１５
年，历经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感慨颇多。他说：“中国入世谈判是双赢的结果。
它使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在经济关系上更安全，双方的贸易会以更加有效的方

式进行。这是中国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的象征。中国在安全地开放自己市场

的同时，也会更多地进入别国市场。”８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７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外经

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中国入世谈判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１８次会议上

发言说：“中国入世，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双赢和共赢的结果。”

　　对世界而言，中国入世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会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

买力，从而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市场。这是中国将要对

人类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中国来说，中国将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按照世贸组织相互开放市

场的原则，加强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经济技术合

作。这必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参与国际经济的能力。９

　　中国入世谈判自然要坚持原则，维护中国利益。但也应看到，如果中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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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当时久拖不决是会有较高的政治经济代价的１０。这些政治经济代价直接决定

了中国对复关入世谈判的策略选择和利益诉求的高低，同时也关系到其他谈判

对手对这场谈判的策略选择与调整以及对中国复关入世利益诉求的大小。

一、政治主权上可能受到的损失

（一）助长“威胁论”的传播

　　中国的“逐渐崛起”正在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构筑的既有国际格局，并在

许多国际领域开始制约发达大国的领导作用。所谓“中国威胁论”萌芽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形成于１９９３年前后，并盛行于１９９５年之后。惟一一个社会主义

大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推行，大规模核武器试验的进

行与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争端的出现，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解

决台湾问题的宣称，以及低投入产品对国外市场的冲击和大量外资的流入与国

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等因素，对“威胁论”的形成起了某些催化作用，但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入世问题的久拖不决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威胁论”的传

播。

　　当时的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贸体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导致中

国入世谈判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中国经贸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的出价

与主要贸易大国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要价，以及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

目的与发达国家对此问题的战略考虑等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决定了这场入

世谈判的复杂性和持久性。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持的强硬立场，不仅说明了其

试图利用政治优势（少承担经济方面的义务）加入“世贸组织”的设想，而且从侧

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决策层不愿受制于多边贸易体制纪律的既有打算。在中

国经贸迅猛发展的同时，如果其经贸行为不受国际贸易纪律和竞争规则的约束

与规范，那么这将对国际贸易秩序和他国市场产生灾难性的冲击，发达国家甚

至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一种长期忍受中国的重商主义行为而又无力回击

的境地。

　　某些国际政界要人则认为，把中国尽早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可以约束中国的

经贸行为，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能以此驾驭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国

际工商界出于经贸利益的考虑，也持“中国早入世比晚入世好”的观点。尽管希

望中国早入世的出发点和打算各有不同，但中国及早加入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

中国改革开放、有利于强化世贸组织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观点，已

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如果中国入世久拖不决致使这一共识长期得不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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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必将助长“威胁论”的扩散与传播，进而恶化中国的国

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会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业已存在的友

好关系。
（二）侵蚀“发展中国家原则”的基础

　　有些多边贸易体制分析家认为，综观关贸总协定的加入史，中国是惟一把

何种国家成分和发展水平事先确定下来并奉为加入原则的国家。在乌拉圭回

合结束前，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原则还有某些合情合理之处，但在乌拉圭回合

后情况则有所不同，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在世贸组织中的实际意义就需要重新

评估了，因为在新多边贸易体制中并未按不同的国家成分来划分实质上不同的

权利与义务水平。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世贸中权利与义务水平差异的逐步消失，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乌拉圭回合“最后案文”的规定，一揽子承诺是任何国家或地区接

受或加入世贸组织协议时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承担基本

义务的条件下方能在过渡期和关税减让等方面享受适度的灵活待遇。

　　二是在乌拉圭回合各协议的实际执行中，判定一成员是否履行了某一项义

务，所依据的标准首先是行为的事实本身，而不是该成员的发展水平和国家成

分。即使某一暂时背离多边贸易体制义务规定的行为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只要

该发达成员能对其背离行为自圆其说，它同样可以获得例外、免责和同情考虑

等灵活待遇。

　　三是东京回合出台的“授权条款”所规定的差别更优惠待遇（ＤＭＦ）主要集

中在关税领域。乌拉圭回合后，在发达国家工业品最惠国税率普遍大幅度降低

的情况下，授权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意义正在递减。

　　四是乌拉圭回合各协议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差别更优惠待遇的规定，事实

上是１９４７年关贸总协定第四部分原则性规定的“翻版”，因而这些规定笼统、模

糊，可操作性差。一些针对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更优惠待遇的

条款如“尽可能”、“最大努力”和技术合作等，不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大多属

“自愿”性质），而且还附加了许多限定条件。这说明，假若发达国家背离或违反

此类规定，因此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就此诉诸于世贸的新争端解决机制

（ＤＳＭ）；即使能诉诸ＤＳＭ，单就技术角度和条款解释来言，世贸争端解决机构

似乎也无法按现有程序进行操作（如把实力外交等政治因素考虑在内，有关此

类条款的争端在世贸中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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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多边贸易体制迄今为止，既未对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形成统一的定义，
也未对发展中国家的“毕业标准”作出各方接受的规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概

念和“毕业标准”主要分散于发达大国的国内贸易法中。鉴此，即使那些在多边

贸易体制内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也不可能躲开发达国家根据其国别法律

所进行的贸易制裁或报复。发达国家同样也不会因报复或制裁对象为发展中

国家而有所收敛。

　　不难看出，如果中国入世谈判当时继续久拖不决，伴随发展中国家同发达

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权利与义务差异的逐步缩小和中国经贸持续增长，那么

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原则的基础将日益受到侵蚀。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

际社会吁请中国放弃“国家成分”的争论，甚至要求中国完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

位的呼声与压力会加大。这无疑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主要谈判方和某些发展

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增加谈判的难度，进而恶化久拖不决的形势。
（三）弱化对港、澳、台的“主权意志”

　　随着当时港、澳回归的迫近和中国台湾入世谈判的基本结束，中国尽快入

世的巨大政治意义越来越明显。根据世贸组织协议的有关规定，中国香港和中

国澳门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获得了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资格。

　　中国香港已凭借其较大的贸易实力（贸易量位居世界第十）和与世界经济

的全面融合，不仅参与了世贸组织的日常活动，而且在一些与香港利益攸关的

多边领域也颇为活跃，甚至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中国入世谈判拖至１９９７年７
月尚无望解决，那么，届时作为享有完全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世贸成

员”身份与作为中国一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正式世贸成员”资格之间，将因形成

客观对比而产生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效应”在国际多边外交层面所产生的损

失将是不可估量的。此类局面势必弱化中央政府对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主

权意志。

　　台湾当局在１９９０年初提出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加入关贸总协

定时，不仅认为关贸总协定是其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的重要桥梁，而且把加入关

贸总协定作为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建设性手段。中国台湾以发达经济体为诱

引，以加速其入关谈判进程。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台湾当局于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把其入关工作组更名为入世工作组。据世贸官员当时透露，中国台湾入世

谈判已近尾声（仅剩汽车与汽车部件和农产品）。中国台湾通过西方主要报刊

（如《金融时报》等）就其“早加入世贸对发达国家将产生巨大商业利益”大作舆

论宣传，声称“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主要失误是未接纳中国台湾入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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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发达国家工商界的支持。

　　负责中国台湾入世谈判的官员面对当时中国入世问题久拖不决的形势，对

１９９２年９月关贸理事会关于“中国内地复关在先、中国台湾入关在后”谅解所具

有的实际指导意义开始闪烁其词。１９９６年２月，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在就中

国台湾入世时间表向新闻界表态时，对“中国内地复关在先、中国台湾入关在

后”问题作了模棱两可的表示。同年３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支持中国台湾

尽早入世的“联合决议”。

　　这一系列动态并非空穴来风，说明中国台湾正力图先入世。如果中国入世

遥遥无期，那么台湾当局联合西方亲台势力试图先入世的可能性似不能排除。
不言而喻，防止中国台湾先入世的最有效途径是中国及早“入世”。中国如先入

世，至少可显示出对台湾地区拥有的主权意志。

二、经济贸易方面可能受到的损失

（一）助长“保护主义”的滋长蔓延

　　世贸组织是当今世界经济中规范与完善国别经贸行为的最重要国际多边

机制。多边贸易体制与其成员关系史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参加关贸和世贸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利用外部压力和法律约束力来制约国内贸

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经贸决策的科学化及其“有效配置”。
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基础条件是该成员的体制模式为市场经济。

　　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经济中，一旦保护主义发展，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就会受阻，其结果则是不仅在贸易领域而且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导致新旧体制交

错重叠，甚至两者长期“黏合”。中国经贸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到

目前为止，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仍有待深化。变相的计划管理、行政管理、进口

替代、奖出限入和信息控制等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种新旧体制“交错黏合”的反

应。入世久拖不决（缺少外部压力与约束机制）有可能误导决策，造成资源新的

非有效配置，人为地增大了深化改革的负担和阻力。这样一来，中国入世久拖

不决同国内改革开放难以深化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要打破这个怪圈，在于中国能审时度势，从长远战略考虑，施展出高屋建瓴

的“气魄”，通过入世谈判，在关税、非关税、外贸权、外汇、投资和服务业等方面

制定出全新的深化改革时间表，借助外因促动内因发挥作用。这样的战略性决

策不仅能够巩固已有的改革开放成果，而且还可以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注入

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国体制改革进程跃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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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拉大与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距离

　　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多边贸易体制不仅在法律上具备了健全的国

际人格，而且协调领域拓宽，规则更加严格。世贸组织通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补贴纪律、可持续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全面

的通知程序等手段，正在把其协调管理“触角”从边境措施侵入到国内政策与立

法领域，监督职能空前强化。根据当时国际多边经贸决策的发展趋势，比较系

统的“多边投资协议”和“国际竞争政策协议”不久有可能在世贸组织范围内形

成。

　　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集

团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正联合世贸组织加速“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例

如，国际社会当时要求把环境、劳工标准、商业腐败（包括洗钱）、投资权和发展

权以及自然资源共享权（发展中国家坚持对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等内容，纳

入世贸组织管辖的呼声日高。

　　所以说，即使不顾及这些未来发展，单就世贸组织的现有管理职能和协调

范围而言，世贸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越来越被

国际社会所认可。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联合国经济职能大大弱化，其主要作用

已转向安全、维和、裁军、妇幼、人口、人权和环保等领域。金融、货币、债务和经

济危机频发，表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治化倾向加强，职能与威信

也正在下降。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建设重心已于乌拉圭回合结束

后转向世贸组织。面对冷战后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步

建立，中国入世问题如久拖不决，这无异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条腿走路”，其

弊一目了然。中国如长期游离于多边经贸决策程序之外，一则会拉大中国经贸

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距离，加大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难度；二则会造成中

国经贸权益难以体现于各多边协议中；三则会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里“新课

跟不上只得另补课”；四则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入世的“入门费”。有鉴于当时形

势，中国必须及早入世。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西方媒体传出，鉴于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和综合国

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中国制约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趋强，美国政府似已决定，在

世贸组织就投资、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业、电信和专项服务等）、竞争政策、环保

与贸易、政府采购以及劳工权利与贸易等方面形成系统规范的国际多边协议

后，再让中国入世。这样既可剥夺中国“参政议政”的权利（届时只有“遵纪守

法”的义务），防止中国利用“南方阵线”阻挠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经贸决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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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又能更有效地约束中国的经贸行为，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鉴于美国当时

在中国入世谈判中所持的强硬态度，西方媒体的这一说法似有一定的可信性。

三、恶化外部经济贸易环境

　　入世久拖不决在当时还将造成中国外部经济贸易环境的恶化，除了明显地

享受不到美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继续承受欧盟众多对华歧视性数量限制外，
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最现实的损失就是危及中国在世贸纺织品监督机构（ＴＭＢ）中的席位

　　世贸组织生效后，中国当时在ＴＭＢ中与巴基斯坦共享一席。如果入世久

拖不决，中国势将丧失继续与巴分享一席的法律基础，进而损及中国纺织品出

口利益。如出口市场不稳定，出口权益得不到保护，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２成为歧视性（或选择性）反倾销反补贴的首要对象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低投入产品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逐步

成为美欧等发达国家反倾销反补贴的主要对象。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后，一些素

来对华较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美欧的行列，开始对中国有竞争力的出口

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因中国未入世，这类对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不受多

边规定与国际惯例的约束，主要基于国别法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歧视性），
有些调查结果已经付诸实施。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５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ＮＡＦＴＡ）
签署不久，墨西哥政府宣布对中国４０００种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墨此举引发了

其他拉美国家对中国产品进行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影响了中国与主要拉美国

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并付诸实施，在

世界贸易史上是少有的。发展中国家贸然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足以说明中

国作为非世贸成员享受不到乌拉圭回合反倾销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下的

利益。

　　３缺少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保护，成为单边、双边主义的受害者

　　中国当时为世界第１１大贸易国，随着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中国与世贸成

员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会日趋上升（１９９５年中国９５％的贸易是与世贸组织成员

进行的）。自１９９１年７月以来，美对华实施超级３０１和特殊３０１条款的调查所

引起的数轮剑拔弩张的双边贸易谈判，以及中国在谈判中所处的被动地位，就

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无权援引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４阻碍高科技的引进

　　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国家、防务和经济安全的考虑，不仅就对华出口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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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高科技规定了严格的应用范围，而且严禁对华转让尖端科技。中国入世问题

解决以前，中国似乎无权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中国的这类歧视性高科技出口限制

及其“技术出口管制法”。因为相对于中国作为非世贸组织成员来说，美国实施

这类歧视性出口限制似纯属内政。

四、制约中国参与区域和洲际合作能力

　　西方舆论在当时觉察出中国对参加 ＡＰＥＣ与亚欧对话同入世的不同态度

与表现后，认为中国面对入世久拖不决正在把策略重点转向 ＡＰＥＣ和洲际合

作，以此弥补非世贸成员的不足。如果上述评论反映了某些情况，那么我国这

一重点转移也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或应急措施（只能是次佳选择），奉为长期政策

付诸实施是不现实的。随着亚太经济合作（ＡＰＥＣ）和亚欧对话的发展，中国参

与这类地区多边合作的能力会越来越受到非世贸成员资格的制约。

　　毋庸讳言，中国要建设性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对话，应首先解决入

世问题，起码应采取同步并举的策略。综合权衡，中国入世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且长远看为最佳选择。从当时区域集团化发展与世贸职能强化同步并举的

“共生现象”来看，两者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动态、相互转化的“互补性竞争”关系。
在互补性竞争关系的作用下，区域集团与世贸组织在合作范围和推动贸易自由

化与经济一体化及其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主要区域集团不仅成为多边贸

易体制开拓贸易自由化新领域的“试验场”与“实验室”，而且还成为具体实施多

边承诺的重要手段。

　　单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ＡＰＥＣ奉行的原则、合作内容、谈判机制以及发

展方向而言，ＡＰＥＣ似乎为世贸组织在地区中的“翻版”，就如同一个“小世贸组

织”。事实上，亚太的世贸组织成员不过是在通过 ＡＰＥＣ来具体实施乌拉圭回

合各协议下的多边承诺而已。中国作为非世贸组织成员要全面参与 ＡＰＥＣ的

合作，其难度可想而知。１９９６年３月 ＡＰＥＣ第一次马尼拉高官会议（ＳＯＭ）在

根据世贸组织协议讨论细化大阪会议“行动纲领”时，中国代表团所处的窘况就

可说明这点。

　　根据１９９５年初步定下合作基调的“亚欧首脑会议宣言”，未来亚欧洲际合

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维护和发展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由此

建立的国际经济新格局。亚欧首脑会议充分说明了国际关系的基础与内涵正

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实用外交”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主

流。不言而喻，中国面对亚欧之间这场跨世纪的洲际合作，最积极有效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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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作为第一步）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入世问题。

　　如果中国入世延迟的时间过长，中国恐怕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有形或无形的

损失，其实也就是入世谈判的博弈收益，这从反面充分证明了当时尽早解决和

完成中国入世谈判对中国是有利的。这也说明，如果没有这些重大的政治、经

济利益的诉求，中国或许会因某一时局的变化和某一事态的出现，或者因国内

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重蹈墨西哥当年二次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覆辙，出现暂时宣

布放弃复关或入世的政治危机。

第五节　复关入世谈判的顺序调整特点

　　中国申请恢复在 ＧＡＴＴ中缔约方地位和申请入世，这种申请加入的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谈判中的被动地位，而１９８９年以后发达国家对中

国复关战略的大转折就更加强化了这种局面。事实上，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本

质和目的是中国申请加入由发达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俱乐部，这一本质自身就

决定了这场谈判不同于一般的、公平对等的政治或军事谈判，注定中国处在一

个受审查、受刁难、受控制的地位，虽然其最终的结局是共赢性的。中国长期以

来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人口大国、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与其在复关入世谈判中

的被动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国内中高层人士尚不了解中国复关入世

谈判性质和主要谈判对手对中国的特殊国情缺少基本了解的背景下，中国复关

入世谈判的艰难和各方谈判代表面临的尴尬与责难更是无法想像的。但是，随

着中国代表团谈判艺术的日益成熟和对谈判局势认识的加深，中国也开始在谈

判中主动出击。所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的主次、先后顺序伴随谈判的深入，
表现为阶段性调整，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复关入世谈判前期的议事程序是先缔约方后中国的谈判模式。谈判

是由缔约方首先提出建议，中国作出回应，然后，缔约方再提出问题，中国再作

出回应，如此反复。由于 ＧＡＴＴ加入程序的刚性限制，在整个复关谈判的前

期，中国实际上是在接受加入资格的审查，需要对缔约方的各种问题作出解释，
需要对缔约方的要求作出答复，并根据缔约方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

尽可能符合缔约方意愿的对策。所以，这个时期的谈判在顺序上就表现为先缔

约方后中国的模式。

　　第二，复关入世谈判中后期，在熟悉规则的基础上，随着谈判内容的改变，
为配合谈判的进行，中国开始主动提出一些有关如何调整和规范谈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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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使对方处于应付的位置，以推动谈判的进展。这是中国谈判能力提高后变被

动为主动的表现。１９９５年７月，在日内瓦进行中国复关问题第二次非正式磋商

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在多边磋商阶段开始时就主动提出了一揽子建议。其中包

括：关于通过有限过渡期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度，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关

于议定书中农业补贴的建议；关于中国复关议定书的６个附件，诸如由国家定

价物品的清单、部分取消的配额许可证的清单、目前需要法定商品检验的清单

等。中国的这种谈判顺序策略改变赢得了一定的回报，建议受到了欧盟、日本、
加拿大以及其他参与谈判缔约方的欢迎。甚至持对立立场的美国代表，也不得

不承认中国为复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实际上，中国的主动建议先发制人，孤

立了美国，为中国由复关转向入世谈判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政治氛围；在经过６
个小时的多边谈判和磋商之后，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提议开始草拟议定书案

文。

　　在谈判中这种出牌顺序的变化反映出经历国际贸易谈判洗礼的中国谈判

代表逐渐熟悉了多边贸易谈判的规则，谈判能力逐渐增强，把握全局的谈判能

力迅速提高，也反映出谈判格局的变化。

　　第三，复关入世谈判顺序具有重复博弈特点。在双边市场准入谈判过程

中，谈判的性质是重复博弈。谈判双方就某个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几轮激烈的

讨价还价之后，进行妥协、折中，才能最终达成纳什均衡，形成协议。比如，关于

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问题的谈判，中美两国就经过了许多回合的拉锯

战，中国把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作为中国复关入世的根本原则予以坚持，而

美国则坚持中国需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两国一度争执不下，几度交锋都无法

达成妥协，成为中国后期入世谈判的焦点。最终在两国高层的干预下，以在其

他方面给予灵活妥协的补偿方式，中美才就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入世问题达成一

致。这个谈判时间长，双方谈判次数多，具有就某一具体问题讨价还价、多次交

锋的特点，是典型的重复博弈。

　　谈判顺序的调整不仅说明了博弈主体地位的变化，也显示博弈主体根据形

势和利益诉求的变化而进行策略调整和灵活机动，避免了谈判顺序一边倒或长

期由某一博弈主体主导的局面，确保谈判实现共赢性。

第六节　复关入世谈判的双重博弈特点

　　ＷＴＯ之所以存在，是因既得利益集团干扰了政府决策和立法的正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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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消极地影响了贸易和投资的

正常跨国流动，需要各有关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官员从不定期到定期集合在一起

共同商讨、磋商、协调、谈判，然后达成协议并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１１如

前所述，参与复关入世谈判的主体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它不单是参与谈判的人

员，谈判人员实际上是在代表一个主体（国家或地区）在谈判，而国家是各国（地

区）内部利益集团或利益部门的集合体，即各国（地区）在内部层次的博弈促成

了其在国际层次博弈桌上的联盟体。也就是说，参加ＧＡＴＴ谈判或 ＷＴＯ谈判

的都是复合博弈主体，只有认清国家复合博弈主体的特点，才能真正把握复关

入世谈判本质。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没有人

提出异议。但就是否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引入国内政治因素问题，学术界

却一直争论不休，分歧很大。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和肯尼斯·沃

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等人认为：“体系研究优于次体系研究，因为后者过于细

微。因此，对制度形成的国内根源的分析可能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努力。”１２而奥

兰·杨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掌门人苏珊·斯特兰奇等则认为：“如果忽视

国际合作给社会带来的损益，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国内政治对理解

制度的形成和解释制度的后果都是重要的。”１３正是沿着后一思路，在对已有观

点进行综合研究分析与理论归纳的基础上，罗伯特·普特南１９８８年就提出了

揭示复合博弈主体的“双重博弈”理论，即人们必须关注国内、国际因素互动的

“一般均衡”理论。

　　“双重博弈”论认为国家博弈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即国际层次（Ｌｅｖｅｌ１
或Ｌ１）的博弈和国内层次（Ｌｅｖｅｌ２或Ｌ２）的博弈。国际层次的博弈是指“谈判

者讨价还价后达成暂时协议”的国家行为；国内层次的博弈是指“在选民团体中

讨论是否要批准这一协议”的国家行为。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

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而为自己谋取利益；政治

领导人则通过建立与集团间的联盟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在国际层次的博弈中，
一国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１４，以随时回应来自国内的压力，从而使

不利的外交后果最小化。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或地区之间普遍重视自己的主

权。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同时兼顾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其他国家

的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政策的成功实施；否则，就可能因为两者之中的一个

或两个反对而失败。因此，国际谈判的参与者实际上同时坐在两个棋盘前———
在国际谈判桌上，政府首脑的对面坐着其他国家的谈判对手，在他周围则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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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家和他自己的国际政策顾问。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在他周围的则是各党

派和议会人物、关键利益集团的代表、领导人自己的顾问等。任何一个国际谈

判桌上的关键谈判者，如果不满意于国际谈判的结果，则可能会推翻整个棋盘；
相反，如果任何一个领导者不能在国内的谈判桌上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
则将冒着丧失既得权力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所运用的外交战略和技

巧既受到其他国家是否接受谈判结果的影响，也受到国内选民是否批准谈判结

果的影响。因此 ，在一个棋盘上被认为是理性的举动，在另一个棋盘上可能是

失策的。１５所以，双重博弈论认为，把握好了国内对手能接受的最低妥协限度和

外国谈判者的“获胜集合”（ＷＩＮ?ＳＥＴＳ），就能较准确地预测谈判结果，把握博

弈的主动权，保证谈判的成功。所以，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国家实际上是个复合

博弈主体，国内利益集团是其力量的基础和立足点，与国际博弈对手所取得的

谈判成果只有取得国内各利益集团的认同才算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罗伯特·普特南“双重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所谓“获胜集

合”是指Ｌ２选民投票批准１６Ｌ１达成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即是指Ｌ２选民对Ｌ１
达成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亦即国内选民批准和履行在国际谈判中达成的协

议的可能性。此概念的重要性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如果其他情况相同，
“获胜集合”越大，Ｌ１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反之，被否决的可能性就越大，国

际谈判破裂的风险就越大。二是各谈判者“获胜集合”的相对大小将影响到国

际谈判中共同利益的分配，即某个谈判方已知的“获胜集合”越大，形成对本国

谈判者的“刚性”约束越大，使其失去谈判灵活性，这种局面就越容易为其他谈

判方所利用，抬高要价，从而使该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为各国都有其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获胜集合”，而双边或多边协

定只有得到所有缔约方（成员）的批准才能生效，即所有国家的获胜集合有重合

集（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Ｗｉｎ?Ｓｅｔ）时，国际谈判达成的协议才具有实质意义；而“获胜集合”
越大，其重合集就越大，从而协议就越易达成（如图３－１所示）。所以，普特南

认为，“获胜集合”的大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Ｌ２选民间的权力分布、偏好和

可能的联盟，Ｌ２的政治制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与政治家的偏好，以及Ｌ１谈

判者采取的策略。普特南进而指出了四种政治家和国内行为体可采用的替代

性双重博弈策略：重构国内“获胜集合”、重构国外谈判方的国内“获胜集合”、跨

国联盟、国内团体削弱外国领导人地位的努力等。

　　笔者得益于亲身参加复关入世谈判的经验，对国家政府复合博弈主体的性

质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早在中国复关入世实质性谈判结束之前就提出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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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双重博弈图解

重谈判”（对外与 ＷＴＯ成员进行正式谈判、对内与各部门进行协调或非正式谈

判）的观点１７。

　　中国进行复关入世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中国必须以发展中国家身份

复关入世，这是始终坚持、不可动摇的。中国之所以坚持此原则，甚至不惜以谈

判破裂为代价，原因在于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就可以享

受ＧＡＴＴ或 ＷＴＯ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灵活例外和差别待遇，如幼稚产业保

护条款、国际收支条款（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第１８条Ｂ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ＴＲＩＰＳ）与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的技术合作条款、发展中国家更多

参与条款、在诸多义务上相对较长的过渡期（关税的减让比例、非关税壁垒的取

消、市场准入的扩大、相关补贴的取消期限、服务贸易的自由化、ＴＲＩＰＳ和与贸

易有关投资措施中的过渡性安排）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可

以享受比发达国家更长过渡期和更多技术合作机会，符合中国诸多产业发展现

状。

　　ＷＴＯ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条款，对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科技

发展严重滞后的中国，意义就显得格外重大。如《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第６条

技术合作（ｂ）款：“各成员应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

各级开展电信合作”和（ｃ）款：“在与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时，各成员在可行的

情况下，应使发展中国家可获得有关电信服务以及电信和信息技术发展情况的

信息，以帮助增强其国内电信服务部门”等规定，对于发展滞后、竞争力低下的

中国电信业履行入世承诺和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ＴＲＩＰＳ第６７条技术合

作：“为促进本协定的实施，发达国际成员应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成

员的请求，并按双方同意的条款和条件，应提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

发达国家成员的技术和资金合作”的条款，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员缺乏、
机构混乱和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创新意识，促进知识、技

术型外资流入和科学技术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必需的。

　　根据中国的国民收入，世贸组织成员普遍认为，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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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入世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同时又担心中国的巨大潜力，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

较强，入世后可能会利用“后发优势”占领市场，对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并

可能影响国际体系的权利均衡；中国入世又可使其在中国巨大市场前获得“前

所未有”的市场准入；支持中国入世还会带来超出经济利益的其他潜在利益：因

为中国已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在维护世界和平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而中国入世将会使其

成为亚太地区一个更为积极、更为负责的成员。

　　经过双方长期的讨价还价、权衡利弊和反复博弈，发达国家终于降低了加

入成本，中国亦承诺相应义务和责任以换取长远利益。这也是符合理性国家行

为的假定。理性国家行为并不来自固定的优先选择，而是源于国内政体中的动

态政治过程；理性行为意味着国家会采取最适宜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经济相

互依存的成本和收益是国家优先选择的首要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充分认识到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间的协调（第二层次

博弈）对复关入世谈判（第一层次博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坚持以发展中国家

的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平衡国内各集团间的利益分

配，取得较为稳定和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内“获胜集合”，促成第一层次博弈均衡

结果的达成。

　　双重博弈不仅体现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原则上，也体现在中国复关入世

谈判的具体进程和具体部门谈判中。如在谈判初期，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伊

始，世贸组织的建立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复关的“入门费”主要局限于货物

贸易的市场准入，尚未涉及到较为敏感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业市场准

入问题。因此，在这个阶段，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复关谈判的关心和要价主

要集中在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与统一实施、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价格改革

的时间表和选择性保障条款等５个中心问题上。这些问题大多是关于中国贸

易管理体制方面的，未全面触及到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且与当

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较为一致。这种要价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理论

上不会造成经济波动，不会影响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从而不会过度冲击国

内相关经济利益集团，不会遇到某一利益集团的对抗和国内贯彻实施方面的巨

大困难。也就是说，此次谈判中国内“获胜集合”较大，使得第一、二层次的博弈

目标取得统一，此阶段复关谈判也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世贸组织的成立在即迫使中国复关谈判在１９９４年进入冲刺阶段，但由于

内部协调和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结果令人沮丧，功亏一篑。在１９９７年江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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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访美、１９９８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以及１９９９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双方领导人

和谈判代表都拟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但都因克林顿政府对谈判形势的误判以

及未能从国会取得快车道谈判的授权而付诸东流１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国

内面临更大的压力，国会右翼保守势力想与克林顿政府争夺在中国入世问题上

的决策权，若国会因中国迟迟不能入世而介入这一进程，将使克林顿政府在国

内政治层面陷入被动，丧失主动权；美国工商界纷纷指责克林顿政府丧失机遇，
强烈要求恢复与中国的双边谈判。美国政府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积极

寻求与中国恢复谈判。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第二层次博弈可以促进甚或阻碍第

一层次博弈均衡结果的达成。

　　国家优先选择的形成取决于国内政治因素，只有通过国内政治路径（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才能解释国家的目标如何受到国内压力和相互作用的

约束，而此经常要受到源于经济相互依存的制约因素与机遇的影响。即谈判主

体国内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相互依存，决定了国内选民的权力分

布和政治因素，从而间接决定了该国的优先选择。在具体谈判项目上，双重博

弈理论主要是通过此路径体现出来的。如在中美谈判中，中国承诺到２００５年

把算术平均关税降到１０％，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但中国坚持对原油、成品

油、化肥、粮食、棉花、糖、烟草、油料等８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料和农产品

保持国有专营和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资格。中国表示愿意参

加信息技术协议（ＩＴＡ），并承诺到２００５年将多数信息产品降为零关税；但在电

信服务特别是增值服务业上却坚持逐步开放和渐进自由化的原则，并对其进行

适度保护。在两国国内都有巨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属于敏感区域的汽车工

业，一度成为谈判双方僵持不下的焦点。最终，双方做出互相让步，美国同意中

国在２００６年而不是２００５前将进口关税从８０％～１００％降为２５％，以让中国生

产商获得更长过渡期以加强竞争力；作为交换，中国承诺外国汽车生产商拥有

对其至关重要的提供购车贷款权（汽车金融服务）和全程分销权。

　　中欧谈判亦鲜明地体现了国际谈判的双重博弈性质。中欧谈判并不同于

中美谈判，虽然中国在谈判桌前面对的欧盟贸易委员会是一个谈判对手，但因

其是１５个国家组成的一个集合体，所代表的并非某个或某几个欧盟大国，而是

欧盟１５个成员国家，各国不同的利益都要在协议中得以体现。因此，这就要求

欧盟贸易代表团就各国的具体问题与中国展开谈判，如英国要求降低杜松子酒

的关税，法国要求降低化妆品的关税，意大利则要求降低皮革产品的关税，即中

欧入世谈判实际上是一种单边对多边的谈判。欧盟贸易委员会与中国谈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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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协议，须在欧盟各国得到批准和实施，才能体现出谈判的价值。但由于国

家众多，各国有独特的利益要求，以及欧盟委员会在协调成员立场方面亦存在

诸多困难，使其难以或需较长时间形成一个较为确定的“获胜集合”并使成本、
利益均衡分配；但在单个国家，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筹划、协调来谋求此种

“获胜集合”和均衡分配。总之，国家多，问题多，众口难调，造成第二层次博弈

的复杂性，进而使第一层次博弈难以取得均衡结果，使欧盟难以采取灵活的谈

判策略，成为造成中欧谈判比中美谈判更为缓慢和艰难的原因之一。

　　所有这些双重博弈现象的存在，揭示出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国家或单独

关税区政府复合博弈主体身份的复杂性。所以，研究中国复关入世的博弈过程

及其性质，忽略国家内部集团或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异，认不清国家复合博弈主

体的特点就行不通。谈判者在关注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层面博弈的

同时，也不要忽略与国内利益集团和部门的博弈，做到统筹兼顾。

　　罗伯特·普特南双重博弈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们分析国际谈判确立了

一个总体框架。按照这个理论，国际谈判过程总体上被分为通过与国际对手谈

判以达成协议、国内批准并贯彻实施协议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谈判实际上是

各国谈判代表之间以及谈判代表与国内利益集团或部门之间的重复博弈。各

国谈判代表之间的重复博弈体现各国国家利益诉求的表达、调适和平衡；而在

一个国家之内，“没有什么利益集团会采取脚蹬两只船的保护主义立场”１９，谈判

代表与国内利益集团或部门之间的重复博弈体现各国内部利益集团或部门利

益期望值的现实修正。经过这两个层次的博弈，最终形成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

础上的以国家利益“均衡”为表现形式的协议。国内能否批准和贯彻实施协议，
一方面表明谈判结果能否实现，标志着谈判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是推动谈判得

以进行的动力。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国研究贸易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戴斯特勒

（Ｉ．Ｍ．Ｄｅｓｔｌｅｒ）基于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深入分析，指出了政策制定者与国内利

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关系：“对于贸易政策的新的跨党竞争带来的威胁是最大的

威胁，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如此。如果民主党事实上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保护主

义政党，国家贸易政策就会滑向类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早期苏联的情

形。新总统不仅代表了贸易政策的连续性，而且代表了贸易政策的急剧变化。
这将撼动旧贸易体制最坚实的锚——— 自由主义倾向的行政部门。”２０

　　有鉴于此，在国际谈判中谈判主体通过与对方代表沟通、交流争取本国利

益和与国内利益集团的互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同推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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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的实现。所以说，国家政府的谈判主体在国际谈判中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贸

易谈判中扮演着双重博弈者的角色。

　　注释：

　　１张培田．关贸总协定概要及规范释义［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４０．
　　２尤先讯．世贸组织法———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Ｍ］．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３７．
　　３［英］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刘平等译．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１
　　４［英］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刘平等译．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０．
　　５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Ｈａ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ｏｎｅＴｏｏＦａｒ？［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ＩＥ），１９９７：２９
　　６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９９．
　　７尤先讯．世贸组织法———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Ｍ］．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６０．
　　８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１／０９／ｊｊｃｋｂ２６０９０１ｈｔｍｌ
　　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ｏｒｔｈ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１／０９／１８／０００１４６６０６ｓｈｔｍｌ．
　　１０刘光溪．试析中国迟入世带来的损失［Ｊ］．世界经济调研，１９９７，７．
　　１１刘光溪．碰撞 融合 发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０３．
　　１２ＶｏｌｋｅｒＲｉｔｔｂｅｒｇｅｒ（ｅｄ）．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ｍａｇｅＩ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８２－２８３
　　１３ＶｏｌｋｅｒＲｉｔｔｂｅｒｇｅｒ（ｅｄ）．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ｍａｇｅＩ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８２
　　１４无论个人、集体、国家、国家组成的集团、国际组织还是跨国公司，都是理性的行为体，
在面对给定的约束条件时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

性经济人假设。

　　１５Ｒｏｂｅｒｔ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Ｇａｍ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４２（３）：４３０．
　　１６此处“批准”（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不仅指议会或类似机构的协定的正式批准程序，而且指利

益集团、厂商等强大的国内行为者的非正式批准程序，即对其的贯彻实施。

　　１７刘光溪．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最新形势的基本估计及几点建议［Ｊ］．国际经贸研究，

１９９５．
　　１８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国会在对外贸易关系的行为中拥有首要的权利，而美国总统

和行政机构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活动则要取得国会的一般和特别的授权。参见艾博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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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体制下的中国［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２．
　　１９Ｉ．Ｍ．Ｄｅｓｔｌ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ＮＹ：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２：１８９
　　２０Ｉ．Ｍ．Ｄｅｓｔｌ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ＮＹ：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２：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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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般般般般般般般般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

　　博弈现象是复杂多样的，而复关入世谈判可以称得上是具有代表和典型意

义的一种。要透过现象认清复关入世谈判的本质，并由此探询关贸总协定和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贸易谈判所具有的博弈特征，就先要借助理

论的透视力来深入分析和探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获得对这类现象的总体认

识。本章就是借助于博弈论的已有成果解读一般博弈现象，认识非合作博弈的

内涵与类型及其形成结构与运行过程，分析一般博弈的非合作特性与有效治

理，以提高博弈的效率和增加博弈的获益水平；为进一步认识复关入世谈判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内涵及其政治经济学意义，为“共赢性博弈”之论点奠定基

础。

第一节　一般博弈内涵的理论分析与类型划分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只要有行动，不管是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就有

决策问题，所以，决策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最初人类的决策很原始，只是靠

部落或氏族首领拍脑袋。随着人类行为和活动的复杂化，单靠拍脑袋进行决策

就很容易产生决策失误，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现实的需要催生了专门服务

于决策的当代应用科学———运筹学。运筹学的形成为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般而言，决策者决策的基本步骤为：一是确定问题，提出决策的目标；二

是发现、探索和拟定各种可行方案；三是从多种可行方案中，选出最满意的方

案；四是决策的执行与反馈，以寻求决策的动态最优。作为决策工具，运筹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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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针对管理主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建立模型，以整体最

优化为目标，运用数学方法，统筹规划，提出最优化决策，即就组织系统的各种

经营作出最优决策。作为决策工具箱，运筹学既包括决策理论和方法，也包括

有针对性的特殊工具。前者是处理与决策相关信息的方法和原则，后者就是针

对某类特殊问题的专用工具。如规划论（包括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整数规划

和动态规划），主要用于处理各种条件和结果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问题；图论是

网络技术的基础，用于解决很多工程设计和管理决策的最优化问题，如此等等。
另外，这类专用工具还有很多，包括决策论、对策论、排队论、存储论、可靠性理

论等，分别用于解决相应类型问题的最优化问题。运筹学的这些工具用来整合

决策者所获得有关决策对象的信息，提出最优方案。决策者在运筹学的指导

下，就能够得到最符合自己要求的行动方案，即最佳决策。通过有效实施这个

决策，决策者就能够最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问题是当针对同样的决策目标，多个决策者都要作出决策、都希望取胜的

时候，即存在决策之间的利益竞争的时候，一个决策者的选择就必须考虑其他

决策者的选择，而其他决策者的选择也要考虑这个决策者的选择，这就不仅仅

是对物的决策，而涉及到灵活的决策者之间的互动。这个决策者的结果（支付）
不仅取决于这个决策者的行动选择（策略选择），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决策者的策

略选择。这类具有竞争性的决策主体就由单个变成了多个，决策的解也就由单

纯一个方案变成了多个方案的集合，单独决策也就变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

主体决策互动、互促与互存的策略选择，即博弈。

　　所谓博弈也就是游戏的意思，英文就是Ｇａｍｅ１，其基本内涵是：“一些个人、
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

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

相应结果的过程。”２ 所以，博弈不仅仅是游戏，游戏还只是博弈现象存在的抽象

状态，真正的博弈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政策制

定、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决策协同现象。

　　“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处于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制定最优化的成

功策略的理论”３，或者说，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

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４ 的理论就是博弈论。可见，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博弈现

象，范围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政治、公共选择和犯罪学等诸多

领域；博弈论的研究目的是寻求博弈现象的规律，以指导人们的博弈实践和管

理各种博弈对局，为某博弈方或各博弈方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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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地讲，博弈论主要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

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博弈和决策

的关系，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石匠的决策和一个拳击手的决策会有什么区别。
当前者考虑怎样开凿石头的时候，其“对象”是静态的、被动的和中立的，不会对

其策略产生回应或对抗。然而，当后者打算攻击对方要害的时候，不仅他的每

一步都会招致抵抗，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对方的主动攻击，他必须克服或是回避

这些抵抗和攻击。

　　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作为一种关于博弈现象的特殊理论，自己独成一体，
既不是数学的分支也不是经济学的分支。虽然博弈论多以多元函数为主要内

容的方程、方程组矩阵等作为博弈问题理论概括的表现形式，依靠数学为工具

解答最优解，多以集合等方式表达博弈的解，即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研究对象和

研究结果，如由约翰·纳什于１９５１年发表在数学杂志上的非合作博弈论的奠

基之作———《非合作博弈》。但博弈论不是数学，数学只是博弈研究的工具。同

样，虽然１９９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他们在非合作博弈均衡理论方面的先驱

性贡献而同时授予了约翰·Ｆ．纳什、约翰·Ｃ．海萨尼和莱茵哈德·泽尔腾三位

博弈论专家，但是，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博弈论只是博弈方法

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博弈论在其中只扮演了工具的角色。

　　虽然人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意识到博弈现象的存在，而且在实际中进行了

精妙的运用，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围魏救赵、暗渡陈仓、狡兔三窟和先发制人等

战争事例，但是，研究博弈并形成较为系统的博弈理论则是近现代的事情。博

弈研究的发展是沿着对博弈结构要件的不同可能情况下的博弈结果探索的轨

迹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博弈论的实践，启发了人们对博弈问题进行研

究的兴趣，促使人们研究有关博弈的理论，于是掀开了博弈理论研究的第一页。
１９４４年由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撰写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一书，探索的是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建立的是一种标准型、扩展型和合

作型的博弈模型，因而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合作型博弈论，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

的初步形成。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合作博弈论发展到顶峰，“讨价还价”模型与

合作博弈中的“核”的概念代表了合作性博弈论研究成果的最高境界。随后，随

着博弈主体理性假设由集体理性向个体理性的转换，人们对博弈论的探讨进入

到对同时决策的非合作博弈的探讨。这个时期，纳什开创性的论文《ｎ人博弈的

均衡点》（１９５０年）和《非合作博弈》（１９５１年）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

在定理，奠定了以纳什均衡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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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定义的“囚徒困境”，基本上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进入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泽尔腾（１９６５年）对博弈秩序的另一未知领域———不同时决策进行

了研究，探讨了其他条件不变、只是博弈秩序变为不同时博弈情况下的纳什均

衡问题，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概念。海萨尼（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则把不完全信息

引入博弈论的研究。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包括克瑞普斯和威尔逊在内的几个

比较有影响的人物，继续进行了关于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解的研究，并于

１９８２年合作发表了关于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重要文章。这样，针对博弈各要

素可能存在的情况以及它们与其他要素组合不变条件下的博弈解都进行了探

讨，博弈论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由于非合作博弈论存在的前提条件与

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现实比较吻合，可以用来解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

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有利于寻找该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非合作博弈

论在当今社会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成为博弈论主流。本书所指的博弈除特指的

合作博弈或者高效博弈或者共赢性博弈外，均指的是低效的一般博弈和非合作

博弈。

　　根据不同的标准，博弈可以有不同的划分：

　　第一，根据博弈主体的理性和基本行为逻辑，划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

弈。博弈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博弈主体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

力的协议”。如果有，则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

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正是博弈论最基本的一个分类。”５ 而“合作博弈强

调的是团体理性（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强调的是效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公正（ｆａｉｒ
ｎｅｓｓ）、公平（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６”，虽不居主流但却具有特殊而且重要的价值。

　　第二，根据博弈中博弈主体的多少，可以将博弈分为单人博弈、双人博弈和

多人博弈。一般来讲，博弈主体越少，则问题越简单，越容易求解；反之，博弈主

体越多，则问题就越复杂、越难解。

　　第三，根据博弈中各博弈主体可选策略的数量，可把博弈分为有限策略博

弈和无限策略博弈两类。前者是可选择的博弈策略为有限个的博弈，后者则是

博弈策略选择为无限个的博弈。

　　第四，根据各博弈主体的总得益情况的不同，可以将博弈分为“零和博弈”、
“常和博弈”、“变和博弈”三种类型。如果不管各博弈主体如何决策，最后各博

弈主体的总得益为零，则这种博弈为“零和博弈”；如果不管各博弈主体如何决

策，最后各博弈主体的总得益是非零常数，则这种博弈为“常和博弈”；如果不管

各博弈主体如何决策，最后各博弈主体的总得益为不确定的常数，则这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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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变和博弈”。“常和博弈”是“变和博弈”的一个特例。

　　第五，根据各博弈主体选择和行动的先后次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动

态博弈和重复博弈（详见本章第四节的有关内容）。静态博弈是指博弈中博弈

主体同时行动或虽非同时行动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

行动的博弈；动态博弈是指博弈主体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

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重复博弈就是同一个博弈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

　　第六，根据博弈主体对有关其他博弈主体（对手）以及博弈进程信息掌握情

况不同，博弈可以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

每一个博弈主体对所有其他博弈主体（对手）的特征、战略空间、支付函数以及

博弈进程有准确把握的博弈；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总之，博弈是一种利益有牵连的各方之间的决策协同现象，根据不同的标

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博弈论就是研究博弈现象，以期把握其规律，利用

其规律为部分人或全部人谋福利的理论。

第二节　一般博弈形成的基本前提与理性分析

　　博弈现象表面上是决策主体决策之间的对决，其实是由决策引起的主体行

动之间的对决，根本层次上是博弈主体利益诉求的搏斗与较量，因为博弈主体

由决策引发的行动结果直接对应着主体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是每个博弈主体的目标追求，这是博弈现象出

现的第一个前提。“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

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

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７ 同样，一般博弈主体关注的

是自己的得益而非整个博弈的社会总得益。每个决策主体的行动都以自己的

存在为前提。反过来，每个决策者的决策也都以维护和扩展自己存在的相关条

件为优化的价值取向，力图使自己每次行动的结果有利于自己存在条件的改

进，毕竟“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８ 如果博弈

主体没有了自己的利益载体即博弈目标，各博弈主体也就失去了博弈行动的动

力。

　　博弈行动的利益载体即博弈目标存在某种关联是博弈现象出现的第二个

前提。由于博弈主体目标存在着关联性，一个主体由其目标决定的决策或行动

对其他主体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也就对这些主体的利益构成影响，从而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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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些主体争取自己利益的机制，各主体进入一个通过决策相互作用的博弈行

动状态。所以，博弈主体目标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是由单独决策转变成博弈的

机制前提，是演绎博弈主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宏观框架和逻辑前提，它的存

在形式可以是隐形的也可以是有形的。

　　如果拿奠定非合作博弈论理论基础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加以剖析，就更

能说明问题。囚徒困境讲的是两个小偷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不同的

屋子里审讯的故事。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刑８年；而如果双方

均不承认有罪，因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明他们以前违法的证据，则只能对他们的

小偷行为进行惩戒，各判刑１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招认，各被判刑５
年；如果一方与警方合作，招认并供出自己与对方以前所做违法之事，而对方不

招认，招认方将不受重刑，无罪释放，另一方则会被判重刑１０年。经过一段时

间的沉默以后，结果是两个小偷都选择了坦白。

　　很显然，这个博弈模型中的两个博弈主体———小偷，都有尽可能不被监禁

的最大利益诉求，同时，警察对他们执行的政策无形中又成了他们目标追求的

潜规则，把两个小偷本来彼此独立的选择连到一起，每个小偷的选择结果都与

对方的选择有关。甲小偷在不知道乙小偷选择坦白还是抵赖的情况下，如果乙

选择坦白，甲的最优选择是坦白，而不是抵赖，因为抵赖意味着甲将被重罚监禁

１０年。如果乙选择抵赖，坦白仍然是甲的最优选择，而不是抵赖，因为抵赖意味

着仍然要被监禁１年，显然比坦白可获无罪释放的最高追求要低得多。因此，
不管乙做什么样的选择，甲选择坦白总比选择抵赖要好。就是说，不论乙做什

么样的选择，坦白就是甲的惟一最优选择。同理，乙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在不知

道甲的选择的情况下，惟一理性最优选择也是坦白。其实，局外人都明白，双方

选择抵赖才是对双方最有利的选择，当然，这是以小偷的最大目标追求为评判

标准的，满足博弈现象产生的第一个条件。但是，为什么实际过程没有产生使

得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呢？原因就是约束双方行动的游戏规则使得个人行

为走了形，表面上看来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产生了矛盾。如果警察不是为

了促使双方招供而制定诱使招供的规则，而采用鼓励抵赖的规则，那么，结局肯

定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警察只能执行迫使罪犯招供的游戏规则，
在罪犯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逻辑的悖论中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无论何种博弈都有一定的博弈规则，不过是规则的约束力度有差别和不同

而已，这也是博弈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些规则起到约束各博弈主体行为的

作用，通过规范各博弈主体的行为协调各博弈主体的行动，使个体行动质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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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行动。有什么样的博弈规则，也就有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模式、什么样的博

弈结构、什么样的博弈结果。博弈规则就是博弈的生产函数，决定了博弈结果

的大小，即博弈效率；也决定了博弈个体的得益大小，所以，博弈规则也是博弈

的分配函数。

　　因此，从学理的角度看，单纯强调博弈方之间的搏杀与斗争是片面的。博

弈参与主体都是有理性的、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体，这是在个体层

面上博弈个体行为的先天本性；在整体层面上，各博弈方的整体行动规则为每

个博弈参加者新增加了行为的约束条件，通过诱导博弈个体的牟利本性规范着

各博弈方在这个博弈格局下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的定格就意味着博弈展开

的方式以及由此引起的博弈可能实现的成果大小，即决定了集体行动成果的生

产方式和效率大小。反过来，也就决定了每个博弈者实际能够实现收益的最高

限额。所以，表面上反映为以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多个决策主体独立决

策的博弈现象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决策对博，而是隐藏在决策背后的集体行

动，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由博弈规则约束下的个体共同创造的成果的最终大小决

定的，而这个成果的大小又是由博弈规则决定的整体行为方式决定的，确切地

说，就是由博弈规则决定的生产函数决定的。总之，博弈现象实际上是各博弈

主体在一定规则框架下谋取自己得益的行动，本质就是联合创造博弈结果的集

体行动。

第三节　一般博弈结构的基本要素与功能分析

　　所谓结构，就是研究对象的组成要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个

概念一般用于表达具体的可见物体组成部分的空间排列次序，后来用于表示一

切事物的要素组成及其相互关系。一般博弈的结构就是博弈的组成要素以及

这些要素彼此之间的组合关系。关于博弈组成结构的观点很多。有人认为博

弈“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效用、结果和均衡，其中，参与人、战略和支付

是描述一个博弈所需要的最少的要素，而行动和信息是其‘积木’。参与人、行

动和结果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分析的目的是使用博弈规则预测均衡”９。
有人认为博弈包括“博弈方数量、策略的内容和数量、得益的特征、博弈过程的

特征、信息结构和博弈方的行为逻辑特征等几个方面”１０。还有人根本不论述博

弈的结构，而是把博弈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潜在前提，在行文中论述。
不管这些论述怎样不同，但是都已经论述到博弈结构的相关问题。就笔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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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博弈的结构应当包括有利益联系的博弈主体、博弈规则、博弈策略、博弈信

息、博弈得益、博弈结果６个方面。

一、有利益联系的博弈主体

　　博弈主体是指一个具体的博弈中参与决策的决策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

以是企业、国家或其他各种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组织（如 ＯＰＥＣ、ＥＵ、ＮＡＴＯ
等）。博弈主体根据自己就某个具体事件的利益诉求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决

策，是博弈活动的启动者和承担者。作为博弈活动的承担者，博弈主体具有一

定的资格要求，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所有博弈主体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且有准确的判断选择能力，也不会‘犯错误’”。１１这种要求可能不现实，与现实相

差甚远，任何博弈主体只要将其收益最大化作为策略选择的价值取向就够了。
实际上，理性的概念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借来的，秉承了西方文化的传统，作为理

论探讨这种假设是无可厚非的。

　　２每个博弈主体“必须有可供选择的行动和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函数”。１２

偏好函数就是目标函数、收益函数，是指在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博弈主体所能得

到或期望得到的得益水平。这才是博弈中博弈主体真正关心的东西，也是博弈

主体参与博弈的根本目标和动力。如果在一次博弈中，博弈主体无法获得或无

法期望获得自身得益，它就不会参与这种博弈；即使参与，如果这种既有的利益

分配格局不作改变的话，它也会中途退出。在现实生活中，目标函数往往表现

为收入、利润、损失、风险或社会福利等。

　　３所有博弈主体之间通过博弈活动具有某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内在联

系。比如，中国的复关入世就使得中国通过 ＷＴＯ与其成员建立起一种联系。
在两个毫无联系的决策主体之间是不存在博弈的。

　　４博弈主体还必须“能够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博弈结果”。１３也就是说，博弈

主体必须具有法人资格和法律上的行为能力，能够对自己资源具有全权支配

权，具有承担博弈后果的能力，能够自主地决定是否参与博弈，不受外来力量的

强制。

二、博弈规则

　　博弈主体进行博弈时实际上是在一定的博弈规则下进行的，这种规则可以

是明文规定的，也可以是习惯、惯例等潜规则。前者如“囚徒困境”中警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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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小偷的惩罚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程序以及规范国际贸易的规则等；
后者如战争博弈中的解除对方武装，外交博弈中的利益增进原则，市场主体之

间博弈的市场经济规则等。这些规则基本上就是评判博弈主体博弈成败的标

准，是引导博弈主体行为的杠杆。有些学者把博弈规则看成是博弈信息中的共

同知识，笔者总体上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博弈规则又不是简单的共同知识，其

对博弈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共同知识。所以，为了强调博弈规则的重

要性，笔者把它单列出来作为与博弈主体同等重要的一般博弈构成的基本要

素。

三、博弈策略

　　所谓博弈策略，就是指博弈主体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作决策的内容，也就是

行动方案。比如，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坦白或抵赖都是囚徒的策略。博弈策

略反映的是博弈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选择的行动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

法是为博弈目标的实现服务的，同时也反映了自己所拥有的实现目标的资源水

平。博弈主体可以选择的全部策略的总和就是博弈主体的策略空间。在任何

情况下，一个博弈主体都要因时而动，使得自己的策略选择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在一个具体的博弈中，所有博弈主体所实际选择的策略就构成一个策略组合，
也就是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博弈就是试图实现这种策略组合的过程。从总体

上看，在博弈结构的其他要素一定的前提下，各博弈主体的博弈策略选择实际

上就是博弈成果的分配方式选择，决定了各博弈主体得益的多少。

四、博弈信息

　　博弈信息是指博弈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了解和认识，包括对整个博弈格

局的认识、对其他博弈主体特征和行动的认识、对博弈主体在每个博弈结果下

得益情况的把握、对博弈过程的把握、对潜在的共同知识的把握等。博弈主体

应当对整个博弈的组成、博弈结构及其变化有着整体的把握；对其他主体追逐

的目标、策略特点以及行为方式有细致的把握；应当对一些潜在的信息进行准

确的读取。做到这些，就有利于博弈主体取得信息优势，有效维护和争取自己

的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博弈主体特别应当对每个博弈结果下的得益情况有个

清醒的把握。得益就是各个博弈主体从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它是各博弈主体

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他们衡量是否参与博弈行动和评判博弈得失的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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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对这个关键信息的把握关系到博弈主动权的把握，关系到对博弈进度的控

制，关系到自己博弈效率的评估以及所采取的相应策略选择，关系到整个博弈

全局的结果。所以，博弈主体应当高度重视有关得益信息。另外，把握博弈过

程的信息对参与动态博弈的博弈主体特别重要。动态博弈的最主要特征就是

博弈主体的决策有先后，而不是同时决策。后行动的博弈主体都能看到在他行

为之前博弈主体的行动内容和特点，对博弈的进程或历史有完美的把握。这些

信息是后者进一步行动的基础，所以，充分把握有关博弈进程的信息对博弈主

体取得收益至关重要。

　　共同知识作为一种基本知识，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背景知识，是圈内的人都

了解的知识。但是，在现实的许多博弈中，即使所有博弈主体“共同”享有某种

知识，每个博弈主体也许并不知道其他博弈主体知道这些知识，或者并不知道

其他博弈主体知道自己拥有这些知识。这种误判或者忽视就可能给博弈主体

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或出人意料的收获。所以，对于这种特殊信息，博弈主体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以奇胜，以正和，乃兵家常道。这种潜在信息引起的信息

不对称往往对博弈主体的得益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五、博弈得益

　　博弈得益是博弈结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其内容包括各博弈主体的得

益和所有博弈主体的总得益两部分。前者是在每个具体博弈中各个博弈主体

的得益；后者是一个博弈中所有博弈主体得益的总和。前者是博弈主体策略选

择的结果，标志着博弈主体的博弈效率，也是博弈主体参与博弈的动力；后者是

各博弈主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标志着博弈的效率。在现实生活中，博弈主体的

得益是博弈规则赋予的。

六、博弈结果

　　博弈结果是各博弈主体的共同行动所产生的所有可能情况，包括行动组

合、策略组合和收益组合，是整个博弈的总决算。博弈均衡是指所有博弈方最

优策略的组合。博弈均衡是维系博弈结果长期稳定的前提条件；否则，只要有

一个博弈主体改变自己的行动，就会引起其他博弈主体行动的改变，导致博弈

结果的改变。因此，博弈结果通常是指在博弈均衡条件下的结果，博弈结果和

博弈均衡基本上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只有处于博弈均衡的博弈结果才是可靠

和稳定的。在一次博弈中，没有博弈结果的博弈是不存在的；否则，博弈就失去



共赢性博弈论

８８　　　

　 了意义。同样，没有博弈的博弈结果更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博弈结果也是构

建博弈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博弈的这６个要素中最主要的是博弈主体、博弈规则和博弈信息，构成博

弈结构的核心要素，其他的要素都是在这３个要素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博弈

主体依据博弈信息、按照博弈规则追逐自己的得益，最终得到博弈的结果，生产

出博弈总得益，并分配成各个博弈主体；博弈进行的过程也就是在信息收集的

基础上展开博弈策略选择的过程，而策略选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博

弈结果。这样，博弈的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博弈的结构。

第四节　一般博弈进行的过程模式与次序分析

　　博弈的过程是有始有终的，其过程的发展、延伸和终止都是由博弈主体决

策的交替与延续决定的。根据博弈中博弈主体决策是同时还是先后以及是否

有重复，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３类。本部分对这３类

博弈的过程分别进行研究，以掌握不同类型博弈的实际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掌

握博弈结果分析的方法。

　　所有博弈的基本组成单位都是博弈主体的决策，要进一步了解博弈性质必

须深入了解决策主体的决策模式。一般理想的决策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决策环境认定，也就是对决策约束条件的分析和认定。每个决策主体

都要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资源状况以及有关力量的组合等进行分析认定，尽最

大可能收集有关信息。

　　二是选择目标。依据环境分析认定的形势，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就决

策对象选定自己的行动目标，为整体决策指明方向。

　　三是探求方案。利用运筹学等决策工具对环境信息和自我条件进行整合，
建立已知条件和决策目标之间的联系，选出各种实现目标的方案。

　　四是最后抉择。决策层依据一定标准，综合权衡，最终选出实现目标的最

优方案。

　　经过这几个步骤进行决策的模式又称为古典决策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决策

模式。从理论上讲，完全理性的决策主体决策需要经过这些步骤，博弈主体决

策也应该经过这些步骤，只是在环境分析部分可能要更加注意决策对手的有关

信息，做到知己知彼。

　　现实中的决策都对古典决策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所采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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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一般有３种：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或称次佳理性决策模式）、组织过程决

策模式、政府政治决策模式。这就是艾利森决策三模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是指“以有限合理代替完全合理，以满意原则代替最佳原则。在经过基本的

决策程序后，决策者按顺序对可供选择的方案逐一审视，直至找到一个符合

最低要求的方案，即满意的方案为止”。组织过程决策模式是指“通过政府的

各个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最后作出选择”的决策模式。政府政治决策模式是

指“政府各部门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最后决策是竞争、妥协和选择

的结果”。１４

　　对于静态博弈来讲，整个博弈过程经历时间很短，功夫主要花在博弈开始

前的环境分析、目标选择和探求方案上。博弈开始后，各博弈主体同时拿出自

己的决策，博弈结果瞬间定局。即使各博弈主体“决策的时间不一定真正一致，
但在他们作出选择之前不允许知道其他博弈主体的策略，在知道其他博弈主体

的策略之后则不能改变自己的选择，从而各博弈主体的选择仍然可以看作是同

时作出的”。１５

　　对于动态博弈来讲，各博弈主体决策不仅有先后次序，而且后决策的博弈

主体在自己决策之前，可以看到其他博弈主体的决策内容，甚至还包括自己以

前的决策内容。动态博弈中各博弈主体决策有先有后的决策次序特点，必定

造成博弈主体之间某种不对称性，促使各博弈主体把决策历史作为自己决策

校正的坐标。先行决策的博弈主体尽可能利用先行之机获取先行优势，而后

行者则尽可能根据先行博弈主体的决策作针对性对策以获得补偿得益，由此

引起先行博弈主体决策时要提前考虑到后行博弈主体的反应。所以，动态博

弈是在博弈历史参照下的连续博弈，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多次连续博弈累计的

结果。

　　重复博弈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博弈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过程。构成重复

博弈的一次性博弈也称为原博弈，大多数重复博弈的原博弈都是静态博弈。这

种博弈是由同样一些博弈主体在几乎完全相同的环境和规则下重复进行的，这

就改变了原博弈条件下的信息结构，使得各博弈主体都能够总结前面博弈的经

验，为优化原博弈条件下的博弈结果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使零和博弈可能变为

常和博弈。总之。这种博弈中各博弈主体决策的信息更加透明，参照系变成了

几乎完全一样的博弈，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一般博弈的非合作性质可能改变

为合作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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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一般博弈得益的“纳什均衡”分析

　　无论是静态博弈、动态博弈还是重复博弈，就博弈得益的现实来看，如果根

据博弈主体的各自得益情况，博弈结果具体存在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各博弈主

体都能获益，且获益基本相等或有一定微小差异；二是各博弈主体都能获益，且

获益存在较大差异；三是部分博弈主体获益，其他博弈主体受损，但获益方的得

益之和大于受损方受损之和；四是部分博弈主体获益，其他博弈主体受损，但获

益方的得益之和小于受损方受损之和；五是部分博弈主体获益，其他博弈主体

受损，且获益方的得益之和等于其他博弈主体受损之和，即零和博弈；六是各博

弈主体都受损，无任何收益可言，即通常意义上讲的“同归于尽”或“两败俱伤”。

　　显然，在以上６种博弈结果中，无论是从单个博弈主体得益还是从各博弈

主体总得益来看，第六种博弈无任何效率可言，是一种“双输”（两者之间的博

弈）或“共输”（三者或三者以上博弈）的博弈，是最不理性的一种博弈结果，“囚

徒困境”即为此类博弈的典型代表。第四种和第五种博弈实际上是一种“低效

率”博弈，集中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如果每个决策

主体都理性地以实现自身得益最大化为最优目标的话，结果必然导致集体总得

益的不理性，别说最大化，就是零值都保不住，甚至可能为负值，因而也不是一

种理想的博弈结果。第一、二、三种博弈才是真正富有价值的“高效率”博弈。
其中，第一种博弈是一种“双赢”（两者之间的博弈）或“共赢”（三者或三者以上

博弈）的博弈，即实现集体总得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单个决策主体得益的

最优，是最理想的博弈结果。第二、三种博弈的利益分配虽然不如第一种博弈

公平和公正，但这恰恰反映了博弈主体博弈能力上的差异，因为博弈均衡的结

果一般稍微有利于强者；反之，尽管弱者也同意并接受这种均衡结果，但这种同

意和接受可能更多地源自于强者对弱者施加的压力或威慑１６。事实上，这种均

衡一般使弱者相对于强者来说获益较少，甚至受损。但如果不接受，则可能意

味着更大的损失。因此，对于弱者来说，这种均衡结果仍然是最优的，他们仍然

会接受。再进一步讲，弱者如果不参与这种博弈，很可能连这种博弈所获得的

不平衡利益都难以捞到。这种情况类似于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中发展中国家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境遇，即参与有利益获取，同时也有利益丧失；不参加就可能面

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博弈恰恰说明，对于博弈能力非常

弱的博弈主体来说，这种使其利益受损的博弈结果无疑更多地增加了其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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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但毕竟又增加了博弈主体的总得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般规

律，即只要是保证人类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的事物就是积极、科

学和合理的，即使有部分缺憾，这些事物也应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不是反对。因

此，第二、三种博弈仍是高效率的博弈。

　　从理论上讲，无论哪种博弈的最后结果都是纳什均衡解。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１
年纳什发表了非合作博弈论方面的两篇论文，定义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
并进一步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纳什均衡是指在有多个博弈主体的博弈中，如

果给定其他博弈主体策略，每个博弈主体都要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所有博弈

主体选择的策略一起构成一个策略组合。这样一种包含所有博弈主体最优策

略的策略组合就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在给定别的博弈主体策略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单个博弈主体愿意选择改变自己现有的最优策略，从而使所有博弈主

体都愿意保持这种均衡，换句话说就是“给定别人不动的情况下，没有人有兴趣

动”１７的一种博弈主体最优策略组合。也可以把纳什均衡看成所有博弈主体事

先达成一项能够自动实施的协议：给定别人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没有人有积极

性偏离协议规定的自己的行为规则。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协议不构成纳什均

衡，它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会违背这个协议，不满足纳什

均衡要求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可见，博弈的结果就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各个博弈主体选择的一种最优

策略组合构成的纳什均衡解。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纳什均衡”仅仅是指所有

决策主体最优策略的组合，绝非是每个博弈主体得益最大和所有决策主体总得

益最大的策略组合（即帕累托最优）。事实上，“纳什均衡”往往代表的是在每个

博弈主体得益最大化的策略组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所选择的一种“次优”或“次

佳”策略组合。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决策主体来说，“纳什均衡”是一种“不得已

而为之”的策略所组成的集合。但是，这也同时说明，“纳什均衡”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动态、可改变的，在不同的博弈条件、博弈环境以及博弈规则下，“纳

什均衡”完全存在与“帕累托最优”重合的可能，即博弈的结果是每个博弈主体

最优策略的集合，同时在这个最优策略组合下每个决策主体得益最大、所有决

策主体的总得益也最大。

第六节　一般博弈主体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分析

　　博弈建立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相似。市场经济假设市场主体（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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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政府扮演“守夜

人”角色，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企业在“看不见的手”这种市场机制的调节下

展开以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充分竞争，结果这种竞争也就造成了物资

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市场价格的降低，为国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基

础，从而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博弈成立的一个前提就是假设博弈主体具有完全理性，以追求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为行为准则，极力通过策略的竞争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博弈规则扮

演市场经济秩序及其保证者即政府的类似角色，为博弈主体由内在利益冲动所

驱使的竞争行为提供外在约束，使博弈在一定规则的框架下进行。而且，博弈

结构里面没有类似市场机制的要素，完全靠基于信息在博弈主体中的不同分布

的策略博弈实现利益在博弈主体之间的分配。可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分布，
博弈结构的运行、博弈主体的理性行为也不一定导致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

是说，不一定导致整体理性。这会导致一般博弈出现两种类型低效博弈。

　　一种情况是，不同博弈的效率不同，许多博弈的生产效率还有可以挖掘的

潜力，并没有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博弈的社会总得益衡量，有的博弈

是“零和博弈”，有的博弈是“常和博弈”，而有的博弈是“变和博弈”。不管各博

弈主体如何决策，“零和博弈”的最后总得益总为零，即一个博弈主体的所得就

是其他博弈主体的所失；“常和博弈”的最后总得益为不是零的常数；“变和博

弈”的最后总得益为不确定的常数。其中，变和博弈的社会总得益随着策略组

合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某些具体博弈的社会总得益有可能还不是最大的，没有

给社会带来最大化的福利，一定程度上存在博弈的低效问题，与总得益最大化

的集体理性要求背道而驰。

　　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受到其他博弈主体的牵制，博弈主体自身实现的得

益也不是最大化的，也就是说，有些博弈也出现了理论个体理性与现实个体理

性的悖论，个体在博弈规则的制约下无法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在著

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纳什均衡”是两个囚徒都选择“坦白”，而不是“抵赖”。
那么，两个囚徒都共同选择“抵赖”的“纳什均衡”为什么无法实现呢？因为在两

个囚徒互不知道对方做出什么样的决策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选择“坦白”总比选

择“抵赖”要优、要保险。但是，如果对囚犯博弈规则稍作修改，允许两者“共谋”
或“串通”，即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信息沟通机制，则“纳什均衡”将改变成两个

囚徒都选择“抵赖”。显然，无论从个体得益还是从双方总得益来看，新的抵赖

“纳什均衡”要比原来的坦白“纳什均衡”更好，效用更大，效率更高。最佳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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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都不是同时坦白，而是都不坦白。两个囚徒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决策原

则，结果是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甚至连较大的利益都无法实现。个体

利益的追求却得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结果，理论个体理性与现实个体理性的悖

论摆在人们面前。现实中作为一种博弈类型，个人得益与社会总得益正相关的

例子也很多，对个人得益的改进就有利于整个社会，这种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也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下面不妨举一个公共资源开发利用的例子来进一步论证。

　　某村庄有ｎ个农户，该村有一片大家都可自由放牧羊群的公共草地。由于

这片草地的面积一定，因此草地所产草的数量只能供一定数量的羊吃饱。如果

此草地上所放牧的羊的实际数量超过某个限度，那就会导致所有的羊都无法吃

饱。相应地，羊的产出（毛、皮、肉的总价值）就会减少，甚至只能勉强存活或饿

死，也就不产出或负产出。假设这些农户在夏天才到公共草地放羊，而每年春

天决定养羊的数量，则可看作各农户在决定自己养羊的数量时是不知道其他农

户的养羊数的，即各农户养羊数的决策是同时作出的。再假设所有农户都清楚

这片公共草地最多能养多少羊和在草地上羊的总数的各个水平下每只羊的产

出，这就构成了ｎ个农户之间关于养羊数的博弈，而且是一个静态博弈。在限

定条件下，每个农户独立决策的倾向就是尽可能地多养羊，当各农户把自己的

决策付诸实施时，就会导致草地处于过度放牧状态。这样就浪费了资源，各农

户也就无法得到最好的效益，造成与自己的初衷正好相反的结果。之所以在公

共资源利用方面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原因在于每个利用人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

的目的，认为自己加大利用力度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那么自己就得利；自己

加大利用力度而其他人也加大利用时，自己也不吃亏。最终结果是所有人都加

大利用资源的力度，以至于超出了资源所能承受的水平。这时候的纳什均衡就

会降低资源的最佳产出水平，甚至引发资源衰退，从而导致这个博弈的效率不

是最高水平，个人也不是最佳收益水平。

　　因此，在一个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主体组成的博弈中，即使每

个博弈主体都遵守博弈规则，博弈主体的追逐自己私利的行为也不一定导致集

体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甚至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博弈主体利益的最大

化，即将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转变为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手段的“看不

见的手”并不总是存在的。在博弈现象中，个体得益和社会总得益没有最大化

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反映了博弈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理论个体理性与现实

个体理性的悖论，没有最大化地产出社会总体得益和个体得益，我们不妨称之

为博弈低效。如何提高一般博弈的效率，增加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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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重要课题。

第七节　一般博弈向共赢性博弈转变的公共治理

　　一般博弈即非合作性博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社会

发展与进步、法治与德治赖以运行的机制与技巧。可是，一般博弈存在低效运

行现象，主要表现为博弈主体得益的空间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博弈总得益还有

很多增加余地。治疗市场失灵的药方是宏观调控，那么，解决博弈低效的金钥

匙就是公共治理。如何提高一般博弈的效率并使之上升为高效博弈或合作性

博弈，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与全社会的福利产出，而且直接决定着

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把低效博弈转化为高效博弈，既是国别公共治

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公共治理的首要任务。

　　要找到治理低效的一般博弈的途径，就必须分析产生低效的原因，只有这

样才能对症下药。得益的来源就是博弈主体的生产，社会总得益就是所有博弈

主体生产的总成果，个体得益就是社会总得益在不同博弈主体之间按照一定规

则分配的结果。所以，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博弈主体得益生产的积极性就成为问

题的焦点。诚然，博弈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是不必怀疑的，那

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这种动机转变成生产得益的行动呢？换句话说，是什么

因素影响和阻碍了博弈主体生产的得益转变成自己的得益？这里的答案只有

两个：一是得益的评判标准变了，新的标准迫使博弈主体改变了得益的生产方

式；二是分配方式的障碍打击了博弈总得益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
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一个目标———博弈规则。到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博弈规则是

博弈结构的一个核心要素了。

　　博弈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作为人们行为的规则，既是博弈的条

件，又是博弈的结果。”１８已有的制度就是博弈的一种共同信息，表述的是博弈主

体行为与行为结果的关系。在不同的共同信息环境下的博弈主体就会根据自

己的利己本性进行不同的策略选择，而不同的策略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博弈结

果。所以，博弈规则实际上决定了纳什均衡解，在博弈中扮演生产函数的角色，
建立的是博弈策略选择与博弈主体得益之间的函数对应关系，从而决定了博弈

主体的策略选择，进一步决定了以何种方式进行博弈得益生产。虽然决策还不

是实际的生产活动，但是决策的内容确实预演了实际的生产过程。所以，博弈

规则实际上也决定了博弈得益生产的资源组合方式。同时，博弈规则能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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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是以利益诱导为机制的，实际上在生产结果出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得益在

博弈主体之间的分配。

　　因此，博弈的本质是集体行动，其内容就是博弈主体通过决策联合生产博

弈结果，博弈规则既扮演生产函数的角色又扮演分配函数的角色。一方面，博

弈规则通过诱导博弈主体的利己本性决定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构和最终的总得

益；另一方面，又依据各博弈主体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了各博弈主体的得益。
纳什均衡解一方面反映的是各博弈主体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愿意提供的生产要

素，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个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即生产方式），也就决定了生产

的效率。一种博弈结果就代表着一种相应的得益在博弈主体之间的分布，所

以，纳什均衡解也决定了得益的分布结果，即得益在各博弈主体之间的分配。

　　因此，博弈效率是由博弈的规则决定的，要提高博弈效率就要改变博弈规

则。一般情况下，博弈规则的改变是制度演化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博弈规

则引起的博弈低效导致各博弈主体得益较小，这与博弈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理性相矛盾，博弈主体就会产生不满，转而寻求效率高的博弈规则。当有效率

高的博弈规则出现时，博弈主体就会争相效仿，原来的低效博弈规则就会被较

高效率的博弈规则所代替，高效规则也就扩散开来，但那是在人们没有掌握制

度演化规律的情况下规则本身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自我演化。这就是“一群

（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１９模型。

　　低效博弈的公共治理则正好与此相反，是人们掌握了制度演化的规律、弄

明白了决定博弈效率的因素之后，主动利用这种规律改造低效博弈，为人类谋

福利。这种公共治理有点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法令强制引起的

制度变迁。

　　对低效博弈的公共治理，焦点就是改进博弈规则，目标是提高博弈的效率，
增加各博弈主体的得益和社会总得益，方式就是政府介入。比如，上面提到的

公共草地利用博弈，因为它是一个典型囚徒困境型博弈，治理的思路有两条：一

是政府介入，明确草地的产权关系，由政府收购这块草地，交由特定使用者管理

经营，并收取一定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保持草地现状不变，但是，改

变游戏规则，由政府根据测算按照一定的规则限定每个草地使用户放羊的最多

数目，从总体上保证实际放养羊的总数不超过草地的最大承载量。这两种治理

办法实际上都是调整博弈的规则，使得社会活动的影响力控制在自然的承受力

之内，避免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客观上保证博弈得益最大化，实现低效的一般博

弈向高效的合作性博弈（即共赢性博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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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一般博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迄今为止，对一般博弈的研究多集中在博弈主体的策略对决以及相应的纳

什均衡解上。其实，博弈不仅仅是博弈主体为谋取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角逐的政

治活动，它也是以得益的生产为内容的经济活动。博弈活动始终贯穿着得益的

生产和分配，体现着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统筹问题，具有浓厚的政治经

济学内涵。

一、得益的生产

　　所有的博弈活动都是就某一问题展开的，博弈主体策略角逐的着力点就是

所涉及的那个要解决的问题。博弈活动的主体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

准则的行为体，始终把追逐利益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博弈主体参与各方的博

弈活动就是要从解决问题的活动中获取得益。而这个问题的解绝不是单个主

体完成的，而是博弈主体各方依照博弈规则合力解决的。所以，问题的解决就

是一个以生产博弈结果为内容的集体行动。因此，博弈结果的完成也就是得益

生产的完成，代表着在纳什均衡的条件下，博弈结果所能达到的得益。博弈的

过程也就是得益的生产过程，这个得益生产过程被掩藏在博弈主体就相关问题

的策略角逐中，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

二、得益的分配

　　与其他的活动不同，博弈活动的生产和分配是同时进行的。博弈各主体的

活动都是在博弈规则的约束下展开的，各博弈主体以自己所能获得得益为准线

制定博弈策略，在与其他博弈主体的策略对决中，不断均衡自己的策略和得益

目标，最后得到一个各主体满意的纳什均衡值。可见，这个博弈过程是一个各

博弈主体策略不断调整的过程，一个各博弈主体得益互相调整的过程，一个总

得益大小调整的过程。这里面的主变量是各博弈主体的得益，不同的得益诉求

就对应着自己不同的策略，最终各博弈主体的得益经调整达到纳什均衡，即给

定别人没有更高得益诉求的情况下，没有人不满意自己的得益。这时，各博弈

主体的策略也就达到了“给定别人不动的情况下，没有人有兴趣动”的均衡状

态，也就最终确定了总得益的大小。只要各博弈主体按照表明自己责任的均衡

策略参与博弈，就能够得到自己的得益诉求。可见，各博弈主体的得益是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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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弈的过程中就决定了，即得益分配过程是与博弈过程同时进行的。

三、得益生产与得益分配的相互关系

　　在静态博弈中，博弈的结果与策略对决同时完成，所以，得益的生产与得益

的分配同时完成。但是，就每个博弈主体来讲，博弈的生产决定了得益的分配，
因为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是基于自己得益估算的基础上，而博弈的结束（即得

益生产的完成），才真正意味着博弈主体得益分配的实现。所以，在静态博弈

中，得益生产决定得益分配。在动态博弈中，由于博弈策略组合的变化标志着

得益生产和分配的阶段性成果，是两者的调适过程，而每一个阶段上的情况就

和静态博弈一样。所以，就整个动态博弈来讲，还是得益生产决定得益分配。
在这两者博弈中，得益的生产都是由得益预期发动的，所以，得益分配对得益生

产又有反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在不完

全信息情况下，虽然得益分配与得益生产的关系有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但并没

有改变基本的规律，基本上还是得益生产决定得益分配，得益分配对得益生产

有反作用。

　　总之，博弈主体的行为是在得益的驱动下展开的，得益生产开始的同时也

就启动了得益分配的机制，得益的生产和分配与博弈过程交织在一起。博弈主

体通过得益生产连在一起，又通过策略博弈的政治过程完成总得益在博弈主体

之间的分配，政治与经济交织在一起，共融于博弈的全过程。所以说，在博弈过

程中如果各主体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讲求政治策略和估计带有全局

性和长远性的政治利益，其结果很可能是低效率的零和博弈，不可能达到合作

性或者共赢性博弈的境界。反之也是如此，即只讲政治策略和政治利益，而忽

视经济利益的形成与获得，其结果也只能是为政治而政治，为策略而策略，从而

迷失了博弈的最终目标与方向。从这一分析看，“共赢性博弈”就是典型的政治

经济学，也就是政治考虑与经济利益彼此呼应，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来求得最

优均衡的博弈结果。

　　注释：

　　１英语里，Ｇａｍｅ是遵循一定规则并以赢得胜利为目的的活动，与汉语里含点“儿戏”意

思的游戏还有差别。

　　２谢识予．经济博弈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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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０５－３０６．
　　４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４．
　　５谢识予．经济博弈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９．
　　６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５．
　　７［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２．
　　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４．
　　９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６．
　　１０谢识予．经济博弈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１．
　　１１谢识予．经济博弈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７．
　　１２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６．
　　１３谢识予．经济博弈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１．
　　１４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９５．
　　１５谢识予．经济博弈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１．
　　１６注意，有时强者对弱者的“压力”或“威慑”不一定非得表示出来，更多的时候，可能仅

仅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和“压力”，但弱者在博弈时，却又不得不考虑这种“威慑”和“压力”。

　　１７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４．
　　１８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７４．
　　１９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Ａ］．见：《财产权利

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Ｃ］．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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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

　　我们在第四章概述了一般博弈的内涵、类型与组成结构，分析了博弈的非

合作的主流特征及其均衡的内在本质，说明了一般、低效和非合作博弈向特定、
高效和合作博弈转变的路径依赖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学分析。不难发现，在国际

经济领域，特别在最具广泛代表意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方面，如果用一般

博弈向共赢性博弈转变的理论视角加以深入分析，就足以透视出其所包含的一

般博弈有效治理的典型意义。从国际贸易的演进历程看，偶然、零星与不规范

的跨国交易发展为经常、大规模和日益规范的国际贸易，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

素：一是国际贸易微观主体的逐利行为；二是国际贸易宏观主体（即国家政府的

政策协调与维护及其相关的谈判等行政层面）的博弈行为。本章拟不涉及国际

贸易微观主体（即进出口商）的商业行为和商务谈判，而是重点分析国际贸易宏

观主体（即国家政府的政策维护与谈判等行政行为）的博弈及其有效治理的内

涵，进而提出国际经济社会从制度层面有效解决国际贸易一般博弈的理念、方

式与具体措施，为系统论述共赢性博弈论进一步提供基础。

　　国家１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行为就是这个国家的对外贸

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的商品、服务、技术和知

识产权等交换活动构成国际贸易。自１５世纪起，伴随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

的逐步形成以及几次工业革命，国际贸易经历了４００多年的风风雨雨而发展壮

大。在早期，有资格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屈指可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

到国际贸易体系，国家之间的贸易博弈开始出现。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不断加

剧，贸易大战越演越烈，最终走上政治解决的极端，即两次世界大战。１９４８年１
月１日和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是两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前者是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即

关贸总协定临时生效的日子，后者则是具有健全国际人格的现代多边贸易体制

即世贸组织的诞生日。应该说，以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 ＷＴＯ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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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日益完善及其多边贸易规则的逐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国际贸易博弈的性质，并使之得到了根本的有效治理，促进了国际经济社

会日益朝着民主化、规则化和制度化的共赢性博弈方向发展。

第一节　国际贸易博弈治理的发展演进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各国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努力展开对外贸易，竭

尽所能多占市场份额。可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世界市场的容量是一定的，
所以，国家之间为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而展开国际贸易博弈。这种博弈局

限于国际贸易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演进历程。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伴随着资本主义２ 生产方式的出现而

出现的。其实，国际贸易在资本主义降生之前就已经萌芽。即使从资本主义萌

芽算起，国际贸易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也足足经历和

发展了４００多年。鉴于国际贸易史十分庞杂，本书难以全面述及国际贸易的各

个方面，仅从国际贸易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国际贸易博弈史。因为思想是行动的

指南，弄清了支配各国国际贸易的思想脉络，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国际贸易博弈。

　　参与国际贸易博弈的主体是复合博弈主体———国家，国内利益集团利益整

合的结果决定国家行为。国内的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国际贸易行为起决定性作

用，什么样的利益集团在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出现代表什么样的利益集

团的国际贸易理论，国家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以什么样的姿态

参与国际贸易博弈。１４世纪末，随着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不断发展壮大，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诞生。随着国内利益集团的变更和整

合，国际贸易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描绘出自己成长的历史轨迹。

一、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博弈理念与行为

　　１４～１７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的最初形态———商业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封建

主义，商业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而占据优势的时期。这个时期对国家之间国

际贸易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重商主义。其有关国际贸易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归

纳为以下几点：

　　（１）认定货币就是社会财富。重商主义者把金银即货币作为财富的惟一形

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就是货币的多少。

　　（２）把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作为国家财富的根本源泉。他们认为西欧



第五章　国际贸易博弈治理与共赢性博弈

１０１　　

　一些国家缺少金银矿藏，只有通过流通领域的贱买贵卖才能获得利润，积累财

富。国家致富的源泉只能是流通领域，而且只有多出口、少进口才是积累国家

财富的根本途径。因为国内贸易只是财富在不同国民之间的转移，并没有增加

国家财富的总量。在对外贸易中要求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保

证贸易中的顺差，以便大量金银流入本国。３

　　（３）国家机器要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中央集权的国

家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扫清国家财富积累的障碍，即商业经济发展的障碍：
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家要颁布保护商业、工业的法令，实行

货币输入和产品出口、限制或禁止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的政策，积极干预国家

的国际贸易；国家要巩固和增强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发展本国的制造业、航海

业，壮大国家的实力，增强海军武装力量，以保证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垄断殖民地

的贸易。４

　　总之，处于上升势头的商业阶层依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国家对内清除商业

发展的障碍，清除国外资本对本国商业的竞争；对外要求国家实施坚船利炮政

策，保护商业资本的海外扩张。因为农业经济相关阶层与国际贸易的利益关联

不大，所以，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形成商业利益集团一头独大的局面。那

时参与国际贸易博弈的国家行为基本上体现了代表商业利益集团的要求，其内

容就是重商主义思想。由于这种思想在各国际贸易参与国之间的传播，致使当

时各国际贸易国家普遍采取了奖出限入的国际贸易政策，并掀起了一场瓜分殖

民地的狂潮。

二、自由贸易政策的博弈理念与行为

　　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８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先进技术催生了一个产

业群，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大发展，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时期。产业利益集团

迅速壮大，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商业利益集团则相对弱势。为了更好地

推进自己的利益，产业利益集团凭借技术带来的高效率和竞争优势，主张自由

贸易政策，谋求最大限度地扩展市场。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

国———表现最为明显。这个时期对国家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代表产业利益集

团的古典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是这些理论

的集大成者。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自由贸易可以形成互相有利的国际分工。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

贸易优势不是建立在自然形成的绝对成本之上，而是建立在产品的相对成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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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各国可以按照自然条件、比较利益和资源配置状况，专门生产其最有利或比

较利益较大的产品，促进各国形成专业化分工。这种国际分工可以带来下列利

益：一是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数量；二是使各种

生产要素得到最优化配置；三是可以节省社会劳动时间；四是可以促进新技术

发明。所以，分工范围越广，生产要素配置越合理，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大。

　　第二，可以增加国民财富５。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环境下，每个

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发展拥有较大优势的产业部门，使劳动、土地和资本等

生产要素得到最佳的分配和运用，再通过贸易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多的物品，
就能增加国民财富。

　　第三，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竞争，迫使各生产厂商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加强经

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国企业为了能在国际市场的激

烈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必然要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第四，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积累。６

　　基于这些对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认识，产业利益集团主张自由

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要求清除重商主义强制性的保护贸易政策，扫

清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障碍。

三、保护贸易政策的博弈理念与行为

　　当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其自由贸易政策基本

上决定了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基调。但是，与工业化较早的经济霸主英国不

同，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如美国与德国）由于国内工业产业利益集团保护幼稚

产业要求的压力，国际贸易行为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

　　那时美国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仍很落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

主，工业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手工业制造。如果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国内的新兴产业在国外工业产品的冲击下将无法生存。美国北方

工业资产阶级出于生存的考虑要求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独立地发展本国的产

业。由于与宗主国的天然经济联系无法割断，南部种植园主对英国、法国、荷兰

等国家的小麦、棉花、烟草等初级产品市场的依赖仍然很大，所以，主张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继续向宗主国出售农产品以换取这些国家的工业品。

　　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于１７９１年１２
月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系统阐述了两个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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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国家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所以，
保护和发展制造业十分必要而且重要，强调美国应当实行支持工业发展的产业

政策。为了保护和促进幼稚工业的发展，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

施，其中包括：

　　（１）提高进口商品关税，避免外国工业品的竞争。１８１６年美国提高了工业

品进口关税，１８２４年平均税率提高到４０％，１８２８年再提高到４５％。它使美国

工业得以避免外来的竞争而顺利发展。

　　（２）向私营工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金。

　　（３）限制重要原料出口，免税进口国内急需的原材料。

　　（４）限制机器设备出口，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和提高制造品质量。

　　第二，因为美国工业起步晚，技术落后，根本无法同英国、法国等国的廉价

商品进行自由竞争，不可能与先进的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贸易。如果实施

自由贸易政策，其结果只能使美国的产业被限制在农业范围内，而不能发展制

造工业。因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美国，强调美国应实行保

护贸易政策，以使处在萌芽阶段或新建立的幼稚工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

　　虽然这个建议遭到了南方种植园主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鉴于国家长远

利益，美国还是实行了贸易保护政策。由于这个政策给南方种植园主利益集团

造成很大损害，使得工业利益集团与南方种植园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

白热化状态，最终爆发了１８６１年的美国内战，林肯总统也成为这种矛盾的牺牲

品。但是，客观地讲，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选择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幼稚工业的

发展，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为美国顺利实现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奠

定了基础，培育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力。这应该说是经济水平不发达国家独立自

主地发展民族工业的正当要求和愿望，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

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正当选择。７

　　无独有偶，当时同样是工业化后来者的德国，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情况和相

似的国际贸易行为。李斯特深受汉密尔顿思想的影响，又亲眼目睹了美国实施

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效，所以，就代表德国工业产业集团提出了他们自己利益的

诉求。１８４１年，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进一步系统化了汉密尔顿

的保护贸易思想，提出了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保护幼稚工业学说。一国对外

贸易的基础是国家生产商品的能力（即生产力），失去了生产能力，即使取得眼

前的利益也是不足取的。所以，国家对国际贸易实行什么政策，首先要考虑的

是国内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从交换中获得的财富增加多少。按照不同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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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发展水平，把各国的经济发展时期划分为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业时期、农业

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对强者总是有利的，对弱

者则是不利的，所以，自由贸易理论是强者的理论，是符合经济发展的竞争规律

的。从根本上来讲，并不存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天然”国际分工，而且国际

分工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国际分工仅是强国利用已有的经济政治实力造成的历

史格局而已。因此，只有当其他国家在工业实力上与英国平起平坐之后，才可

能有真正的自由贸易。

四、国际贸易政策低效博弈的政治后果

　　自由贸易可以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两类，两者在性质和作用

上是完全不同的。在一国国内，应当实行自由贸易，这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

市场，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国民的个人自由，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国际

贸易作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是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要根据各国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而区别对待。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国际主义经济学，把国内贸易

与国际贸易混为一谈，完全抹杀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存在，忽视了各国民族经

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实际上，在国际贸易领域里，各国之间

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利益的博弈。对每一个国家来说，从狭隘的角度来

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只能是谋求本民族的利

益而不是全世界的福利。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采取的国际贸易政策也应

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前三个阶段为了进行原始积累，建立经济基础，应实行自

由贸易；但进入农工业时期之后，为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应适当采

取保护贸易政策；进入农工商业发展阶段后，本国工业已相当发达，足以同他国

进行工业竞争，就可转而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在农工业时期，国家的贸易保

护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１）贸易保护应以工业发展为目的，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保护是为了不保

护。开放是最好的保护政策。一旦时机成熟．幼稚产业成长起来之后，就要撤

销这种保护。

　　（２）主要通过关税进行保护。

　　（３）保护的重点是对国家经济独立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处于幼稚阶段的产

业。

　　（４）保护期限不宜过长，一般以３０年为限。

　　根据李斯特的分析，德国当时处于第四阶段即农工业时期，工业尚处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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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和发展过程，还不具备自由竞争的能力，因此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促进德

国工业化，以便提高其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后起国家的

国际贸易行为称之为理性保护贸易行为。

　　经过强者的自由贸易和后起国家的理性保护贸易的同时运行，至１９世纪

下半期时，各国国内结构倾向同质化，国家实力倾向匀质化。国家内部市场已

经成熟，而各种企业在竞争的基础上不断兼并整合而形成更大的企业，逐渐形

成一个或几个大的企业控制全国市场的局面，市场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而１９
世纪末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更加剧了这种垄断，国家变成了一个或几个垄断利益

集团的国家。所以，这时的国家贸易行为就是垄断利益集团的贸易行为。而垄

断利益集团对其所有的利益都会加以保护。这样，实际上就取消了通过竞争而

提高效率的筛选机制，国家和垄断集团的行动高度一致，国家的理性保护贸易

行为就变成了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非理性超保护贸易行为。它不只是保护国

内的幼稚工业，而且还保护国内高度发展或趋于衰落的垄断工业；不是为了培

养自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不是防御性地限制

进口，而是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向国外市场实行进攻性的扩张。它要求别

国对其开放市场，而不愿向别国开放市场，目的是垄断所有市场。在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摆脱经济危机

的困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德国、美国、意大利等

国都先后大幅度提高了关税水平，就是长期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英国也不得不

在１９３１年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行全面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各国争相采用贸

易保护主义保护国内市场，执行以邻为壑的国际贸易政策，转嫁危机，最终导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五、国际贸易政策高效博弈的探求与形成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机、火车、轮船的发明以及新航线的发现都加

速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带来了生产的快速

增长以及贸易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通过国际贸

易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从来就是这种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国家执行的

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引起许多国家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采取报复措施，致

使关税战、贸易战、货币战不断加剧，世界经济秩序混乱，世界贸易规模不断缩

小，各国经济都蒙受了严重损失。由此引起的各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更是引发彼

此之间的战争。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随后的产业革命更是加剧了这两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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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共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争夺就必然导致战争

的爆发。这些事实从反面也使人们认识到：“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不仅带

来经济的繁荣，而且也带来经济的和谐，也带来国际的和平。”８ 所以，国际贸易

的困境意味着国际贸易博弈已经发展到一个紧要关头，国际贸易应当走向何方

的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紧要课题。

　　“鉴于良好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但是各国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而且

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有识之士（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想为战后维持和

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样就产生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在这个协议

之下拟形成支撑世界经济的三个组织体系：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维持

国际间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二是世界银行，它是动员资金来协助经济复兴

与发展的；三是国际贸易组织，它是减少贸易障碍，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众所

周知，国际货币基金在维持国际货币秩序和世界银行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已取

得了重大成果，可是国际贸易组织却姗姗来迟。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在古巴哈瓦那召

开的国际贸易会议（ＩＴＯ）制定了宪章草稿（ＩＴＯＣＨＡＲＴＥＲ），但最后宪章草案

在美国国会搁浅。在ＩＴＯ会前签订的关贸总协定原来是作为（ＩＴＯ）的一部分，
就留下来成为惟一规范国际贸易行为的体系了。”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在贸易规则的约束下开展国际

贸易。国家贸易行为再也不是毫无规则约束的无序竞争行为。其间经历了类

似１９世纪末英国国际贸易地位下降以及２０世纪中叶美国国际贸易地位下降

带来的震荡，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但是，经过艰难的贸易

谈判，世界终于从贸易萎缩中走了出来。１９９５年，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世人

期待已久的世贸组织终于诞生，世界经济秩序的“三维柜架”（ＷＴＯ，ＩＭＦ和

ＩＢＲＤ）基本形成。

第二节　国际贸易博弈的组成结构

一、国际贸易博弈的主体

　　通过对国际贸易发展变迁历史的回顾，我们知道，虽然国际贸易实际是在

各国企业之间展开的，但从政策与制度层面上看，国际贸易博弈的宏观主体却

是国家及其政府。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博弈主体，符合一般博弈主体的资格条

件。首先，国家是一个实体，拥有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神圣权力，能够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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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利益诉求独立作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决策，并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起

到为本国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的作用。其次，国家符合理性经济

人假设，具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欲望，即具有一定的偏好函数。国家并不是简单

的主体，而是双重博弈主体，国内各个利益集团是国家结构的基础。国家的行

为动力来自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只是总体上表现为国家的逐利特性。
在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家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满足国

内各利益集团的经济要求提供基础，其目标表现就是收入、利润等。再次，各贸

易国之间通过国际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竞争活动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内在

联系。国民经济生产无非是把原料加工成制成品，并通过产品销售实现剩余价

值的过程。世界市场就是国家国民经济生产的末端，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生产

产品销售的场所，也是国民经济价值实现的地方。原料产地则是国家国民经济

生产的前端，没有原料的来源，国家的国民经济就无法进行生产，更谈不上获取

剩余价值，增加国家的财富。国家之间利益的连接点就是原料和市场，国家通

过国际贸易博弈对由此产生的利益进行分割。

二、国际贸易博弈的规则

　　考察国际贸易的规则，可以分两个时期进行，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就是关

贸总协定的成立。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前，国际贸易博弈的规则就是国际市场

主体的自发规则———“丛林法则”。随着近代世俗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全

球扩展，即国际贸易的发生与发展，也把唯利是图理念渗透到国家行为理念之

中。市场经济本来就强调竞争和优胜劣汰，“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

合法的”１０的信念就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国家层面的“丛林法则”也就理所当然

地被处于激烈竞争漩涡中的国家所接受。所以，功利主义越来越多地占据资本

主义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功利主义认为利益最大化是国

家行为的最高原则，行为的外在效果是评判某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惟一标尺，其

合理性建立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只要能够满足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国家行为

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不然就应该被淘汰。因此，在这种行为规则的支配下，
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一丝一毫都不肯放过，甚

至达到边际水平。在民族主义推动下，各国在争夺中僵持不下，最终导致以国

家名义发动的战争不断，甚至两败、多败俱伤，国际贸易博弈明显陷入博弈困

境。这种规则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关贸总协定的成立使得国际贸

易博弈规则转换成为现实，国际贸易博弈才开始走出博弈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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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迫使各国寻找摆脱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途径。
于是，各国的有识之士选择了修改规则以约束各国贸易行为在一定限度内的制

度设计道路，关贸总协定宣告成立。所以，关贸总协定成立以后的国际贸易规

则就是关贸总协定规定的各国贸易行为准则，即关贸总协定协议和每次国际贸

易谈判取得的市场准入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在坚持市

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首先校正了国际贸易博弈的目的，变只为本国谋取福利为

集体“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

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１１关贸总协

定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维护国际经济正常关系，避免贸易秩序混乱进一步诱发

弱肉强食、以强凌弱局面的形成；遏制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避

免战争。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关贸总协定以能够执行的法律手段为各国经济

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设置了障碍，改变了博弈的规则，既保留了各国经济效率

提高的内在动力机制，又约束了各国贸易行为的极端化，为各国的共赢创造了

适宜的制度环境。从关贸总协定创立至今，这套规则虽然没有能够阻止超贸易

保护主义的出现，但是确实为各国从由超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各国关系紧张局

面中走出提供了跳板，世贸组织的建立为国际贸易博弈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更加

坚实的保证，因为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有了更加坚实的组织保证。

三、国际贸易博弈的得益

　　要清楚认识国际贸易的得益问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国民经济生产与国际

贸易的关系。虽然国际贸易刚产生的时候是作为国家谋取财富增加的一个手

段出现的，但是，国际贸易本质上只是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衍生部分存在的，一

国的国民经济剩余供给他国国民使用就构成了国际贸易。所以，支撑国际贸易

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结构、发达程度，国民经济是国家国际贸易的原动力，国民

经济的素质是国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就是，一

方面满足了他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本国商品的价值，客观上给本国带

来了财富。由于国际贸易商品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导致国际贸易对商品

输出国和输入国产生的影响不同。前者通过商品的售出实现了商品的价值和

剩余价值，财富积累；后者国民享受了物资福利，但是付出了价值，导致国民经

济再生产所需资金的减少，对国民经济再生产产生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产生

“马太效应”，引起国民经济的衰退。所以，如何在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的基础上

实现国际贸易的增长，是一个国家繁荣发达需要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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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得益实际上包括两部分：所有贸易参与国所得到的总得

益和各国所得到的得益。前者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国际贸易的理论总收益和

国际贸易的实际总收益。国际贸易的理论总收益是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各国所

生产的商品尽最大可能地销售出去所能够得到的得益，也就是世界市场的最大

容量。所以，国际贸易的理论总得益实际上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决

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世界市场上能够生产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而市场结构决

定了可以容纳的商品的总类和数量。如果各国经济结构相似，那么世界市场就

相对较小，因为世界市场容纳同一种商品的量是一定的，各国实际上在争夺定

量的市场，容易引起各国之间的摩擦；如果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各国生产

的商品不一样，商品结构存在错位，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就不存在竞争，
而是互补关系，世界市场的容量就大。这种国家经济结构的状况还会影响到各

国在世界市场上能够销售的数量。如果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即使两国之间能

够自由贸易，两国在对方销售的商品数量也会减少，因为两国能够销售的商品

总量（即市场容量）是一定的。如果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国家生产

的商品种类和结构不一样，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就是互补的，贸易总

量就会增加，因为，每个国家的市场容量不仅仅是本国市场，而且还包括对方市

场，对每个国家来讲，市场容量都增加了。除此之外，国际贸易总量还受国家贸

易行为规则的影响，如果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没有确定的把握，没有

确定的市场预期，担心对方执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给自己造成潜在威胁，从

而使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安全困境”博弈。那么，即使市场容量很大，各

国之间也不会彼此开放市场，从而进一步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彼此关闭市场，国

际贸易受到限制，国际贸易总得益减少。而各贸易国所获得的得益就是在实际

的贸易状态下所得到的得益，这个值一般要小于该国可以用以出口商品的价

值，因为它的国际贸易要受到各种具体情况的影响，特别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战

所引发的各种贸易壁垒的阻碍都会影响到国际贸易量的实现，当然也就会影响

到各国贸易的得益。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贸易博弈得益的内容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而不

断增加。国际贸易由开始时的货物贸易或实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再到知识

产权贸易，使得国民经济的各组成要素逐渐进入到国际贸易中。所以，国际贸

易博弈得益的内涵也由计算货物贸易得益进入到计算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

识产权贸易三者之和。

　　可见，反映国家之间分工状况的经济结构是影响国际贸易得益实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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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而国际贸易行为规则也会通过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到国际

贸易的得益状况。

四、国际贸易博弈的策略选择

　　国际贸易的策略选择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约，在不同的规则约束下就会

有与国际贸易规则约束相适应的策略选择。所以，国际贸易博弈的策略论述也

要以关贸总协定的成立为界限分成两部分来论述。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前，各

国的贸易行为都是功利主义的，遵照“丛林法则”，一方面紧守自己的市场，不让

别国进入自己的市场，这在重商主义时代表现最为明显，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有所放松；另一方面，尽可能占领别国的市场，尽最大可能控制第三方市场，比

如殖民地市场。总之，目的就是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把国际贸易看作向

世界霸主地位进军的垫脚石，为主宰未来的世界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世界大

战爆发的内在逻辑。

　　关贸总协定就是建立在对这种逻辑认识的基础上的。各国都认识到，只有

抛弃主宰别国命运的幻想，选择与他国共存，才是人类发展与进步的出路。于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谋划建立国际贸易组织，以限制国家在国际贸易

上的极端行为，导致关贸总协定临时生效并先行运转。这样，各国参与国际贸

易博弈策略只能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选择，违反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就会遭到

其他国家合乎法律的集体报复，迫使一国放弃暗箱操作的所谓谋略，而在关贸

总协定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引导各国致力

于通过科技进步促使国家经济结构升级，引导国家致力于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

以提高生产效率，谋求生产的竞争优势。这样，关贸总协定的出现使得国家在

贸易策略选择上实现了从“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到协同共赢博弈的飞跃，将国

家贸易策略的选择纳入到关贸总协定框架下。

五、国际贸易博弈的信息

　　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对国际贸易具有划时代影响，国际贸易博弈在信息方面

都打上它的烙印。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前，博弈信息存在明显的不对称。首

先，各贸易参与国通过努力都能够对公共信息有所掌握，但是，许多国家的贸易

政策和贸易计划都属于国家的机密，外界很难得到，只有强国才有可能依靠自

己的强势获得相对较多的信息，处于小国、弱国信息掌握就少得多。其次，信息

技术的限制导致信息交流渠道不畅，这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原因。再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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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宏观调控手段，也缺乏准确的统计信息。所有这些都

使得国际贸易博弈在信息方面出现利于强国、大国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原料市

场的发达国家定价制、原油贸易中的美国领价制无不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表

现。

　　关贸总协定临时生效以后，这种局面得到了很大改善。首先，关贸总协定

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透明、公开原则，要求成员定期公开自己的贸易政策、贸易

计划，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对其他国家的歧视，保证最惠国待遇的有

效实施。其次，在关贸总协定的约束下，各缔约方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进行

国际贸易，使得各缔约方对各国的行动、国际市场变动前景有着比较可靠的预

期。再次，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的统计信息也保证了信息的及时畅

通，国际组织提供的活动场所都使信息的扩散得到很大改善，最大限度地消除

了信息不对称的盲区。所以，关贸总协定成立以后，国际贸易博弈信息的不对

称现象得到很大改善，透明度得到了很大提高。

六、国际贸易博弈的秩序

　　国际贸易在发轫的时候是从民间开始的，商家之间的交换活动纳入国家

的管理之后，贸易才真正变成了国际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总是由某个国家

首先进行，然后其他国家做出反应。比如，重商主义时代的英国对本国与其

他国家的贸易做出统一管理之后，其他国家必然效仿或者以牙还牙。如此反

复，就构成国家之间因国际贸易而构成的博弈。所以，从博弈过程来看，国际

贸易博弈是一种动态博弈，策略选择有先后；它也是一种重复博弈，一个国际

贸易纳什均衡的实现要经过多次重复博弈。有时候，这种重复博弈使得当事

国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出现以牙还牙、争强斗狠的报复升级模式，如果涉及

到重大利益的争夺，比如原料产地的控制权，国家之间就会因贸易争夺演变

成国家之间的战争，两败俱伤。这种国际贸易博弈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前比

较常见；有时候，国家之间经过重复博弈之后，当事国彼此做出一定让步，使

得彼此都能分享国际贸易的红利，取得双赢或多赢的博弈结果。这就是关贸

总协定成立以后常见的博弈，国际贸易重复博弈给博弈结果的演进留下了空

间。

　　总之，国际贸易作为一种特殊博弈现象，属于非合作性重复博弈，具有非合

作性博弈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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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贸易博弈的内在机理

一、国际贸易博弈的基础是国民经济

　　“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交换就其

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１２。要考察国

际贸易博弈的本质必须首先考察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生产是如何进行的及其

后果。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迫使各个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而增加生产，而且在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利用先进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产品成本。这种内在机制导致国内商品相对过剩，流动资金无法收回，直接

影响到再生产的进行。所以，企业要千方百计地向他国开拓市场，以求生存。
同时，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也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满足生产的需要。要解

决这个问题，企业在国内市场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就会购买他国的原材料。
国内企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在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政府就和企

业家联合开拓国外市场，以国家的力量帮助企业走向世界，这就是国际贸易博

弈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基础。

二、国际贸易博弈的内在机制是市场经济

　　市场是商品和劳务交换的领域，它是由各种商品的市场组成的。某种商品

的市场容量就是市场所能容纳该种商品的最大量，可以用该商品的数量表示，
也可以用该商品的价值来表示。每种商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固定的市场

容量，是一个定值。同时，世界市场，特别是在国际体系扩展到全球以后，是由

各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构成的。由于国际分工的发展，一个国家并不是每种商品

都能够生产，即使能够生产也不意味着生产的每种商品效率最高。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其他国家。所以，在国家之间就存在着有市场而没有产品生产能力，
或有产品生产能力而没有足够的市场的局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通过

国际贸易博弈彼此分享市场。

三、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是集体生产得益

　　既然世界市场被国界分割开来，实际上也就是框定了各国对产品生产能力

和市场的所有权，用经济学术语表示就是，各国市场是有产权的。只要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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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结合到一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得益，这些资源的主人就会走到一起采取集体行

动生产这些得益，以便大家分享。在各国分工的前提下，产品生产能力受到本

国市场容量的限制而无法继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如果其他国家给它提供市

场，这个受到限制的生产能力就可以继续创造收益。同样，如果这个国家对生

产其他产品的国家开放市场，其他国家擅长的产品生产能力同样可以得到解

放。这样，通过开放市场的集体行动，各国所擅长的产品生产能力都得到解放，
也就比没有开放市场时创造出了更多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就使参与国际贸易的

各国增加了社会总收益，即社会总得益。实际上，这个市场开放的过程既是社

会总收益的创造过程，也是社会总收益在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收益的分配过

程。因为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主持总收益分配，所以，通过在别国市场

上销售产品，各国就实现了各自的收益，即各国的得益。所以，国际贸易不仅仅

是自己开放市场让别的国家得到更多收益的过程，也是自己通过别的国家市场

取得更多收益的过程，是各国际贸易参与国联合采取开放市场的集体行动，生

产更多的社会总收益，同时在各参与国之间分配的过程。一句话，国际贸易博

弈本质上是各参与国家联合生产总得益并在各参与国之间分配的过程。

第四节　国际贸易的博弈困局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虽然国际贸易博弈本质上是集体生产社会总得益并在

每个参与国之间分配总得益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所分得的得益肯定比不参与

国际贸易博弈得到的要多，是个多赢的结局。但是，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前，国际

贸易博弈因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而陷入了博弈困境之中。

一、早期国际贸易的博弈困局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各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比较分散，处于自由竞争

状态，内部力量彼此抵消，对政府的压力比较小。而且，由于没有占绝对优势的

利益集团出现，各利益集团也提倡自由竞争。因此，在自由竞争时期，以古典政

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学派占统治地位，自

由贸易是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主流。国际贸易也在按照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

规则进行，各国相互让出市场，共同生产社会总得益，又各自取得自己应得的得

益，国际贸易博弈正常有序进行。

　　但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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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组合，最终出现了大型垄断集团，而且全

国市场几乎被几个垄断集团所把持。由于集团数目少，立场协调成本比较低，
原来自由竞争状态下的平衡被打破，各利益集团开始统一立场敦促政府采取更

加有利于自己财富积聚的贸易政策。垄断集团不再愿意安享在互利基础上别

国自愿让出的市场，而是力图执行类似国内的独占政策，不仅不让别国占有自

己的市场而且还要别国让出它们自己的市场。迫于国内垄断利益集团的压力，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纷纷效仿德、美两国，奉行以汉

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学说为基础的贸易保护政策。作为这种政策的第

一步，各国争相提高了关税税率，抵制其他国家产品进口；第二步就是加紧争夺

殖民地，挤压其他国家的地盘。功利主义“以邻为壑”的庐山真面目全面露出，
等价交换的互利合作被抛到一边，许多国家在这种国际贸易博弈中根本无法得

到收益，更多的是损失。这种集体争夺行动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政治极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垄断集团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经济的恢复，
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各国政府继续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国际市场继续缩

小。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狭小市场的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导致了历史上迄

今为止最为严重的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由于国际贸易

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经济—国际贸易—国际社会总得益—国民经济联动

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任何环节上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国际贸易博弈的正常运作。
各国政府为了挽救国内产业，提高就业水平，竞相实行货币贬值、出口补贴、抬

高关税、严格控制外汇、实施贸易配额、贸易歧视等一系列治理国民经济的政

策，这些政策在国际贸易领域恰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嫁危机的政策。继

美国实施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后，美洲、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纷

纷步其后尘，提高关税，极端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在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越刮越

烈，国际贸易总得益下降，各国的经济一直陷在危机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国际

贸易进一步萎缩。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使许多国家深刻认识到国

际贸易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虽然恢复自由贸易政策的努力做了许多，但终难

调和急剧膨胀起来的垄断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国际联盟未能

对一些具体国际贸易行为设立相应的规范，使整个国际贸易博弈处于一种无序

状态。结果是国际贸易战愈演愈烈，以贸易战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经济斗争很快

演变成国际政治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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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反映了各国国民经济的内在原因，但在更大程

度上反映了国际贸易博弈的困境。“如果没有１９２９年爆发的前所未有的资本

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没有因此而产生的贯穿整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那么第

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乃至战争的最终无法避免也是无法想像的。”１３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而分工的结果就要求每种商品都要以体现效

率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就要求大市场来销售其产品。由垄

断利益集团促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从自己市场上把别国排斥出去以后，也

把自己从别国市场上赶了出来，从而砍断了市场经济的命根———大市场，世界

市场越来越小，导致社会总得益无法生产，几乎断送整个国际贸易，致使国际贸

易博弈陷入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冷战开始，世界分割成两个平行市场。“能够觉

察到的共产主义武装威胁促使发达国家把共同安全利益放在高于内部经济冲

突的地位。”１４“发达国家同意通过合作管理国际经济体系，以保障经济稳定和政

治和平。”１５许多仁人志士和专家学者开始不断反思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症结所

在，寻找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药方。

三、国别博弈的个体理性与国际博弈的非理性协调

　　从理论上讲，国际贸易博弈的主体国家———都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追

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市场，是因为彼此

都害怕在别国商品冲击下本国贸易的基础———生产力丧失殆尽。国家的这些

行为是国际贸易博弈存在的基础，为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竞争也是商品生产效

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也是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增长的基础，所以，国家的这些行

为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行为发展到极端，由与别国共同分

享市场转换为独占市场时，国家行为的逻辑就变为排斥甚至消灭别国、独吞市

场发展成果；排除了集体生产国际贸易总得益的可能性，只剩下利用世界市场

生产本国得益的企图，其实质就是废止世界市场内在的效率提高机制，保护自

己的垄断利益。那么，有着同样企图的国家就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为，引发恶

性竞争，最后只能相互关闭市场，走到国际贸易博弈的困境之中。可见，国际贸

易博弈之所以走入困境不在于国家有牟取私利的强烈动机，也不在于各国有尽

可能多占市场份额的企图，而在于这种国际贸易行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走到

一个极端，促使国际贸易博弈发生了质变。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国际贸

易博弈带来的困境也需要从国际贸易博弈的病根入手，那就是改善国际贸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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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弈的规则，约束国家国际贸易的极端行为。其有效治理方法就是以规则约束为

基础的制度设计。

　　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就是顺着这个思路，在保留国际贸易博弈市场运作机制

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博弈的规则进行了重新设计，于是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

的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剧烈阵痛中诞生了。

第五节　国际贸易谈判的博弈理论分析

　　对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谈判与博弈探讨的理论很多，其理论都由谈

判主体及其经济实力对比、所采用的谈判策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状态等要

素组成，回答“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谈判一方取得了谈判的胜利；而在另一些

情况下，谈判一方却遭受失败”的问题，即探讨谈判主体如何在谈判中取胜的课

题。这些理论依据谈判主体的状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谈判理论。

一、静态的结构主义谈判理论

　　这种谈判理论多受国际政治中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国际贸易谈判

置于国际体系结构的框架下，从静态的角度对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考察，国

际贸易谈判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多种方式之一。其特点是在认定国

际体系组成和结构的基础上，强调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谈判发生过程中双方

关系的状态、谈判策略的选择等因素对谈判结果所起的作用，并把这种相互关

系转换成谈判主体如何在国际体系下对外经济决策和实施的问题，寻求谈判主

体如何谈判制胜的路径。这种理论的逻辑框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

　　这种理论在今天看来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继承了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内核———剩余价值论，并把它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经济

关系的分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

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

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１６世界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其游

戏规则就是市场经济法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鲜明特征是：经济决策主

要面向世界经济体的竞技场，而政治决策则主要面向世界经济体内的有法律控

制的较小的组织———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１７在各国经济彼此相互

依存的今天，这一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即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的对立，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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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决定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态势，从而也突显了贸易谈判基于共赢性博

弈进行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这个经济体系结构中国家的“先天”差异形成影响谈判方谈判能力的

主要变量———国家经济素质

　　由于国家经济素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导致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

不同。对于原材料、资本、市场控制能力强者以及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生产者对

其他国家的依赖就小，它在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为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

中，发展中成员对发达成员存在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不对称依赖。发

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就某一个国际问题进行谈判时，由于在

生产环节处处依赖于后者，受制于后者，谈判能力“天生”不如发达成员。发达

成员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天生就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能够把握国际

问题谈判的主动权，使谈判按照它们的意志进行，并最终得出偏向发达成员的

谈判结果。威廉·哈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ｂｅｅｂ）对这种现实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不对

称谈判（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对实际谈判能力和潜在的谈判能力

进行了区分，认为政府的谈判能力可以分为结构能力、行为能力和个案能力，而

个案能力（一国在特定的谈判案例中所能够发挥的能力）才是真正决定谈判结

果的能力。１８同样，沙·塔（ＳｈａｈＴａｒｚｉ）撰文运用了“实际能力”与“潜在能力”两

个概念去区分影响国家潜在能力的因素，例如国家的管理监控能力和那些影响

国家实际运用其谈判能力的因素。１９

（三）国际环境是影响国家谈判能力的重要外部变量

　　适宜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能够促成谈判结果达成，而且这种结果往往具

有共赢性。能否充分利用谈判发生时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能否提高谈判方的谈

判能力。对于国际环境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成员之间的竞

争，资源在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之间的流转、发达成员所持有资源对发展中

成员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等方面。
（四）贸易谈判的策略选择是影响谈判过程和结果的主要因素

　　约翰·欧戴尔（ＪｏｈｎＯｄｅｌｌ）在《世界经济谈判》中第一次站在谈判双方相互

对抗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把谈判过程中可能采用的策略作为重点，指出谈判者

甲对谈判者乙将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策略将影响乙的策略选择。只要谈判一

方实施了合适的谈判策略，其所获得的谈判结果就能够得到改善。这实际上触

及到了谈判中的博弈策略选择的问题，是对国际谈判策略理论探讨的重要发

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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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尽管静态结构主义理论研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但总逃脱

不了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作为研究起点，赋予谈判者谈判能力属性。其中，国

际经济政治结构决定了国家的天生谈判能力。然后，在国际体系中寻找影响谈

判能力和谈判结果的其他因素（国际环境和谈判策略），以期弥补和提高发展中

国家相对劣势的谈判能力。

二、动态的博弈谈判理论

　　博弈论是用来分析决策者决策相互依存的状态的数学分支。其最终结局

取决于博弈过程、游戏规则设定情况、博弈者所得到的信息状况、博弈者对其他

博弈者行为形成判断的方式等。博弈根据博弈方的理性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合

作的和不合作的。前一种类型假定博弈结果从贸易获益被最大化的意义上是

有效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在博弈者之间分配可能的获益。合作型博弈假定存

在约束实施机制，博弈者违背合作方案会被其他博弈者发现，并因这种行为而

面临约束机制规定的惩罚。非合作型博弈出现在没有任何集中实施机制的场

合，而且不存在结局为帕累托最优的假设，帕累托最优情形是指没有一方能在

使自己收益增加的同时不使另一方收益减少。贸易政策制定者受所有（国内

的）政治担心和经济考虑所驱动的事实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标准以及决策结果。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帕累托最优结果是没有一方能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另一

方知道自己会变差的话。２０

　　在 ＷＴＯ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可以被认为是制定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

努力，为确保多边贸易谈判实现共赢性博弈而形成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各国

聚集一堂，寻求就他们将来进行何种博弈达成共识。当多边贸易谈判成为相互

妥协的尝试时，谈判的结局就很少是帕累托最优。看待多边贸易谈判的最适当

方式也许是把它们看作是创建制度练习。２１所以，多边贸易谈判可以借助博弈论

和博弈理论概念进行有益的观察和分析。２２

　　动态博弈谈判理论是多边贸易谈判当作谈判主体决策而建立在信息传递

基础上的动态过程来研究的产物，也是将博弈论的成果用于多边贸易谈判分析

的结果。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谈判者之间的谈判变成了决策者策略选择之间的

对博，其中关于对方信息的收集是新的对策集得以产生的依据。作为一个局中

人，不仅要对对手的各种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类型空间上的概率分布作尽可

能精确的估算，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将来影响到谈判的有关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

可能类型空间被对手所估算的概率分布有一个恰当的估算。策略的制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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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建立在这两个估算的概率分布的联合分布之上。

　　动态博弈理论在多边贸易谈判领域的引入使得人们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

谈判过程的研究，希望在谈判过程中寻找到使谈判双方谈判能力发生变化的因

素。

　　总之，这两种谈判理论一个关注对谈判结果产生影响的变量的作用，另一

个关注谈判过程中谈判主体策略对决，目的都是寻找谈判制胜的路径。这两种

理论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对深入认识 ＷＴＯ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六节　国际贸易博弈中的较优选择

　　ＷＴＯ是按照一定规则、规程和规章并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协调各成员贸

易关系的国际组织，各成员都要受到这些基于市场经济理念的游戏规则的制

约。只有在认清楚这个组织产生的原因、存在目的和职能之后，才能把握这个

组织的本质，才能认识到国际贸易博弈的有效治理，为什么从制度层面上说，
ＷＴＯ的形成与发展是国际经济社会的较优选择。

一、国际贸易博弈与 ＷＴＯ的目标选择

　　关于 ＷＴＯ目标，在《关于建立世贸组织协定》中是这样表述的：

　　认识到在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应当按照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

和大幅度稳步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为

目的，同时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扩大对世界资源的最优利用，寻求对环境

的保护和维护，并根据它们各自需要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加强采取各

种相应的措施；进一步认识到需要作出积极的努力，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最不发达国家，能获得与它们国际贸易额增长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发展。

二、国际贸易博弈与 ＷＴＯ的功能定位

　　《关于建立世贸组织协定》专门在第３条列举了 ＷＴＯ的主要职能：

　　（１）ＷＴＯ应为本协定和若干单项贸易协议的执行、管理、运作和为进一步

实现目标而提供方便，并对若干单项贸易协议的执行、管理和运作提供共同的

机构框架。

　　（２）ＷＴＯ应为本协定及其附件中有关各成员的多边贸易关系谈判提供场

所，ＷＴＯ还应为成员有关多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谈判提供场所，并按部长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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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可能作出的决定，提供谈判结果执行的共同的机构框架。

　　（３）ＷＴＯ应为本协定附件２《关于争端处理的规则程序谅解》进行管理。

　　（４）ＷＴＯ根据本协定附录３的规定，应当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进行管

理。

　　（５）为了在全球经济决策方面形成较大的凝聚力，ＷＴＯ应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适当的合作。２３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理论基础要上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许多国家奉行

“以邻为壑”政策，包括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实施歧视性的高贸易壁垒。这种短

视的、非合作的博弈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低劣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１９４７年创立ＧＡＴＴ的原因是为了防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贸易战和经

济大萧条的重演，更不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了。２４

　　由此可以看出，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已经习惯于市场经济法则的发达国家

通常通过“支持促进直接的出口和通过关税、税收配额、禁运和国家垄断来限制

进口”的政策，竭尽全力达到“保持最大的出口和最小的进口以积累外汇储备

（金银）”２５的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造成各国对市场的争夺，最

后导致战争的爆发。如何把各国在贸易领域的恶性竞争限制在对提高各国福

利有利的范围内的问题就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通过制度设计引导

个体理性转换成集体理性、通过组织体系保证制度的运作和执行就成为必然选

择，ＧＡＴＴ与后来的 ＷＴＯ应运而生。多边贸易体制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在鼓励

各国依靠效率提高追求各自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达成和执行协议，最

终构建达到有利于整体利益目的的制度和组织。

三、国际贸易博弈与 ＷＴＯ贸易谈判的运作机制与规则

　　ＷＴＯ谈判就是谈判各方在 ＷＴＯ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谈判，目的是解决彼

此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或接纳新加入方，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准入谈判。
因为市场准入谈判涉及到谈判方利益的分配问题，所以，谈判各方在 ＷＴＯ规

则框架下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利益。

　　ＷＴＯ谈判的结构包括谈判主体、谈判规则、谈判得益和谈判秩序四个方

面。一般情况下，谈判方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追求个体利益，但要接受 ＷＴＯ
规则的约束。所以，谈判过程充满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单赢和共赢间的冲

突。但是，每个谈判方都依据自己经济的素质为开价基础，依靠利己性的个体

理性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国民福利的提高，而 ＷＴＯ 规则依靠例外和保障条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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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弱势方的生存和国民福利的提高。ＷＴＯ的每个成员在利己冲动的支配下不

断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而每一轮谈判又把这种效率提高扩散到各成员，使各

成员都分享到效率提高的红利，同时，为其他成员通过发展优势产业和开发新

产业以提高效率提供了更大的动力，ＷＴＯ规则是一种正反馈激励机制。所以，
ＷＴＯ谈判是一种多赢谈判。

　　ＷＴＯ规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规则体系。ＷＴＯ规则包括常规规则和谈判

议定书。前者与一般组织的规章没有什么区别，相对稳定；后者则是 ＷＴＯ多

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是国际贸易行为的准则，也是贸易争端解决的准绳。通过

谈判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是 ＷＴＯ规则的来源，多边贸易谈判则是 ＷＴＯ规则

的生长点。通过谈判根据产业效率的变化调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扩展贸易谈

判范围和新领域，把一国福利多边化，通过谈判把新生的产业纳入国际经济社

会促进和监管的视野之内。

四、国际贸易博弈与 ＷＴＯ贸易谈判的战略

　　就笔者参加多边贸易谈判的经验来看，ＷＴＯ谈判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博

弈，而且是由不同层面上的博弈构成的一个博弈系统，各个具体的博弈都是战

略性博弈的一个组成部分；ＷＴＯ谈判本质上是谈判方之间如何分配谈判收益

的问题，谈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是 ＷＴＯ谈判各方要价形成的根本

原因，各谈判方虽然要价不一，但大多对自己实现的要价感到基本满意。

　　首先，表面上看，ＷＴＯ谈判是由谈判程序决定的一系列具体谈判组成的，
但是，每个具体谈判实际上又都是在国家的整体战略下展开的。因为当谈判还

没开始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有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总体战略，即战略性博弈。
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如前所述，在

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之前，中美之间的每个具体谈判都是在中国发展经济的国家战

略、美国联合中国对付苏联战略的框架下展开的，只要能够满足美国全球战略

的要求，两国的战略博弈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谈判出乎意料地顺利。但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美国的国家战略调整为增强国家实力、
打压挑战者，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战略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开始

相左，美国在中国复关入世每个具体谈判中都力图抬高要价，加以规制中国复

关入世的条件，尽可能打开中国市场、增加对中国的约束条款。所以，谈判也就

异常艰难。直到美国的国家战略转到务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上时，中美才在相互

妥协、彼此折中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可见，国家之间的战略性博弈制约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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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具体谈判。因此，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一定要区分一般性或技术性谈判与

战略性博弈。

　　至于 ＷＴＯ的每一个具体谈判（即一般性谈判），其结构实际上包括谈判主

体、谈判对策、谈判秩序、谈判得益四个组成部分。在战略性博弈的指导下，谈

判主体运用谈判策略，按照谈判规则和秩序，力争为本方谋求最大收益。

　　一般性谈判与战略性博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内涵而言，一般性谈判比战略性博弈更丰富。战略就是“指挥艺

术，具体说就是组织、领导军队，制定和实施作战计划的学问”。２６多边贸易体制

下与博弈相关的战略就是指的国际战略，即“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

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综合的认识

和谋划”。２７一般性的谈判作为处理和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和纠纷的一种具

体方式，是与政治解决、武力解决和外交斡旋解决三种手段相并列的手段之一，
各要素比较具体，适宜处理具体的国际事务。而战略性博弈则显得比较原则宏

观，是战略性博弈参与方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所选取影响长远的规划和目

标，一般性谈判只是达到战略性博弈目标的工具。所以，战略性博弈决定着一

般性谈判的目标、收益诉求、策略选择等。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谈判的进程、内

容、方式等都受制于战略性博弈。

　　第二，就外延来说，战略性博弈比一般性谈判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宏

大，要求更为模糊。比如，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就是要在满足三项原则要求的基

础上复关入世，至于怎么实现，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一般性谈判则涉及的范围

就更小、更为具体，对于谈判方的要求更细致，谈判目标更明确，谈判手段更为

具体。

　　第三，从对于最终结果的度量上看，一般性谈判和战略性博弈所采取的度

量方式和标准也大相径庭。一般性谈判对于谈判结果的评估是站在谈判方是

否通过谈判实现了自己的预期谈判目标，是否使得自己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

角度来评价谈判结果的；而战略性博弈则要求站在能够使自己的处境相对于未

谈判而言有所改善的角度来分析博弈最终的结果。

　　第四，从谈判的结构上来说，战略性博弈指导下的谈判进程更系统化、有序

化、更具抽象性。一般性谈判主要是从单个谈判的角度来研究如何组织进行谈

判，而缺乏有关谈判结果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影响的研究和分析。战略性

博弈则要求博弈方站在战略的角度去对待每一次谈判和谈判结果，并能够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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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的谈判放在更大的整体规划和全局背景下去理解。

　　第五，与一般性谈判不同的是，战略性博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注重谈

判双方的策略选择以及策略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注重相邻谈判之间的相互影

响。这一点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本次谈判要建立

在对上次谈判影响分析的基础上，尽力保证本次谈判效益的最大化。要实现中

国复关入世的目标，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同几十个不同的对手进行目标一致但内

容可能有所差异的谈判（或讨价还价或有取舍）。因此，中国在复关入世的一系

列谈判中，必须从大局考虑，从整体上制定相应的谈判策略，做到取舍自如、运

筹得当，而不是就某一个问题，或与某一个国家进行谈判，片面强调单个谈判的

结果。这些是一般的谈判理论所无法解释和涵盖的。而战略性博弈理论则通

过模型的方式阐述了整体谈判的重要性。如果在复关入世谈判中把与美国的

双边谈判作为重中之重来对待，就是注意到了相邻博弈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效

果。

　　从根本上说，一般性谈判和战略与共赢性博弈的区别主要是基于策略和战

略之间的区别而产生的。复关入世的具体谈判实际上服从、服务于战略与共赢

性博弈，使一般性技术、经济与商务谈判在战略与共赢性博弈的指导下完成国

家的政治经济长远目标。

　　注释：

　　１实际上，参与国家贸易的主体还包括一些“地区”，比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而且，在

国际贸易发展的初期，参与国际贸易的主体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殖民帝国。但

为了便于表述，这里只提国家，下同。

　　２“资本主义”一词是在１８９２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正式出现，所以说资本主

义这一概念并非出自马克思之手，而是出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之手。而且在资本主义

形成和诞生之前、之际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资本主义的概念，只是后来历史学家和政

治学家才给予追认的。

　　３［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Ｍ］．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４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４．

　　５李俊江．国际贸易［Ｍ］．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４５．

　　６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８５．

　　７李俊江．国际贸易［Ｍ］．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４７－１４８；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

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８７．

　　８ＪｏａｎＥｄｅｌｍａｎＳｐｅｒ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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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

　　通过对国际贸易博弈治理演进的追溯以及国际贸易博弈结构组成和机理

的分析，我们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贸易博弈治理面临的困境，进而认

识到要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使之实现共赢，就必须从规范和约束贸易谈判

为起点，逐步形成常规的、协议性的治理制度与机制。无论是基于重商主义的

奖出限入贸易博弈治理政策，还是基于古典经济学和重农主义的自由贸易博弈

治理政策，也无论是近代基于产业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治理，还是基于现代国

际贸易联盟的理想主义贸易协同治理，均具有国别单边主义和投机、偶然与侥

幸的机会主义色彩。即便是在某一双边贸易谈判或某一时期的国际贸易发展

取得了双赢或共赢，那也是偶然协调、折中和调停的结果，或者是一种侥幸和偶

然，其感性的因素较大。这种博弈困境，一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经济贸易联系以

及交易所赖以形成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二是由于缺少制度和理性层面的国际协

调机制与规则。这两个“缺少”决定了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贸易利益融合的不紧密和不关联性，说明当时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

化和一体化尚处在初级和极为浅薄的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光是

为了吸取“血”的教训，还是为了促进国际政治和平与经济发展，扩大贸易与合

作，从根本上避免因经济贸易利益之争而走向政治极端，故而建立了以协调货

物贸易为主的关贸总协定，从而翻开了从制度和理性层面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

弈困境的新一页。

　　虽说关贸总协定所代表的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在降低关税和约束非关税措

施，遏制战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各缔约方经济发展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其协调能力仅局限在货物贸易领域，加之两极对峙的

冷战格局所造成的世界市场分割，对国际贸易博弈的有效治理尚处在探索、起

步阶段，所赖以形成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有局限”的，相对应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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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自由化也只限于有形的货物贸易领域。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贸易博弈治理却

发生了实质性的进步与变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贸易自由化，都由于市场

化改革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加之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
其协调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环保等新领域，
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有益补充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有

深入发展，这不仅为国际贸易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和利益关

联与协调机制，而且还使国际贸易博弈治理在 ＷＴＯ和区域合作两个领域里相

互实现共赢创造了理性的制度条件。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现代多边贸易体制所

赖以形成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则是一种具有真正意义的“深度一体

化”。１ 可见，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进行的贸易谈判，无论从静态的理念和制度设定

上，还是从动态发展的谈判过程和谈判结果上，都是最具有典型“共赢性”理论

与实践意义的。

第一节　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贸易博弈治理的内涵

　　在国际贸易有效治理下，国际贸易博弈的主体没有变，国际贸易博弈的秩

序没有变，国际贸易博弈的信息结构没有变，所变的只是国际贸易博弈的规则。
要了解国际社会治理国际贸易困境的机制，就必须先搞清楚关贸总协定的内容

以及它对各国国际贸易博弈行为的改变机制。

　　其实，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制度设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主要盟国所谋

划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蓝图的一部分，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及其盟友，特别是英国，合作发起了导致建立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谈判”。２ 虽然在

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曲折，作为制度运行依托的组织———国际贸易组

织———流产，但一套规范各国贸易博弈行为的制度得以保留，成就了战后国际

贸易的稳定和繁荣。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形成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３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提出召开“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建议的方案。该方案

提出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削减关税、
消除贸易壁垒等，特别强调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大原则的基础之上恢复

多边自由贸易。由于自由贸易体制就是奖优罚劣的体制，当时英国已经衰落，
所以没有表示支持。同年１２月，美国以与英国清算租借账款和提供信贷为理

由迫使英国完全同意美国的方案。１９４６年２月，美国以此方案为基础正式拟定

《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提请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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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召开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会议邀请了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内的１９
个国家共同组建筹备委员会，以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为基础，
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由于利益分歧比较大，谈判始终充满着矛盾和妥协，
仅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审议就用了１３个周。由于与会国在有关问题上分歧较

大，决定成立由专家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对宪章草案进行修改，最终通过了一项

关税与贸易大纲，即《关贸总协定》的雏形。１９４７年４月至１０月在日内瓦举行

的第二次筹委会会议上通过了经修改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１９４８年３
月，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即《哈瓦那宪章》（Ｈａ
ｖａｎａＣｈａｒｔｅｒ）。由于《哈瓦那宪章》所涉及的内容繁多，其中有许多规定与各国

国内法内容相抵触，审批手续复杂，而各方经济利益又难以平衡，最终因美、英、
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构没批准而流产。

　　但是，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审议期间，与会的２３国代表根据有选择的

产品对产品、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互惠、互利等原则进行了首轮关税减让谈判。
谈判达成了１２３项双边关税减让谈判协议，涉及４５０００项关税减让；制定了两份

包括关税减让和关税约束等内容的减让表，并绘制成总表；在双边基础上达成

的关税减让协议通过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自动地适用于全体参加国；为使

谈判的结果尽快付诸实施，代表同意以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第五章贸易政策的内

容为基础形成《关贸总协定》，并将各国达成的关税减让协议作为《关贸总协定》
的组成部分。美国代表为绕开国会批准这一关，提议以“临时适用议定书”的形

式，联合英、法、比、荷、卢、澳、加等国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签署议定书。１９４８
年１月１日，《关贸总协定》以２３国签署“临时适用议定书”的方式在国际贸易

组织宪章生效前临时适用，而且这一“临时”适用就适用到了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

世贸组织成立。

　　一般来说，一种制度的设定和形成大概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或者是经过较

长时间的习俗和惯例而形成；或者通过吸取经验教训和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危

机与不测在短时间内由某种力量形成。应该说，战后形成的以关贸总协定为代

表的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属于后一类，这本身就决定了其结构原则和运行机制的

自身特征。４ 虽然关贸总协定的产生和生效十分艰难，但是，它却对症下药给处

于风雨飘摇中的国际贸易博弈提供了新的规则，为其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提供了制度与规则条件。

　　关贸总协定总共４部分３８条，实际上全方位规定了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

资格、权利与义务，全方位对缔约方的国际贸易博弈行为进行了制度性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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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约束。

　　首先，通过关贸总协定的准入机制，限定了缔约方的资格条件，也就是决定

了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都是些什么样的国际贸易主体。缔约方必须是主权国

家或代表某个在对外贸易关系和本协定所规定的其他事务的处理方面享有完

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领土的政府，也就是说，缔约方必须是有行为能力的合法

政府，然后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政府才能变成缔约方。具体程序如下：希望

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或政府提出加入申请，得到理事会的无异议通过后即可

成立工作组，商定工作组的职权范围，指定工作组主席。工作组成立后，申请方

提交贸易制度备忘录，工作组提出疑难，由申请方进行解答，找出差距，申请方

承诺采取措施履行关贸总协定的义务，然后起草工作组报告书和加入议定书，
提交理事会审议，无异议通过后，交付表决，获２／３多数票后，这个政府就成为

缔约方。

　　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加入方，规定不同约束措施，以保证其按照关贸总协

定的规则进行国际贸易。关贸总协定将申请加入方分为市场经济的工业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三类。因为关贸总协定本是以市场经济

标准而建立的，所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谈判设立不同的限制条

件，使其行为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运行规则５。比如，发展中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

的谈判可适用发展中国家参加贸易谈判的非互惠原则，因而发展中国家加入关

贸总协定后仍可对某些产品不减让关税；对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申请加入关贸总

协定，全体缔约方都要求其作出特别规定，以适应市场经济，允许市场经济国家

可以在对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贸易中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通过这些特别措

施，使不同类型的缔约方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国际贸易。

　　再次，通过各种规则约束缔约方的国际贸易行为，使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

兼顾自己的利益和各缔约方的利益（关贸总协定第３８条规定中具体涉及国家

国际贸易行为方式的有很多）。同时，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开放的规则体系，还包

含许多后来在贸易谈判中形成的有关某个领域的规则，如《进口许可证协议》、
《反倾销守则》、《政府采购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守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协

议》、《海关估价协议》等。另外，每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又会以市场准入协议

的形式增加一些新规则。本章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进行表述，但可以从关贸

总协定基本原则的角度进行分析。概括起来，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条：

　　（１）非歧视待遇原则。关贸总协定规定，一缔约方在实施某种限制或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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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时，不得对其他缔约方实行歧视待遇。

　　（２）最惠国待遇原则。一缔约方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和豁

免，也应给予所有其他缔约方。

　　（３）国民待遇原则。缔约方之间相互保证给对方的公民、法人和商船在本

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法人和商船同等待遇。

　　（４）互惠互利原则。缔约方相互之间给予贸易上的优惠待遇。但是对发展

中国家，１９６５年关贸总协定增设有关条款，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作出

的贸易承诺不能希望得到互惠。

　　（５）统一实施与透明度原则。各缔约方应该及时公开有关经济贸易的数

据、法规、条例以及决定等，以保证贸易的公开、公正和在全国关税领土内统一

实施。

　　（６）关税保护与关税减让原则。关贸总协定允许缔约方对其产业进行保

护，但主要应通过关税的手段，而尽量避免使用非关税和其他数量限制措施。
各缔约方要以完全贸易自由化为目标，逐步降低关税。

　　（７）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各缔约方要取消一切非关税壁垒，如进出口许可

证、配额和外汇管制等。６

　　透明度原则是为了在国际贸易行为的源头上约束国家的极端利己行为。
一个国家的贸易行为都是从计划开始的，反映这个计划的经济贸易数据公开透

明就使得其他国家和关贸总协定的相关委员会及早得到信息，及早制定预防措

施，及早管制违反关贸总协定协议的行为。互惠互利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和取

消数量限制原则是通过减免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拓展世界市场，旨在督促各

缔约方实现集体生产国际贸易总得益的措施，属于国际贸易过程方面的监督措

施。通过互惠基础上的开放市场，把国际贸易这个蛋糕做大，并使各缔约方分

享合作的利益。非歧视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是规范各国政府国内贸易政

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使市场开放真正落到实处；也是国

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

的放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开放，也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

产能力扩大到极致。总而言之，关贸总协定通过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抵制盲

动的极端利己行为，督促各缔约方参与开放市场的合作行为，最大限度地促进

国际贸易总得益的生产能力，并通过制度的内在机制措施，保证总得益在各缔

约方之间的公平分配，取得多赢的效果。

　　最后，除了国际贸易博弈的规则外，关贸总协定还制定了规则落实机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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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效力。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是这样一种机制。
当缔约方之间发生争端时，双方先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把争端提交给

缔约方全体裁决。一般情况下，当争端提交缔约方全体处理时，关贸总协定秘

书处会应争端当事方的请求成立一个３～５人的专家工作小组对案情进行调

查，得出结论，然后向理事会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经理事会认可后再提交缔约

方全体正式通过，形成决议，并监督争端当事双方执行。这样，关贸总协定就把

监督“害群之马”的任务交给了各缔约方，特别是利益受损的缔约方，把惩戒的

权利以贸易报复的形式交给了缔约方全体和个别缔约方，即：“如果你遵守协议

（合作），我就将采取已商定的策略；如果你违背协议（不合作），我就将永远对你

实施我的惩罚策略。”７ 各缔约方都是利己的国际贸易主体，对损害自己利益的

行为比较敏感，也有监督的动力，而来自缔约方或缔约方全体的贸易报复压力

也比较有威慑力，从而保证了规则约束力的有效性。

　　另外，关贸总协定还有一系列机构设置，也保证了各缔约方对规则的执行。
比如，关贸总协定在缔约方全体或理事会下面还有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长期、
系统考察的委员会，如国际收支委员会、关税减让委员会、补贴和反补贴委员

会、反倾销委员会、进口许可证手续委员会、海关估价委员会、技术性贸易壁垒

委员会、政府采购委员会、民用航空交易委员会、纺织品监察机构、牛肉理事会、
国际奶制品理事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贸易谈判委员会以及属于多种纤维协

定下建立的各种常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囊括了一系列相应领域的专家，保证

了对各领域监管的准确性，也保证了争端解决的权威性，增加了对各成员规则

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 。

第二节　现代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贸易博弈治理的强化

　　前面在谈到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国际治理时，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早期多边

贸易体制即关贸总协定，很少谈及世贸组织。其实，从体制上分析，作为关贸总

协定的继承和替代，世贸组织作为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一种与关贸总协定宗旨

和功能类似的体制，而且是“关贸总协定的更新和发展”８，是有效治理国际贸易

博弈困境的强化方略。以此为例，进一步剖析多边贸易体制对国际贸易博弈治

理的本质。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开放条件下，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依赖关

系日益增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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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制定和选择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该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还要考虑别

国政府和企业的可能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因而，国与国之

间贸易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博弈特征。在这场博弈中，如果各国都以实现本

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非合作、非理性地选择贸易政策，必然会陷入“囚徒困境”
的僵局，结果两败俱伤，双方都有社会福利损失。如果某些贸易大国通过事先

声明惩罚、报复或利用恫吓等消极手段，来求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

种博弈结果只能是暂时的，而且也不是一种理想的博弈策略，只能实现低效率

甚至灾难性的“纳什均衡”。例如，２０世纪的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

造成的悲剧就是国家之间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因此，要

避免这类低效率的博弈，国与国可以依托国际组织等俱乐部形式的制度安排，
通过谈判签订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协定，事先制定好博弈程序、游戏规则和未

来持续博弈目标，承诺并实行市场开放或自由贸易，保证每一个国家都能在国

际贸易中分享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实现共赢性博弈。

一、国际贸易博弈方略的强化

　　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延续，世贸组织不仅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体系，完

善了其内在机制，而且更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加强了规则的权威，实现了国际贸

易博弈治理的实质性转折。世贸组织对关贸总协定功能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１作为一个正式国际组织，世贸组织设有根据各成员批准的协议建立的各

种功能机构，用以执行自己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强化了其规则对成员的约束能

力。

　　２世贸组织不仅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普遍接受的规则，而且随着形势发展扩

大了其对国际贸易的监管范围。世贸组织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的宗旨，致力于促

进全球贸易发展和福利进步，强化了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竞争原则以及

公正和透明度等原则。在对待发展中成员方面，世贸组织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

和公正性，又承认对发展中成员实施特殊措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与关贸总协

定相比，世贸组织将监管范围和自由贸易原则应用范围由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展

到新兴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等领域。

　　３世贸组织突出强调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世贸组织在强调当事成

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

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的准司法效力执行手段。争端解决机构是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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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的常设机构，负责成员之间争端的解决。争端解决机构有权成立专家小

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监督裁决和决议的执行，并根据有关协议授

权有关成员中止各项义务。值得注意的是，世贸组织引入了“一致同意反对”原

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少数大国成员凭借经济实力阻挠专家组成立及其解决方

案通过的可能性；明确了争端解决的期限，加大了争端解决的力度。这些措施

使世贸组织在监管成员国际贸易博弈行为方面更为平等、迅速和有效。

　　分析国际社会开出的治理国际贸易困境的方略内容，可以看出在原来国际

贸易博弈的基础上，国际社会通过制度设计对国际贸易博弈的改造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原来的规则之外增加了一系列约束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极端利己行

为的规则，使得每个国际贸易参与方在有利于其他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前提下

参与国际贸易博弈，这些规则都是各国贸易谈判的结晶，以协议的形式存在于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议中。体现关贸总协定７项规则和世贸组织规则的

国际贸易行为规范都要求各贸易主体对等开放市场，取得互惠收益，杜绝损人

不利己的行为，使各博弈主体在有利于其他博弈方的同时也取得有益的回报，
保证国际贸易结果的多赢性。

　　第二，不仅增加了约束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行为的规则，而且还为规则的

执行提供了强制性支持机制。关贸总协定保证新增规则有效执行的强制力量

是建立在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的贸易报复机制，而世贸组织借助组织的力量加

强了这种贸易报复机制的威力，在争端解决上还加上了最后期限。即使恶虎也

难抵挡群狼的围攻，所以，建立在专家组调查权威基础上的贸易报复机制使限

制国际贸易博弈极端利己行为的规则或者协议获得了一定的强制力。

　　第三，为国际贸易主体的生存设置了底线，解除了国际贸易主体是否能够

生存的后顾之忧，为国际贸易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

的生产扫除了障碍。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所以虎视眈眈地守护着自己的市场

而不敢大胆开放的原因，在于害怕其他缔约方的优势产品冲击自己国际贸易的

根基———生产力，也就是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里论述的国家

财富的根基。关贸总协定里有关保护弱势缔约方的规则和针对特殊情况的例

外条款为缔约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关贸总协定第１９条第１
款规定：“如因意外情况的发展或因一缔约方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

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方领土的数量大为增加，对这一

领土内相同产品或与它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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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时，这一缔约方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

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者撤销或修改减让。”９ 这样，
在遇到国际竞争压力超出缔约方承受力的情况时，缔约方可以不承担相应的义

务，而采取保护自己的特殊政策。因此，缔约方可以放心地以国家的承受力为

底线参与国际贸易博弈，而由此引起的竞争压力也给缔约方提高自己的生产效

率提供了更强的动力，为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冷战时

期，关贸总协定缔约方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效率之比较就为此作了很好的注

脚。

　　总而言之，国际贸易博弈治理方略的本质就是给原来的国际贸易博弈加了

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变无序国际贸易博弈为有序国际贸易博弈；变双边体

制为有约束力协议约束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使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追逐自己利

益的行为合乎一定的规则。１０这个规则体系的本质要求就是博弈主体在追求自

己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利益，体现了人类文明由功

利主义向国际道义的进步。也就是说，对国际贸易博弈困境进行国际治理的本

质，在于通过较为严格的制度设计把非合作的一般博弈变成合作的共赢性博

弈。

二、ＷＴＯ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基本规则

　　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代表，ＷＴＯ是一套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

地区所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行为准则，它既推动了成员达成协议，并监督协议

的执行，又对现行协议实施中的问题和未来贸易自由化的新议题提供了持续谈

判的程序和安排，以求得各成员均从中获益的共赢结果。所以说，以 ＷＴＯ为

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无论从价值理念、程序规则，还是从贸易自由化谈判以及

谈判成果的实施和分配来看，都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通过更积极手段来实现共赢

博弈的游戏规则体系。ＷＴＯ成员间的博弈是一种制度性合作博弈。ＷＴＯ所

具有的制定规则、贸易谈判、争端解决、政策评审的四大基本功能，充分说明

ＷＴＯ使各成员政府放弃独立的、单边的、“非合作”的理性行动而寻求统一的、
多边的“游戏规则”，以分享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所带来的共同利益。
换言之，ＷＴＯ旨在使成员之间博弈实现制度性合作，以摆脱非合作博弈情况下

“囚徒困境”。这套制度安排确保所有 ＷＴＯ成员能够实现共享国际贸易成果

的谈判理念、谈判策略、谈判过程和谈判结局，即“共赢性博弈”。

　　凝聚在 ＷＴＯ诸多协议中的一系列基本规则构成了这套制度安排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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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基本规则包括：非歧视性规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贸易自由化规则

（关税减让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公平贸易规则（互惠和公平竞争）、透明度规则、
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允许灵活例外和保障措施规则以及发展中成员优惠待遇规

则。其中，非歧视性规则、公平贸易规则是实现共赢性博弈最根本的约束机制；
贸易自由化规则是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具体途径和手段；透明度规则和争端解决

规则是维持共赢性博弈长期持续存在的制度性安全保障；灵活例外和保障措施

规则以及对发展中成员优惠待遇规则可以理解为是 ＷＴＯ基于动态贸易环境

和各成员参与博弈能力上的差别考虑对实现共赢性博弈条件的一种修订和补

充，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使共赢性博弈长期持续存在。ＷＴＯ谈判机制显然可以

看作是对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机制，充分反映了 ＷＴＯ这套

保证成员合作博弈制度安排的完美和严谨。为保证所有博弈方达到共赢，
ＷＴＯ这套独特的制度安排的运作机理可以形象地表示为图６－１。

图６－１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共赢的机理分析

三、ＷＴＯ实现共赢性博弈的运作机制

　　下面以实例具体说明 ＷＴＯ基本原则实现共赢的运作机理。如图６－２所

示，假设有两个国家（Ａ国与Ｂ国），都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贸易自

由化问题上，都有两种选择，即减让关税和不减让关税。如果两国都选择减让，
两国面临的收益为（－１，－１）１１；如果两国都选择不减让，收益为（－８，－８）；如

果Ａ国选择不减让，Ｂ国选择减让，则收益为（０，－１０）；反之为（－１０，０）。显然

这构成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博弈。根据博弈论，如果两国都不是 ＷＴＯ成

员，即两国缺乏制度合作的约束，“纳什均衡”为（－８，－８）。然而，如果两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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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ＷＴＯ成员，依据非歧视和互惠原则，两国都必须接受 ＷＴＯ协议的约束，相

互给予对方以贸易上的优惠待遇，互惠互利地减让关税以实现自由贸易，从而

使得“纳什均衡”变为（－１，－１）。显然，这是一个通过 ＷＴＯ提供的制度安排

将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最终实现两国共同获益的过程。在新的“纳什

均衡”下，虽然两国收益仍然为负数，但如果考虑到两国之间合作的长期性以及

关税减让所必然带来的贸易扩大效应，经过多次重复博弈之后两国社会福利水

平最终会整体提高。这同时也证明了，在单边贸易体制下，任何一国如果总是

为了寻求自身贸易条件最优而征收“过高”关税，其结果必然是双方福利损失，
而互惠协定则能够有效地摆脱这种“以邻为壑”的战略，使博弈均衡点从非合

作、无效率“纳什均衡”点向合作、高效率的最优点方向移动，直至达到“帕累托

最优”。

Ｂ国

减让 不减让

Ａ
国

减让

不减让

（－１，－１） （－１０，０）
（０，－１０） （－８，－８）

图６－２　两国“囚徒困境”贸易博弈模型

　　事实上，ＷＴＯ成员的博弈并非是两者之间的博弈，而是１４７个成员的多边

博弈，以上两者之间博弈所达到对各方都有利的“纳什均衡”是否同样适用多边

博弈后的情形呢？显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合作制度约束的话，是很难实现的。
以三者博弈为例，如果Ａ国和Ｂ国、Ｂ国和Ｃ国以及Ａ国和Ｃ国都达成互惠关

税减让协议，存在三个“纳什均衡”。但是如果 Ａ国与Ｂ国达成的协议比 Ａ国

与Ｃ国达成的协议更优惠，从而损害Ｃ国的利益，必然造成Ｃ国对 Ａ国的报复

或惩罚，从而使得 Ａ 国与Ｃ国之间的“纳什均衡”遭到破坏。同理，Ａ 国与Ｂ
国、Ｂ国与Ｃ国之间的“纳什均衡”都有遭到破坏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双边机

会主义的威胁”。倘若要避免这种“双边机会主义的威胁”，使得多边博弈也能

够实现合作、有效、共赢的“纳什均衡”，就必须存在另外一种制度，以约束博弈

方，消除在其他博弈方之间的歧视待遇，以确保双方“纳什均衡”转化为多边“纳

什均衡”。显然，ＷＴＯ 最惠国待遇原则使得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因为根据

ＷＴＯ协议，最惠国待遇原则就是一种旨在要求 ＷＴＯ成员实施任何贸易政策

对其他所有成员都必须一视同仁，而不能把成员分为三六九等，厚此薄彼。在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约束下，处于“纳什均衡”状态下的任何一个博弈方如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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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待遇，意味着它必须要向所有 ＷＴＯ成员做出补偿，显然这一做法所支付

的代价要远远超过其从实施差别待遇中的获利。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在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约束下，任何一个 ＷＴＯ成员都愿意维持互惠协议下的双边

博弈均衡；如果所有 ＷＴＯ成员都这样的话，所有这些双边博弈“纳什均衡”将

同时适用于多边博弈。因此，只有当最惠国待遇和互惠待遇原则同时存在时，
ＷＴＯ成员的多边博弈才能长期稳定和共赢。１２

四、ＷＴＯ实现共赢性博弈的约束机制

　　当然，根据一般博弈论的观点，上述互惠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实际实

施过程中将面临一个严重的合作信心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 ＷＴＯ成员都

有可能通过欺骗和隐瞒等手段采取高于纳什均衡状态下的关税，借此获得额外

的贸易收益。怎样防止 ＷＴＯ成员单方面的这种机会主义情形呢？ＷＴＯ多边

贸易体制并不是借助于外部力量的监督和处罚，而是借助于成员之间的自我约

束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透明度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原则）。
前者旨在防止成员采取“暗箱操作”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以保障博弈共赢的均

衡结局不被侵蚀和破坏。后者可以看作是保障合作博弈的一个“触发器”策略，
即任何一方如果擅自单方面地背离合作协议，ＷＴＯ授权遭受损害的一方可以

采取报复等补救措施。更为重要意义的是，裁决是自动生效的，而且采取“一致

同意反对”（即只要有一方同意，就要进入专家组程序，争端解决机制就会自动

启用）的通过原则，争端解决的权威和效率得到大大维护。用博弈论的语言来

描述，即大大强化了博弈方之间威慑和约束的“可置性”，在中止减让义务和贸

易报复等补救措施的授权下，ＷＴＯ成员合作能够永远实现，因而，无效率的“纳

什均衡”能够长期避免，互惠原则也能够得到顺利执行。

　　不仅如此，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还体现在以下两点：

　　１．ＷＴＯ鼓励协商、调停、调解和斡旋等政治手段，而且在整个争端解决过

程中可应争端方的要求随时达成庭外解决，显示了其“二次谈判”的性质。用博

弈论的原理来说就是确保成员不背离最优贸易策略组合。

　　２ＷＴＯ采取赔偿和授权报复两种选择方法作为最后强制执行的手段，充

分体现了该机制的最重要功能，即主张成员在寻求最终多边救济方式之前努力

排除任何单边行动，因为单边行动会使各成员退回到纳什均衡的无效率福利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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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ＷＴＯ实现共赢性博弈的促进机制

　　由于贸易政策审议和争端解决等约束机制的存在，应该说 ＷＴＯ多边贸易

体制为其成员实现多边合作的共赢性博弈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
各个成员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减让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开放新的产业领

域，实现贸易自由化。然而，ＷＴＯ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自由贸易。ＷＴＯ
所提供的一套制度安排要真正实现“共赢”，还必须考虑到遵循“情势变迁”的法

律规则，对各成员因取消保护而受到的冲击进行适当的补偿，否则 ＷＴＯ成员

就可能因无法达成协议，回归到非合作博弈下的“纳什均衡”状态。因此，ＷＴＯ
例外和保障措施规则为 ＷＴＯ成员提供了在必要时违背非歧视和互惠自由化

承诺的途径。１３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随着现实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某一成员因承

诺降低关税导致进口在短期内激增，为了避免对国内同类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

威胁，ＷＴＯ允许其暂时撤销或停止履行规定的正常义务。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ＷＴＯ例外和保障措施可以看作是既维护合作博弈又体现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

性而采取的一个“安全阀”机制，这也正是 ＷＴＯ“规则中有例外，例外中有规则”
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与此同时，ＷＴＯ这套“安全阀”机制也为其成员刻意寻求

保障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提供了便利，因此，为防止 ＷＴＯ成员的滥用，ＷＴＯ
一方面对这些例外和保障措施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另一方面还严格规定

了临时保护的使用期限，并要求实施方给其他成员造成的损害提供补偿。

　　同样，对发展中成员的差别待遇规则也可以看作是对 ＷＴＯ成员多边博弈

以达到“共赢”条件的弥补１４。在 ＷＴＯ多边博弈中，大成员和小成员、发达成员

和发展中成员之间博弈能力是不平衡的。在博弈均衡状态下所达成的贸易自

由化承诺，在发达成员方和发展中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显然，
要维护共赢性博弈的长期存在，就必须考虑发展中成员尤其是最不发达成员履

行合作协议的实际能力，通过实施差别性的待遇来安抚它们，以推动贸易自由

化进程。否则，ＷＴＯ无法增强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也将会丧失其世界贸

易组织的世界性质，有成为“富人俱乐部”之虞。

　　通过对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约束力的

协议保证了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按照有利于其他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前提下

获取自己有益得益的逻辑参与国际贸易博弈。在有关得益的评估视角下，多边

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就是参与各方都能够取得有益得益的博弈，即共赢

性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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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ＷＴＯ实现共赢性博弈的收益扩大机制

　　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有约束力的协议和灵活例外规则的共存催生了两个得

益增生机制。
（一）市场扩大机制

　　市场扩大机制是由有约束力协议直接带来的。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自愿

达成的有约束力协议给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开放自己的市场提供了生存保障

机制，灵活例外规则则使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威胁时可以解

除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解除了各国际贸易主体参与国际贸易的后顾之忧；有约

束力协议的存在提高了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对其他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市场行

为预期的准确性，有利于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理性地开放自己的市场；在谈判

机制约束下，使得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只有自己市场开放较大时才能期待其他

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对你开放更大的市场，国际贸易主体趋利的本性与这种机制

相结合就会形成尽可能开放市场的行动；最惠国待遇规则又成为这种机制成果

的放大器，使市场开放的成果惠及所有成员；市场开放给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带来的利益又吸引多边贸易体制外的市场加入，最终促成了世界市场最大化。

　　关于市场扩大与政治的意义，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机理中则看得更

加清楚：其一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二是经济变化与政治变革

的内在关系；其三是国际市场对国内政治经济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上述３个

层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对民族国家和政府来说，领土边界是

国家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重要基础；对贸易和市场而言，消除包括领土边界在内

的一切阻碍物流、资金和价格机制运行的政治因素是最为迫切的。这两种决定

人类社会命运的根本对立方式，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１５应该

说以关贸总协定和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比较理性、有效和科学地协

调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贸易、权力与权利等政治与经济利益在国际层面上的

对立与矛盾。多边贸易体制利用有约束力的协议，同时辅以灵活例外规则和争

端解决机制，基本上实现了既关注各成员的政治立场与内政利益，又解决了市

场扩大与增进贸易的经济利益问题。这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向心力、凝聚力和

吸引力之所在。
（二）效率促进机制

　　市场开放的结果使得各博弈主体的市场连成一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各

博弈主体一方面面临自己的产业被其他博弈主体挤垮的危险，迫使各博弈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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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生存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素质和效率，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另一方

面，各博弈主体的牟利本性也使得它们在保证自己生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提

高自己企业的效率，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为有约束力协议的存在切

断了各博弈主体通过掠夺增强自己竞争力的可能，各成员取得竞争优势的惟一

出路就是练内功，提高自己企业的效率，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否则只能被淘

汰。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就成为走出优胜劣汰困境的必然选择，这也

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科技立国计划不断出笼的原因。在市场扩大

机制和效率增进机制的推动下，世界市场上的各博弈主体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其结果就是国际贸易博弈的社会总得益最大化，为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共赢

性博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宏观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国际贸易社会总得益外，多边贸易体制的有

约束力协议还设定了使国际贸易各博弈主体都能分享总得益的机制。首先，灵

活例外保障机制和争端保障机制就把各国际贸易博弈得益的保护权交给了各

个博弈主体，出于牟利的本性，各博弈主体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有充足的动力；双

边市场准入谈判也为各博弈主体立足自己国民经济实力，在保障自己获得得益

的前提下，对自己的义务作出承诺提供了保障。其次，争端解决机制为各博弈

主体保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渠道，而对侵权方的贸易报复机制也具有有

效的威慑力，促使各方合乎规则地参与博弈，为各博弈主体的利益获得提供了

保障。再次，有约束力协议规定的对弱势博弈主体的额外保护条款，也有利于

弱势博弈主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获得自己的得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一系列有约束力的协议及其制度设定的内在机制，既保证

了各博弈主体社会总得益的最大化，也保证了在总得益增加的基础上，各博弈

主体都获得尽可能多的得益。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结果是各

博弈主体都能够获得得益，是一种共赢的局面。总而言之，多边贸易体制下的

国际贸易博弈是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共赢性博弈。

第三节　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及其主要内涵

　　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贸易谈判的共赢性博弈属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

识、所认同。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探索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初撰写《互

补性竞争论》时就开始了，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几年不断反复、不断琢磨和

不断完善的心路历程，总体表现为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实践到理性思考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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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过程。

一、ＷＴＯ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共赢性博弈”

　　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成员的国际行为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国

际贸易谈判的宏观行为，制定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规则；二是按照规则进行国

际贸易的微观行为，实现价值，创造财富。这些行为都受 ＷＴＯ协议的制约，无

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国际贸易本身。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贸易都能够带来社

会总得益，也能够为各成员带来得益，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行为毫无疑

问是一种理性的经济活动。同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谈判与贸易交往涉及

到遵守什么规则，涉及到社会总得益如何分配，各方各得多少份额，如何协调国

内外利益与国际利益，需要各成员的代表去玩智者的游戏，去争取和维护自己

的利益，因此，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行为又是政治活动。经济完成得益的生

产，政治通过制定规则和折中妥协完成得益的分配，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

易博弈是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体，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涵义。

　　为了充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形式、互动机制及其互

动涵义，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定义。无论是美国国

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的综合说，还是欧洲国际政治经

济学的掌门人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的分析框架说，两大家对国际政治经济

学下定义时虽然立足点和角度各有侧重，但其思想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即国

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就是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互触和互利的新兴学科。在国际关系中，国际

国内政治好比是纵轴，国际国内经济好比是横轴，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任务就

是解出这一纵一横两个坐标上的各种参数是如何结合、如何影响、如何变化

的。１６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形式与内在机理，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

一的斯佩罗（ＪｏａｎＥＳｐｅｒｏ）对此有经典的表述，她认为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不外

乎３种方式：一是国际政治框架制度决定国际经济制度和利益分配；二是国际

政治的关注与关切常常决定国际经济贸易政策的制定；三是国际经济本身就是

国际政治关系。１７这３种互动方式说明斯佩罗把政治因素导致的经济结果称为

国际经济学的政治原动力，以此类推，在政治权力后面隐藏着的经济利益则是

国际政治学的经济原动力。就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来说，其政治权力是由经济

贸易实力所决定，既为经济利益集团所分享，也必然为经济贸易和商业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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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所服务。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Ｋｉｎｄｌｅ
ｂｅｒｇｅｒ）则从另一角度阐述了国际政治与国家经济的互动关系与内在机理。金

氏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分解为３组相对独立的关系：（１）国内

经济与国际政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各国国内经

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２）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同样是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应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３）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自然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也

必须去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１８应该说，这以上３种互动方

式和３对独立关系的提出及涉及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所有

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主要方面，对全面深入了解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运行及

其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互融关系，十分有益。

　　由于各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都能够通过博弈得到各自应得的收益，这其中

自然充满了治国理政、策略选择的斗智斗勇与折冲樽俎，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

充满政治与经济的碰撞、互动、谐振和融合。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政治就是如何有效进行国际贸易谈判。贸易谈判的目

的是削减贸易壁垒，达成行为规范，解决争端。贸易谈判就好比是个市场，通过

这个市场各国建立并修改规范成员行为的准则，互相给予对方自由化的承诺。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它本质上是一个利益折中、调和、妥协的场所。削减

贸易壁垒就是确定按照什么条件开放自己的市场，按照什么条件进入对方市

场。确定什么水平的关税是削减关税的关键，实际上是在确定各方之间利益分

割的比例；消除贸易壁垒实际上是在确定拆除各国保护幼稚产业的篱笆的条

件，涉及到如何处置各国贸易的根本———生产力。确定行为规范是一个利益分

配的战略问题，因为形成的行为规范是一个结构性限制因素，对所属类型行为

相关的利益分配形成制约，影响深远。解决争端，更是利益受损方与利益侵害

方的利益较量，其背后则是政治势力之间实力的对比。总而言之，国际贸易谈

判解决的是与市场相关的利益分配问题，关乎国际贸易博弈的目的，所以，这是

典型的政治。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经济就是国际贸易按照达成的协议付诸实施。一国由

于获得了别国的市场，就可以扩大生产，满足扩大了的市场需求。这个国家由

于多生产和销售了商品，就会回收更多的利润，增加财富。由于市场开放是相

互的，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其他国家。这样，也就导致整个社会总财富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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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展开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加了社会财富，那么，国际贸易

本身自然是经济。

　　在多边贸易体制约束下，各国的政治活动反映了经济的要求，而经济的要

求又影响国家的政治活动。在服务贸易市场谈判这个具体问题上，发达成员与

发展中成员的立场分歧就反映了这一点。由于服务贸易是国民经济结构高级

化以后的产物，属于第三产业，只有具备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工业以后才会有服

务业的高度发达。与发展中成员相比，服务业是发达成员的优势产业。对于发

展中成员来讲，由于经济结构落后，服务业恰恰是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如果

开展服务贸易，发展中成员得到的益处也比较少。因为服务业经济地位的不

同，导致在服务贸易上的政治立场不同。于是，出现了贸易谈判中的一幕活剧。
１９８６年确定乌拉圭回合议程的部长级会议之前及其间，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不

应将有关服务业的谈判纳入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议程。许多较大的、具有

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埃及和印度）组成１０国集团旗帜鲜明地

拥护这个立场。而美国和几个小的开放经济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和新

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服务业发达，它们从一开始就赞成按照 ＧＡＴＴ的路子

达成１个具有普遍约束义务和覆盖所有服务部门的多边协议。欧盟最初的谈

判立场是为了实现“有效”的市场准入，将服务贸易定义为包括一个部门所有可

能发生的交易形式。欧盟建议设立一个“规章委员会”来决定规章的“合适性”，
判断“合适性”的标准则通过谈判加以确定。对不合适的措施应逐步进行自由

化，目标是使所有缔约方在每个部门上实现“可比较”的市场准入。任何框架协

议应只包含具有一般约束性的有限义务，特别是国民待遇应仅仅是一个目标，
这意味着任何约束性的承诺只在具体的部门水平上适用。在发达国家的压力

下，发展中国家虽然无法阻止服务贸易被纳入多边谈判议程，却设法将服务贸

易的谈判纳入一个单独的谈判渠道，以防止传统的 ＧＡＴＴ问题与服务议题交

叉挂钩。在最初的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提出，由于缺少服务贸易的具体数

据，因而要把涉及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机构的服务交易排除在任何可能协议之

外，并取得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支持。最终，欧盟和发展中国家要求一个松散

协议的倾向占了上风。１９可见，经济决定政治立场。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如果以国家福利为衡量标准，那么无法操纵世界价

格的小国若实行贸易限制政策，无疑就会遭受损失，而各国达成的削减贸易壁

垒的多边协议则会使其享受“搭便车”之利而无任何损失。所以小国家就应当

坚定不移地奉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此相反，大国由于占市场的份额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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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左右市场的能力。它可以通过限制贸易而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比如商品

的进、出口价格，进而从中获利。可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实行贸易限制政策，将

会缩小世界市场的规模，导致全世界的福利变小。于是，大国贸易政策的选择

就面临一个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从本国自身利益（事实上很可能是某

一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国家就应当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从所有国家整体

利益出发，国家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下，大国可

以用从别国市场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补偿因实现自由贸易政策而引起的机会成

本。这样，各国就会因此都愿意进行合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使贸易各方实现

共赢，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国际贸易博弈

通过贸易谈判达成市场开放的协议，为经济生产活动的展开奠定基础，反映各

国经济生产承受的能力；同时，经济生产活动的成果又为生产成果在各博弈主

体之间的分配提供保障，决定利益分配所能实现的程度。在多边贸易体制下，
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又反过来影响经济，但博弈各方都能够取得收益，政治与

经济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是政治与经

济的谐振式互动。正是这种“谐振式的辩证互动”，才能使各国际贸易主体在现

代多边贸易体制中得以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国际贸易治理效果。

二、从互补性竞争论到共赢性博弈论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乌拉圭回合部长级会议的帷幕在马拉喀什刚落下，历时

两年的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新旧多边贸易体制交替就开始了。与此同时，
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高潮迭起，来势迅猛，大有冲击多边贸易体制之势，
多边贸易体制前途扑朔迷离，似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区

域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及其协调与发展问题，就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讨

论的热点，诸多观点一时甚嚣尘上。笔者当时根据多年跟踪区域经济集团与多

边贸易体制关系发展变化所掌握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发现区域经

济合作与 ＷＴＯ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与一

体化进程中，存在一种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形成了一股互补中有竞

争、竞争中有互补的动态兼容的驱动力，进而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速度，拓展了

贸易自由化的广度，继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基于这种认

识，笔者提出了包含“双赢”与“调和”理念的“互补性竞争”的观点。区域集团与

多边贸易体制的“互补性竞争”关系主要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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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一个时期内的主导关系为竞争，一个时期内的

主导关系为互补，而不是两者之间某些方面存在互补关系，某些方面存在竞争

关系。

　　２没有竞争就没有互补，竞争扩大了互补内涵，互补关系的发展又进一步

扩大了竞争的层次和范围，进而形成一个竞争与互补关系相互转化的“互促互

容”的动态发展局面。

　　３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与纪律及其审议报告程序，可借助于两步宽容、双

重成员资格、动态规模效应、第三国反应、趋同性和优势互补等主观与客观因素

的作用，加以制约区域集团排他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形成和发展，进而遏制

“没有互补”的竞争关系的产生。

　　４互补与竞争关系的相互转化，为贸易自由化的整体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

力。

　　５互补性竞争推动和加速了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最终汇合”，因

而，使得基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得以实现。在此经济格局

中的世贸组织势将成为协调、管理和规范“全球自由贸易区”的真正意义上的多

边贸易体制。２０

　　如前所述，这是从宏观层次上对多边贸易体制前景所作的探讨，为中国当

时处理入世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的抉择提供了智力支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实际，说明了“互补性竞争”的论点的科学性、现

实性。由于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集团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而区域贸易集团相

对多边贸易体制又具有先行先试的特点，故两者自 ＷＴＯ生效后进入协同发展

时期。结合入世谈判的过程，笔者开始思索多边贸易体制生存发展的原动力问

题，是什么赋予了多边贸易体制如此之强的生命力？后来对博弈论的深入探讨

引发了对复关入世谈判的联想，如果说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集团之间存在互补

竞争关系，那么，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主体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多边贸

易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发展前景怎样？继续深入地探讨，再加上复关入世谈判

经历的佐证，使笔者进一步明白了多边贸易体制生命力的内在原因，认同、认可

于国际政治经济大师们制度设计的智慧，也使笔者深刻认识到这种成果对入世

过渡期内和之后的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所谓“共赢”是对“双赢”的进一步表述。“双赢”就是“对博弈双方都有力的

行动与结果”，是“‘两人非零和博弈’中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双方获利未

必完全相等，但它不是双方两败俱伤，也不等同于‘两人零和博弈’或‘全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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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博弈”。２１

　　国际多边贸易是多个主体参与的博弈，其意义超出了“双赢”的内涵，但基

本的含义是一致的。具体来讲，作为对多边贸易体制及其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

概括，共赢性博弈论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１）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本质上是以规则和外交为基础的合作性

和规则性博弈。

　　（２）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存在总得益最大化的趋势。

　　（３）多边贸易体制下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互补性竞争关系日益强化，
各博弈主体的得益存在着不小于零的保障机制。

　　（４）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理念、共同利益的价值意识存在全球扩张和

拓展的趋势。

　　（５）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生命力在于博弈规则的性质及其效力

保障机制。

　　（６）各博弈主体的谈判策略与政策选择越来越受制于对方的策略选择与政

策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牵制、互相兼容和相辅相成的趋势已逐渐成

为主流。有约束力协议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博弈由非合作博弈转变成合作博弈

的关键，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关键。笔者提出共赢博弈论，也为中国参与多边贸

易体制进行和谐制度建设、遵循和而不同外交理念和谋求和平发展的最佳策略

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释：

　　１ＲｏｂｅｒｔＩ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ｏｈｎＨＤｕ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ＫｈａｌｉｌＡＨａｍｄａｎｉ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５５，５８，７０，７１．
　　２［美］约翰·Ｈ．杰克逊著，张乃根译．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

［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９．
　　３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Ｍ］．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１９９８：３－７．
　　４ＧｉｌｂｅｒｔＲＷｉｎｈａｍ．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Ｍ］．Ｔｏｎ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ｎ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４５－４６．
　　５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ＩＥ），２００４：４５．
　　６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Ｍ］．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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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０．
　　７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Ｍ］．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７１
　　８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９９
　　９张培田．关贸总协定概要及规范释义［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２７
　　１０ＫｅｎｅｔｈＷＤａｍ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ａｍｅ———ＡＮｅｗＬｏｏｋａｔ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９５－９７
　　１１括号中的前一个数字表示 Ａ国收益，后一个数字表示Ｂ国收益，但这些数字并非实

际收益的量化。实际上，实际收益到底为多少，是无法作准确统计和计量的，这里仅仅是为

了研究方便，假定了一个具体的量，这对研究的结论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这里收益为负，实

际上表明是一种损失，这基本符合一国降低关税是以让渡某些收益为代价的客观事实。

　　１２刘光溪．入世 博弈 共赢———互补性竞争与规则性合作［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８－２２．
　　１３ＷＴＯ例外和保障措施主要包括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一般例外”、第２１条“安全例

外”、第１２条“国际收支例外”、第８条“取消数量限制例外”、第１４条“非歧视原则例外”、第

１５条“外汇平衡例外”、第２４条“关税同盟例外”以及第１９条“紧急措施例外”，最后再加上

《保障措施协议》。

　　１４ＷＴＯ对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８条“经济发展例外”、第四

部分“贸易与发展”以及其他 ＷＴＯ协议中，如ＴＲＩＰＳ、ＴＲＩＭＳ和ＧＡＴＳ等。

　　１５［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８－９．
　　１６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３．
　　１７ＪｏａｎＥＳｐｅｒ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４．
　　１８［美］查尔斯·Ｐ．金德尔伯格．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与国际经济的政治学

［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８８，１０．
　　１９［英］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刘平等译．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

［Ｍ］．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３４－１３５．
　　２０刘光溪．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６：９．
　　２１贾继峰 等．重构优势：入世后中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２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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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每个事物都有其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之前

的非合作性国际贸易博弈有其存在的合理条件，而多边贸易体制下基于规则和

制度安排的共赢性博弈也自然有其存在的土壤。国家政府作为国际贸易谈判

的主体，要顺利实现共赢性博弈，必须具备一些内在的条件，如协调国内利益与

国际战略矛盾、博弈主体的行为能力与利益联系、规则与法律保障机制以及外

交整体战略考虑等方面。同时，要实现共赢性博弈还应具备外在的客观条件，
包括博弈主体关系的理顺、共同奉行市场规则的制度条件、科技发展的动力条

件以及相互依存的客观条件等。深入了解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得以实

现的这些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部条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整个多边贸易体制

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有利于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与博弈行动，有利于

提高进行共赢性博弈行动的效果。

第一节　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内生条件

一、从双重博弈到共赢性博弈的基本条件

　　通过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史进程的博弈分析，不难看出，要想将这种复

杂的双重博弈转化为制度合作的共赢性博弈，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不管是双边

贸易谈判还是多边贸易谈判，就某一具体谈判方来看，都面临如何协调、平衡和

调和国内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声，以及与其对手谈判有关开放市场和贸

易自由化要求两个层面（两个战场，两条战线）的博弈问题。事实上，在任何国

际和国家政府层面，贸易决策过程均是一个平衡和折中国内与国际利益关系的

复杂较量。１ 因为竞争是经济关系的根本，不合作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这就



共赢性博弈论

１４８　　

　 需要必要的条件和有约束力的规则予以配合制约。一般而言，从双重博弈转变

为共赢博弈受以下几个条件的制约。
（一）信息分布的对称性

　　实际上，经典博弈理论都有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即博弈各方信息完全并且

信息对称。但现实中，ＷＴＯ谈判博弈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性是毋庸置疑的。
如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双方都在认同中国最终入世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掌

握与谈判对手有关的信息，以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谈判策略。但对于 ＷＴＯ谈

判，作为局中人的谈判一方，不仅要对对手的各种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类型

空间上的概率分布做尽可能精确的估计，而且还要对自己将要影响谈判的有关

信息以及相关的可能类型空间被对手所估算的概率分布做恰当估计，即双方只

有在保持信息分布对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共赢性博弈均衡。在双重博弈

中，谈判方通过和国内众多利益集团与国外谈判对手间的重复的讨价还价，即

从各自的出价、还价的过程中使上述两大估计逐渐精确化，从而达到信息分布

的对称性，以最终实现共赢性博弈，即博弈是学习过程，博弈主体的行动和策略

是信息动态积累和筛选中的稳定。这就要求谈判各方建立起完善的信息收集、
整理、分析、发布和保密系统。

（二）谈判主体间的良好互信度

　　谈判对手之间经过多轮磋商建立起契约（条约），即一组承诺的集合。此是

签约方在签约时做出的，并且预期在未来能够被兑现。但由于签约方在事前对

未来所做的预期仅是建立在双方的主观评估或者默契上，未来所面临的不确定

性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期的，因此，现实中绝大部分契约是不完全信息的。不完

全契约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于缔约方采取冒险行为导致的资源配置帕累

托无效。为了减少这种无效行为，谈判双方须对承诺的履行程度做出预期，而

此种预期只能理性地建立在对以前谈判对手已达成契约的履行情况的分析基

础上，即对谈判对手可信度基础上，其两者之间呈现正比例关系，即对手可信度

越高，对手履行本契约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自己能从中获得的收益就越有保

证，双方取得共赢性博弈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即双重博弈转变为共赢博弈的

可能性就越大。此亦符合Ｒ．Ｊ．巴罗和Ｄ．Ｂ．戈登（１９８３年）运用信誉均衡模型

进行分析比较，得出“政府应该重视并建立信誉而不是偏离已公布的政策”的重

要结论。
（三）国外谈判主体的国内贸易派与产业派的理性关系

　　根据经典博弈理论，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亦可理解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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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ＴｈｒｅａｔＰｏｉｎｔ）。但现实博弈过程中的威胁点往往是既定的，这就使得只需

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博弈各主体的谈判能力。如前所述，双重博弈论的核心概念

是“获胜集合”，而“获胜集合”的范围以及重合集大小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Ｌ２
选民间的权力分布、偏好和可能的联盟，即国内贸易派和产业派的关系状况、沟

通情况和力量对比。其间的关系状况、沟通情况和力量对比会影响到各国的

“获胜集合”，从而影响到“重合集”，最终影响到博弈结果，是无功而返、零和博

弈，还是双赢博弈。因此在贸易政策博弈的得益函数中不仅要考虑贸易条件和

贸易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要考虑政治或不同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

响———贸易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或“社会转移效应”。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
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对不同的贸易政策采取游说活动，从而成为参与谈判国家支

付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而影响谈判结果。正如施蒂格勒（１９７１年）所述，
规则由行业谋取，并根据其利益被设计和运用。

　　笔者亲历１３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最大感受，除了一些主要谈判国家疑虑、刁

难、刻意阻挠外，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在谈判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与谈判对手

间的讨价还价，而是与国内各利益集团间的协调和磋商以及国内具体政策的多

变性，故而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谈判代表的谈判能力，使得中国错过了几

次谈判有望成功的良好机会，延迟了入世时间，蒙受了无形的、额外的政治经济

损失。
（四）博弈的重复性与游戏规则的权威性

　　根据博弈论，一次性博弈往往导致非合作纳什均衡，即“囚徒困境”，此亦是

个体理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典型状况。走出“囚徒困

境”的方法就是增加博弈的次数，实现在尽可能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国际贸

易博弈。谈判过程正是双方通过多次讨价还价而逐步达成协议的重复博弈过

程，而且 ＷＴＯ多边谈判机制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

新回合谈判以保持与时俱进，即无论从每轮谈判还是从整个 ＷＴＯ谈判体制来

看，其都具有重复博弈的特点。在重复博弈过程中，投机行为会招致其他当事

人的报复，从而抑制某些当事人的投机行为。因此要达到共赢性博弈，就必须

使用惩罚机制，以促使参与主体积极保持合作，而避免非合作均衡解的出现。
此外，还须保证惩罚威慑是可信的，即赋予规范游戏过程的游戏规则适当的权

威性（如赋予 ＷＴＯ以法律地位），且具有可实施和可执行性。任何违背此权威

性的投机行为都应受到处罚，从而推动非合作博弈向理性合作共赢性博弈转

变。建立多边贸易体制的目的正是通过抑制投机行为，推动合作，最终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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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的合作均衡。在双重博弈中，各国政府都是从自身角度对谈判策略进行规

划，并且对对方遵守和执行协议的可信度（即投机可能性）缺乏必要的信息（即

信息分布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因此就需提高游戏规则的权威性（威慑的可信

性），以降低投机的概率，实现共赢性博弈。在重复博弈中，博弈主体间的合作

是通过威胁要惩罚任何背信行为（即可信性威慑）来维持的，因为当博弈重复多

次时，人们往往更关注长期利益而采取合作均衡。
（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博弈的均衡结果意味着博弈的内生变量即策略决策组合和参与人预期相

互强化和同步稳定的过程，而策略决策组合和参与人预期都会受到外界经济环

境的影响。从国际贸易实践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
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各国政府均希望从国际贸易（自由贸

易）中获利。而以奉行非歧视性、降低和最终取消贸易壁垒和充分磋商调解为

原则，并以建立一个各国都遵守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消除“个体理性所导致

的集体非理性”弊端为目标的 ＷＴＯ，作为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经济关系的国际

条约、国际贸易协调与谈判机构，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从而使得

入世并签订多边贸易协议成为各国获取国际贸易益处的必然方式。此亦是中

国入世的根本原因所在。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

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影响得以提升，使得各国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入

世，ＷＴＯ将失去其世界性，世界经济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中国，因此，各国在积极

支持中国入世这一根本问题上逐步形成共识。但各国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

和中国入世的影响、冲击不同，故对中国的具体要价又有诸多差异。
（六）谈判主体之间政府领导层的政治意愿

　　如前所述，影响双重博弈核心概念“获胜集合”以及博弈结果的又一因素，
就是政治家的偏好和Ｌ１谈判者采取的策略。据此可推断出，谈判双方所在政

府领导的政治意愿的方向和强度亦是实现从双重博弈转向共赢性博弈所需条

件之一。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由于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积极推动，
才使得谈判被注入新的政治推动力，促使双方最终达成共赢性协议。因此，各

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游说等措施促使政府改变其政治意愿，从而获取私利，导致

帕累托无效。对此，政府必须兼听则明，考虑所有各方利益，包括潜在利益集团

的利益，以平衡自我选择集团的利益；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宏观经济利益和政

策的“溢出效应”———某一领域的政策变革会推动变革向相关领域拓展，最终实

现政策的全面变革。因为要实现更有效率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就必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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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制度规定的变化将影响博弈双方的收益矩阵或目

标函数，进而影响对弈者的策略选择行为。

　　中国入世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经济在新世纪腾飞争取更好的发展环境，为

此中国必须有选择地接受约束性承诺，即放弃部分权利，来交换具有全面和普

遍意义的良好发展环境；而在具体问题上是否接受约束或接收到什么程度就需

考虑其成本，如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体制与制度的变迁成本等。此就要

求中国在复关入世谈判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动态博弈过程中都达成合作均

衡解。中国经过长达１５年的碰撞、融合和发展，逐渐从非合作、信息不对称走

向合作、信息对称，最终在两个层次上实现了合作均衡，成为 ＷＴＯ的正式成

员。中国入世以来的实践亦充分证明：只有积极参与合作、消除贸易壁垒、进行

平等自由贸易，才能给各方带来更多利益，才能使成员有机会平等参与国际竞

争，此亦是各国积极参与 ＷＴＯ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因此中国在制定贸易政策

时，应当根据国情，在国际贸易战或谈判中学会运用博弈，创造条件使非合作博

弈转变为共赢互利的合作博弈，即消除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非合作博弈

所产生的帕累托无效的纳什均衡，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可见，对于国际贸易这种双重博弈，能否达成共赢性博弈受到很多因素的

制约，是多元变量函数。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制度设计约束各博弈

主体的行为，对各变量的取值范围进行限定，提高各变量的确定性，提高它们的

心理预期，促成共赢性博弈的达成。

二、共赢性博弈主体的行为能力基础

　　按照关贸总协定和关于建立世贸组织协定的规定，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博弈

的主体是主权国家的政府或某一单独关税区的政府，所以，概而言之，多边贸易

体制的博弈主体应当是管辖某个经济体的政府。应该说，ＷＴＯ各成员政府是

所有贸易博弈存在的前提条件，当然也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存在的

前提条件，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存在的微观基础。
（一）必须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

　　作为国际贸易的博弈主体必须具备正确的判断能力，能够对自己的商品结

构和性质及其生产能力有准确的把握，能够把握自己市场的结构和需求及其容

量，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自己的利益诉求所在；还要对世界市场的结构和需

求结构、其他博弈主体的市场结构和需求结构及其利益诉求有清楚的把握，并

能在此基础上找到实现自己利益的正确途径。只有这样，国际贸易博弈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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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进行，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共赢性博弈才能正常运作。否则，国际贸易博弈主

体经常出现判断失误，甚至无法认定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国际贸易主体也

就失去了行动的目标甚至行为能力，听从别的博弈主体摆布，博弈就不成其为

博弈了，而成为单个博弈主体的独断专行了。而且，这样的国际贸易主体将无

法与其他博弈主体交往，也无法完成贸易谈判，更谈不上进行共赢性博弈了。
在申请加入多边贸易体制时，缺失行为理性的主体将无法完成申请程序，多边

贸易体制也将无法运作。多边贸易体制下对最不发达成员的例外条款以及各

种发展援助，就是在培养这种理性和行为能力，培养合格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所以，具备理性的博弈主体是国际贸易共赢性博弈存在的首要前提。

（二）必须具有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经济结构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组成结构，表现为不同门类的经济部

门组成。不同的经济结构就意味着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商品结构，各博弈主体不

同的商品结构就意味着不同的市场结构。反过来，不同的市场结构意味着不同

的市场匮乏结构，也意味着这个市场需要进口的商品结构。如果一个国际贸易

博弈主体的市场匮乏某种商品，而另一博弈主体的市场正好过剩这种商品，两

个博弈主体的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错位，是一种关联互补关系，这两

个博弈主体之间就存在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如果两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经济

结构雷同，两者之间发生贸易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只能在产业内进一步寻找两

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也就是说，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分工越明确，互补性就

越大。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别较大，这两者之间就存在

经济结构的互补性。随着产业内分工的发展，发达国家产业内部的分工也越来

越细，使得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剧增。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经济结构的关联性、
互补性决定了各博弈主体之间合作的必要性，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前提，也是多

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存在的前提。
（三）必须有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竞争关系

　　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一方面存在共同生产变和利益的生产关系，这个利

益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也就是各博弈主体参与市场开放的方

式；另一方面，各国际贸易主体从这种合作中取得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参与

生产的方式及投入，而这种由参与生产的方式决定的分配格局对各博弈主体以

后的安全和行为成本都会构成深刻的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其国民的福利产

生巨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利益的诱惑以及国民生存和发展对这种利益的需求，
塑造了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追逐这种利益的动力，形成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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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多分得利益的竞争局面。要想在利益分配中取得较大份额，需要首先把

这种利益生产出来，所以，各国际贸易主体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激发出来。
而国际贸易博弈分配方式和生产要素组合这种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产生决定影

响的机制，使得市场准入协议决定了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可以获得国际贸易利

益的多少，也决定了它们各自参与下一轮国际贸易合作的方式，因此，“纸上谈

兵”有时显得十分重要，国际贸易谈判的博弈色彩日趋浓厚，利益争夺白热化，
成为国际贸易主体之间政治、经济力量较量的主战场。所以，国际贸易博弈主

体之间利益的竞争性也是它们参与国际贸易利益生产的动力来源，决定了国际

贸易博弈能否发动。因而，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性是多边贸易体制下

共赢性博弈存在的前提条件。

　　总之，作为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的行为能力基础，国际贸易主体首

先要具有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益和行为的理性；其次，各博弈主体经

济结构之间还要具有关联性与互补性；再次，博弈主体之间要具有基于各自利

益诉求和行为理性的利益竞争性。利益诉求和行为理性是博弈主体参与博弈

的原动力，而各自利益之间的竞争性使这种原动力变成现实，它们经济结构之

间的关联性、互补性和依赖性为国际贸易主体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了现实的行

为基础。

三、共赢性博弈的规则约束基础

　　国际贸易行为主体是有理性且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益基础的，也

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与合作关系，只能说具备了一般国际贸易博弈的必

要条件，还不能说已经具备共赢性博弈的充分条件，因为共赢性博弈是经过改

造和完善了的一般国际贸易博弈。没有有约束力的制度和规则约束，极端利己

行为又会使国际贸易博弈陷入博弈困境。所以，共赢性国际贸易博弈的实现还

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制度安排，即共赢性博弈的规则基础。

　　在博弈时，一套制度性安排极其重要。因为，即使各博弈方都具有“诚信、
合作和共赢”的理念，而没有支持这种理念的制度基础，没有一套具有强制性约

束力的制度安排作保障，这种合作将会失去长期存在的基石。即使合作，也是

短暂和不稳定的，因为至少有一个博弈方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违背这种

合作，以获取额外的机会主义收益。但是，一套制度性安排要发生效力（即所有

博弈方都自觉、自愿地遵守），还必须保证博弈能达到“纳什均衡”，否则，至少会

有一个博弈方不遵守（甚至退出博弈），从而使博弈走向破产。概言之，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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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能够实现“纳什均衡”的制度性安排是规范博弈主体行为、保证博弈能够进行

的基础，也是实现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的关键条件。

　　具体来讲，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的规则实际上应当包括三套规则：
潜规则、明规则、强制约束规则。

　　首先，潜规则就是各博弈主体都默认的规则，或者说作为一般知识背景大

家都应该知道的规则，即博弈信息里面的“共同知识”。多边贸易体制是建立在

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体制，那么，博弈主体的市场经济属性（即规则、法制、信用等

理念）是一个潜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利己属性、竞争属

性、理性经济人属性就是不言而喻的潜规则。按照这些规则行事，大家才会感

觉到是合情合理的，感觉到真实可信，其他博弈主体才不会感到遇到了异类，也

才能够取得其他博弈主体的认同。这些规则作为背景知识存在是十分重要的

一类规则，是基础规则。了解和认识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些规则对中国这样一

个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国家特别重要，不然，老让发达国家感到怪异，心存疑

惑。

　　其次，明规则就是具体写进协议里面的规则，包括关贸总协定和建立世贸

组织协议规定的条文和原则，以及附件里的有关规定、贸易谈判议定书里面各

博弈主体义务和权利的规定、减让表里规定的义务和权利等。另外，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对于新加入的博弈主体，其加入议定书、工作组报告以及附件，特别

是里面针对新加入方的特殊规定，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各博

弈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博弈的行为规则，明文规定了各博弈主体的行为方式，是

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规则的主体。

　　再次，还有一类规则，就是确保国际贸易规则实施的准司法规则，规定了对

违反规则的博弈主体的处罚方式以及在处罚犯规者的情况下各博弈主体的行

为规则。这种规则给博弈主体的主要规则的落实提供强制力保证，可以称之为

强制约束规则。这种规则实际上已经超出一般规则的意义，与共赢性博弈的其

他结构一起构成强制性保障机制。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共赢性博弈是制度约束下的博弈，这些规则有的是市场

经济本身就有的，为大家不自觉地采用的规则，更多的规则是为了保证博弈朝

着有利于各博弈主体的方向发展而人为设计的。正是这些规则给各博弈主体

解决了如何行为、何时行为的问题，为共赢性博弈的展开提供了制度性的规则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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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赢性博弈的法律保障机制

　　多边贸易体制为各博弈主体提供了保证共赢的规则体系。如果按照这些

规则博弈，结果就是对各博弈主体都有利的共赢结局。但是，由于市场的惯性，
各博弈主体都有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一旦这种行为付诸实施，就会打

乱博弈的共赢机制，导致整体利益的萎缩，使国际贸易博弈陷入囚徒困境。所

以，多边贸易体制设立的强制保证机制是整个共赢性博弈得以顺利运转的基

石，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前提条件之一。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强制保障机制按照保障威慑力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

个层次：行为鉴定威慑机制、磋商协调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惩罚报复机制。

　　首先，行为鉴定威慑机制是由关贸总协定和 ＷＴＯ下设的各种监督委员会

组成，各种委员会都有某个专门领域的专家组成，能够对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行为给予权威、准确的定性。依靠专业权威迫使各博弈主体不要出于机会主义

的利益冲动，企图蒙混过关、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同时，这一机制也是争端解决

的第一步。

　　其次，磋商协调机制是在行为鉴定的基础上通过磋商，当事各方协商解决

存在的问题，损害方对造成的损害做出赔偿并纠正自己的违规行为。

　　再次，争端解决机制在磋商协调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受到违规行为

影响的各博弈主体把争议提交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关贸总协定下是代表缔约

方全体的理事会），由其对争端作出裁决，并按其提出的解决方案解决争端。

　　最后，如果违规博弈主体不改正错误，赔偿损失，那么，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

机构（关贸总协定下是缔约方全体）的支持下，对违规博弈主体实施贸易报复，
迫使它改正错误，赔偿损失。

　　多边贸易体制通过这些强制保障机制，确保多边贸易规则的落实，对多边

贸易实施有效的国际管理，维护各博弈主体的利益，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

国际贸易博弈顺利运作的强制性法律保障。

五、共赢性博弈的利益保障机制

　　以强制保障机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为国际贸易博弈沿着共赢的道路

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制度规则的基础是经济，要真正解决共赢性博弈

的根本问题，使各博弈主体自觉地去执行规则，则必须在经济上做文章，使各博

弈主体的利益格局处于纳什均衡状态。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内在机制安排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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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贸易博弈的共赢运作奠定了利益保障基础。

　　一项博弈要实现持续稳定的运作，除了建立系统的制度安排外，还必须构

建一套有效的结构性利益平衡机制，以实现博弈收益在各博弈主体之间的分

配，并能够形成一些例外，协调因博弈能力差异而造成的获益不公平带来的矛

盾。多边贸易体制安排是对国际贸易博弈困境实施国际治理的结果，是对原来

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的改造，既利用了原来机制的长处，又利用新机制剔

除了原来国际贸易博弈的弊端。

　　多边贸易体制的结构性利益平衡机制表现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微

观上看，多边贸易体制安排继承了原来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的基本博弈架

构、收益分配机制和效率推进机制。

　　（１）多边贸易体制安排保留了原来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的基本博弈框

架。各博弈主体扮演类似市场主体———企业的角色，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与

其他博弈主体展开竞争。游戏规则的基础框架还是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规则。

　　（２）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多边贸易体制安排把利益的获取权交给了各博

弈主体。利益的保有者是各博弈主体，利益的取得方式是通过博弈主体与其他

博弈主体谈判，利益的分配格局在生产之前就通过谈判基本定局。当然，在利

益的生产过程中，各博弈主体也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以占领更大市场

份额而取得更多利益，但这对总体的利益分配影响不大。这种利益分配模式也

类似于原来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条件下博弈主体获得收益的模式，所不同

的是，这种分配是在贸易谈判所得到的市场准入协议的框架下进行的。

　　（３）多边贸易体制安排继承了原来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的效率推进机

制———通过利益引导的竞争推动各博弈主体效率的提高。各博弈主体通过提

高自己的国民经济素质，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商品的成本，从而占领更多

的市场份额，也就达到了获取更多收益的目的。在这个逻辑链条中，科技创新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总之，多边贸易体制安排的主体框架照搬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

在对原来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基本架构继承的基础上，对某些细节和环节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从宏观的角度看，多边贸易体制安排在原来自然状态下国际贸易博弈基本

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开放保障机制和极端利己行为惩戒机制，以维护市

场正当竞争造成的利益均衡。首先，市场开放保障机制促使各方尽最大可能开

放市场。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多边贸易体制安排把保障自己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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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的权利交给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让博弈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自己国内

市场的承受能力确定与其他博弈主体谈判时的开价。这样，根据自己的利益最

大化的诉求，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就会在本国市场承受力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开

放市场。因为自己利益的实现是由其他博弈主体开放市场的程度决定的，而其

他博弈主体市场开放的程度又决定于自己对其他博弈主体开放的程度。所以，
这种机制解除了各博弈主体的后顾之忧，使得它们都在自己市场能够承受的范

围内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多边贸易体制安排把国际贸易博弈的秩序设计成

重复博弈，允许博弈方能够根据每次博弈的结果重新调整和完善自身决策，以

使自己获益更优。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博弈方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获

悉其他博弈方的决策信息，从而准确地依据对方的决策做出自身最优的判断。
因此，重复博弈提供的机会能够促使博弈主体有足够耐心进行长期博弈，增强

博弈方为了长期利益而放弃谋取短期利益动机的可能性，使各博弈主体的国际

贸易行为倾向于长期博弈，保证了世界市场的稳定扩大。

　　另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安排利用一些例外，对弱势博弈主体进行保护，促

使它们也最大可能地开放自己的市场。如果弱势博弈主体长期被动地接受那

种明显利益分配不均的博弈均衡，面对博弈场上的其他巨头，它们要么会因为

丧失继续博弈的兴趣和信心，要么会因为丧失继续博弈的能力而退出博弈，从

而缩小世界市场。这种客观情况要求强势博弈主体必须给予弱势博弈主体某

种利益上的让渡和照顾，否则，国际贸易博弈将受到市场缩小的威胁。多边贸

易体制安排通过一些例外，使受到意外冲击的博弈主体获得了免除其所承担义

务的权利，也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弱势博弈主体的优惠规则，以区别对待不同的

博弈主体。这套利益平衡机制有效消除了博弈环境和条件变化对博弈主体安

全的负面影响，解除了各博弈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博弈的后顾之忧，有效地促进

了世界市场的扩大。２ 从而在宏观上保证了国际贸易总收益的最大化，为共赢性

博弈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极端利己行为是国际贸易博弈陷入博弈困境的根源，多边贸易体制

安排利用可信的、有威慑力的惩戒机制，保证国际贸易规则的落实，堵塞漏洞，
防止多边贸易体制因极端利己行为扩散而逆向演化。要实现共赢性博弈，就必

须在博弈主体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触发器”，或称“激励相容”机制。它是一种

通过报复或惩罚的约束来维护长期合作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实行你对我开放市

场，我就对你开放，你不对我开放，我将更大程度地对你关闭市场的对等开放策

略，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开放市场的合作关系，确保博弈主体共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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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游戏规则”，而不至于违反博弈规则，旨在维护共赢性博弈的长期稳定。多

边贸易体制安排设置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内设的委员会和

各博弈主体的相互监督，发现违反规则的极端利己行为，然后通过协商或协调

使这种行为受到惩戒和纠正，否则就会使有这种行为的博弈主体面对众多博弈

主体对其关闭市场的局面，即贸易报复。这种惩戒方式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利益

平衡机制基础上的。博弈主体极端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获得利益，而这

种贸易报复机制不仅使这个博弈主体保不住已经得到的利益，还要付出其所无

法承受的损失。正因为如此，这种惩戒机制对各博弈主体是有约束力的，有效

地堵塞了漏洞。

　　总之，多边贸易体制安排通过一系列基于市场经济原理的制度安排，利用

各博弈主体的逐利本性，构筑了一套赋予规则强大约束力的利益保障机制。利

益保障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共赢性博弈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

六、共赢性博弈的外交战略考虑

　　国家参与国际行动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制约、
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的根本因素”。就其内容来说，“凡是满足国家生

存和发展需要的便是国家利益”３。按照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可以分为安全利

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国际贸易所体现的就是国家经济利益。国家参与国

际行动时所依据的是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所以，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对国际

贸易博弈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共赢性博弈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量。

　　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与国际贸易是一个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际外交战略

决定和影响国际贸易博弈的进程、策略选择和结果。国际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

为实现国家利益在一定历史时期对自己的国际行动所做出的部署，其中，以国

家利益为内容的战略目标居于核心位置，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而国际贸易是

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来源，是国家对外行动的一

部分，不能把国家的经济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所以，国际贸易服从国家国际

外交战略安排，体现国际外交战略意图，是实现国际外交战略目标的工具。国

家国际外交战略对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外交战略决定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进程

　　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国家整合出一定

历史时期的国际外交战略目标，然后把这个战略总目标分解成各个方面的分目

标，并制定实现这些分目标的方法步骤以及先后次序，并围绕这些目标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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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所需人、财、物等资源，形成国家某个时期的国际外交战略。国际贸易博弈

就是这个国际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国际外交战略与国际贸易博弈存在内在的关

联性，国家可以把国际贸易博弈作为外交战略工具帮助实现国际战略总目标，
所以，国家的国际战略可以决定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进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以后在中国复关谈判中的表演。在

这场政治风波之前，美国的国际战略总目标是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
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转型样板，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同时拉

住中国抗衡苏联。于是，美国在中国复关谈判问题上对中国大开绿灯，一路放

行，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复关在１９８９年内就能解决。但是，政治风波之

后，美国认为中国不可能为苏东国家树立和平演变的样板，于是，改变原来支持

中国复关的立场，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苏东剧变之后，美国更是把国际外交

战略目标定位在促使中国发生类似的苏东剧变上。于是，美国变本加厉地向中

国施压，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复关，中国复关问题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的外交工

具，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世贸组织成立之后。可见，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能够

对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进程产生影响，甚至决定博弈进程。
（二）外交战略影响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策略选择

　　既然国家国际外交战略对国际贸易博弈具有支配地位，那么，在战略目标

确定的情况下，国家就可以改变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策略选择。还

是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的事件为例。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从切身经历

中体会到复关入世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复关入世成为中国国际外交战略的主目

标。在政治风波之前，中国复关入世的总策略就是依托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

影响及其对中国的支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但政治风波以后，美国不但不支持

中国复关入世，反而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影响力成为

中国复关入世的不利条件。特别是在１９９１年元月，台湾当局提出加入关贸总

协定之后，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改变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策略，变等待

为有原则地主动出击，自主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赢得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认

可，但是，始终坚持中国复关入世三原则，只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做出灵活处

理。同时，中国外交对复关入世谈判作出战略策应，中国领导人多次开展复关

入世游说公关外交，做美国利益集团的工作，分化美国反华势力，推动美国高层

战略转变，最终完成了中国复关入世的战略目标。美国在政治风波前后对华复

关入世政策上的变化并非其外交战略目标的变化，而是对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

际贸易博弈策略做出的具体调整，与中国上面的调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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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策略的调整都是为国家国际战略目标服务的。所以，国际外交战略可

以改变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策略，使其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配合。
（三）外交战略左右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结果

　　因为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在国家的对外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多边贸易

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只要国家的国际外交战略需要，国

家就会投入资源改变国际贸易博弈的结果。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当时的中国国家主

席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大阪非正式首脑会议上宣布，从１９９６年起，中国将大

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的总水平，降幅不低于３０％，涉及中国６０００种进口产品中约

４０００多种。另外，中国还将取消１７４种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这是中国复关入

世征途中未经贸易谈判就做出的重大开放举措，在客观上都是为了实现复关入

世的战略目标。所以，国际外交战略的需要可以改变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

博弈的结果。这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所做出的权衡轻重的取舍。
所以，作为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总纲，国家外交战略对国际贸易博

弈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实现共赢性博弈在政治上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节　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外部条件

　　所有的博弈都是在具体的环境下进行的，环境条件的变化必然通过影响各

博弈主体而影响到整个博弈进程。共赢性博弈与外部环境之间更是存在着一

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外部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关系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往往决

定共赢性博弈的实现与否，对博弈结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复关入世实质性谈判启动之际，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强

对峙的冷战国际关系格局瓦解和“一超多强”国际关系格局形成之时，经济全球

化发展迅速，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演变，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已成为主流，
国际贸易的博弈环境已进入后冷战时代。与以往相比，今天的国际环境发生了

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与国际贸易博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意味着国际贸易博

弈环境的积极变化，世界已进入后冷战时代，必将对今天的国际贸易博弈特别

是共赢性博弈的实现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变化形成的环境条件

　　人类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国际格局，即均势格局和金字塔形

霸权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国在战争的基础上分别建立起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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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霸主的国际体系，世界分裂为两个各自独立的部分。每个部分又都是一种小

金字塔形的国际体系格局。随着历史的发展，两个体系都出现松散化的倾向，
两个体系先是逐渐解体，然后出现融合的现象，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宣告两个体

系合二为一，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里，虽然美

国实力仍然高出其他国家许多，可以称为世界的霸主，但是俄、英、法、德、日、加

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科技发展的平台期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出

现了赶超的迹象，世界正处在由单极向多极的转变之中，均势格局初现端倪。

　　首先，由于科技革命进入平台期，后发国家借助后发优势快速追赶发达国

家，出现了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其他发达国家与

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迅速减小，出现了综合国力匀质化现象。国际

事务的主导权开始由美国一家向美、欧盟、日、俄和中等国家手中转移。

　　其次，在全球范围内，全球均势出现多元化倾向。全球均势多元化总体上

表现为：全球范围的多层次均势，包括地理上的欧、亚、美三大板块之间的均势；
军事上的美、俄两强之间的均势；经济上的美元、欧元、日元三极之间的均势；政

治上的美、俄、欧、中四极之间的均势。

　　与全球均势相适应，这种总体均势表现为全球均势与地区均势并存。在东

北亚、东南亚、中东、南亚等地区性政治舞台上，出现地区内主要国家相互牵制、
相互斗争形成的地区均势结构。在欧洲地区有欧、美，英、法、德，欧、美、俄之间

的均势；东亚地区有中、美、日、东盟均势；东北亚地区内部有朝鲜半岛南、北均

势，外部有美、俄、中、日之间的均势；南亚地区有印、巴之间的均势；中东地区有

阿、以，美、俄、欧之间的均势。

　　虽然美国的霸权在衰落，但所有这些均势都受到美国霸权的深刻影响。冷

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在总体上表现为霸权均势战略，即在新现实主义指导下

的新均势战略和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制度霸权战略，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
这种均势战略目标主要是防范欧亚大陆的挑战国，并以结盟政策作为基础，体

现了政治多极化对美国霸权的挑战。霸权战略主要针对“多极化世界”，往往运

用于各领域，如文化霸权、金融霸权等，反映了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４ 美国

学者认为，美国的霸权均势战略表现为均势和霸权的并用：均势表现为维持均

势的孤立主义、塑造均势的接触政策、软均势的合作安全、反均势的优势战略；
霸权表现为实力霸权、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５

　　再次，全球实力分布出现从单极向多极过渡的态势。这种趋势表现为在霸

权均势下发展的多极化。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虽然有所式微，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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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和态势未变。事实上，政治多极化仍在曲折中发展，主要表现为五大力量

中心在调整、发展和形成。日本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又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

的主导力量。德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没有德国强有力的

支持，欧洲的统一和团结是虚弱的，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左右着欧盟在世界上

扮演的角色。中国正在和平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俄罗斯也度过了转型的

徘徊期，走上逐步复兴的道路。政治多极化还表现在两个层次的齐头并进：全

球层面上，五个常任理事国继续在国际安全事务中起主要作用，但也受到“入常

国家”的挑战，八国集团在协调处理世界重大事务方面的作用有所上升。即使

美国企图撇开国际组织行事，强大的牵制力量更加彰显多极化的态势。地区层

面上，两个地区的多极化进一步向前推进。亚太地区已形成以美、日、中、俄、东

盟和印度为主要力量中心的多极结构体系雏形，欧洲地区已经逐渐形成美、欧、
俄三大力量以及英、法、德三大国家逐渐制约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主导权。多

极化孕育着规则和约束霸权均势的各种力量，形成全球层次均势和地区层次均

势两种均势间的相互制约，美国保守政府发动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的

霸权卫冕战的精彩表演。这一切都表明，国际格局正处在转型期，正处在重大

变革的前夜。

　　当然，在后冷战时代，除了国际格局的这些总体变化之外还有许多国家集

团的变化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从南北关系看，它已从全球化走向了区

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泾渭分明，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起点相差不大，在谋求共同利益的原则下，它们进行着全球范围内的合

作，所以当时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关系更多表现为全球性。例如，从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期到７０年代末，近１２０个发展中国家分别聚集在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七

十七国集团的旗帜下。两个集团的利益几乎完全一致。但经过战后的几十年，
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不平衡发展，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内部的差

距已经拉开，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如发展中国家

已较为明显地分为五组：经济规模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石油

输出国家，低收入国家。６ 由于各国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异，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各国在经济优先的思想支配下，积极参与本地区地缘集团化组织的发展，从

而打破了传统的南北关系的利益格局。南、北方各国都更加关注其所在集团的

利益，而不是全球性的共同利益。这样，区域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很大程

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南北矛盾冲突，冲淡了南北之间的带有全球性的经济利益上

的对立和矛盾。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根据自己的利益，寻求强国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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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动摇了其代表发展中国家说话的立场。它们更多地站在其所在区域集团

的立场上发言，以谋求在区域内要求发达国家作出一些让步，获得经济实惠。

　　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这种变化以及原来集团内部的变化，动摇了多

边贸易体制下由国家在旧国际体系里原来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国家依附关系，
使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成为国际社会主流意识，必然导致国家追逐利益的行

为方式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博弈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明显地受到

某一大国的摆布，意味着国际贸易博弈的结果更是各国协调合力的结果，一国

国际战略左右国际贸易博弈结果的难度加大了，成本增加了。这样，现代多边

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更接近理性状态，逐渐摆脱了强势力量对国际贸易

博弈结果的扭曲，弱化了强权意志，致使国际贸易谈判和运行逐步从“实力和炮

舰为基础”转向“规则和外交为基础”。各博弈主体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

应得、能得和易得的利益，有利于国际贸易实现共赢性博弈。

二、全球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制度条件

　　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经济出现的重大变化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市场化改

革席卷全球，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导向改革，
使世界经济真正变成了市场经济。

　　市场源于分工和交换，作为一个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

代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是国家经济

市场化和世界经济体系全球扩张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

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内，并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并扩展开来。４００多年前，市场经济就

在欧洲各国确立，并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欧洲范围内的市场，此后随

着殖民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向全球扩展。以后的民族解放浪潮中，许多国家继承

了原来宗主国移植进的市场经济体系。然而，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市场经济在

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商品经济不

发达，因而市场难以进一步发展；二是有一些国家，如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

直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弊端把市场经济视为违反人类道义的罪恶

制度加以否定。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遭

到围追堵截，难以发展。其实，所谓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运行中的一种较优的资

源配置的手段而已。“市场经济”一词从一开始就是经济运行的调节方式，即资

源配置方式。它无非是货币经济或商品经济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的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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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７ 可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良好的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共同文明成果，具有普适性价值，任何国家都可以运用，并不存在社会政

治制度属性问题，显然，也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

　　由于各国在权衡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的基础上，迫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

压力，最终都选择了强调效率的治国方略，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以，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世界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改革在欧

美发达国家表现为货币主义学派和供应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私有

化”改革，进一步削减国有经济的成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市场化、自由

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从实践中认识到，国家经济市场化是谋取国内经济

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是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的体制基础

和接轨通道。否则，国家就会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被淘汰，民族经济

和世界经济都难以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阵营内也开始出现了以市场

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尝试，一股经济和社会改革浪潮开始出现，各国把培

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这场改革的主要目标，以不同的改革方式在

自己国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改变经济长期落后的被动

局面，迅速走上富强之路，纷纷放弃传统的国家计划经济模式而转向市场型经

济。它们对内放松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对外改变闭关锁国政策，积极参加

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推进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也就是在这个时

候，中国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并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总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稳步渐进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积极推进国内经济与

世界经济的接轨。这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更完

整意义上的市场化。其他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先后

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总之，当今世界，除极个别国家以外，基本上采取了以

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从此越出资本主义世界范围走向全球，成为

世界普遍适用的全球性经济体制，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今天，这种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这

种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变博弈主体的内部结构对国际贸易博弈产生的影响是深

远的。

　　正如沃勒斯坦所预测的那样，世界经济体系处在不断的扩张之中，市场经

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体系，达到了它扩张的极限。首先，从空间上讲，市场

经济已经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风行全球，扩

展到世界各国，成为一种国际性经济体制。其次，从各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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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来讲，市场经济出现一体化的融合现象。在国际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各

国市场经济系统彼此向对方延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世界范围内

的各国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的外在连接形成，逐渐出现了彼此融合的趋

势，这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深化的一个方面。这一进程的交织与融合，是经济国

际化进入到全球化阶段的具体表现和结果。国家经济市场化与市场经济全球

化两种趋势并行发展，相互促进，逐渐汇合，形成由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不同

层面组成的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系。

　　总起来看，鉴于各国改革的起点、历史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经济

发展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国所采用和选择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各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来划分，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体制大致可以划分为

三个层次：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以部分发展中国家为

代表的不发达市场经济和转型市场经济。独联体国家、中东欧国家、中国和一

些发展中国家属于转型中的市场经济。当然，这种划分也不太准确。其实，即

使处在同一类别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尽相

同。比如美国、英国都属于高度开放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模式；德国实行的则

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奉行市场运作为主，国家适度干预的经济政策；日本和

新加坡、韩国等则是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奉行市场和国家干预并重的经济

政策。处在转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国情不同也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类似的

情况。比如，中国选择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表明

当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但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市

场经济核心价值理念的多样性。事实上，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理念诸如法治、规

则、信誉、效率、公平、民主、透明、自由、契约等则是共同的。尽管目前世界上极

少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尚不明朗，但整个世界要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则是

大势所趋。不同国家所推行的千差万别的市场化改革对国际贸易博弈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首先，市场化改革使得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通过结构性调整提高了自身参与

博弈的能力和效率，为国际贸易博弈社会总得益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

体制运作的主体是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织自己，具有自己的私利。各企

业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参与市场竞争，具有内生的生产动力，所以生产效

率明显高于依靠国家计划驱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同时，鉴于率先采用

先进技术的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所以，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天生就有利

于技术创新和应用，这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由这种企业整合成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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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主体生产效率也会高于原来的博弈主体，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

的增加。

　　其次，鉴于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市场化基础上的实现模式多样化，也增加

了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的博弈的复杂性，这是由各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复杂多

样性决定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复杂多样性的增加给国际贸易博弈的影响是

两方面的。一方面，多样性的博弈主体加入，增加了博弈主体谈判合作的难度。
因为新的博弈主体适应新体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新博弈主体固有的防范心

理、新博弈主体内部利益集团整合的难度等都会增加国际贸易博弈的难度；新

博弈主体原有的政治经济集团联系，容易造成多边贸易体制内部的集团分化，
危及多边贸易体制。其实，这也是美国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抬高门槛、设置

障碍所考虑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新博弈主体与其他博弈主体的固有联系也

给国际贸易博弈平添了许多变数。由于原来的亲近感，这可以有利于国际贸易

博弈主体之间的合作；同时，由于原来的敌对情绪，也可以无形中增加合作的难

度。

　　再次，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增多和差距的拉大，也增加了博弈的复杂性。
落后博弈主体的增多，增加了享受例外条款的主体数目，增加了发达成员的负

担，这样，就会影响到发达博弈主体承担责任的决心，影响到多边贸易体制例外

条款的有效性。博弈主体发达程度差距的拉大还会影响到落后博弈主体参与

博弈的积极性和信心，危及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影响到世界市场规模的扩

大。

　　总之，市场化改革通过对博弈主体结构的改变进而对国际贸易博弈造成的

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来讲，它为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

础，其积极影响是决定性的。博弈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博弈时要学会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博弈策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谋取自

己的利益。

三、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动因条件

　　２０世纪四项基础理论成果奠定了后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基础，其价值是

无法估量的。第一项是爱因斯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提出的“相对论”，奠定

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开拓了现代物理学发展的理论空间。第二项是德国人海

森伯、奥地利人薛定谔等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创建的量子力学，解决了原子

结构以及原子中电子运动的问题。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结合孕育了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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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弹、核电站的理论基础。而且，量子力学还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激光技

术等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项是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形成的分子生物学，它是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生物科学，通过对生物体中的蛋白质、
酶、核酸等大分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研究，探讨生命现象的本质。第四项是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发展起来的包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在内的系统科学，为解

决错综复杂的系统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

　　以这些基础理论为基础，第四次科技革命爆发，呈现出“高速度、宽领域、综

合性和国际化”８ 的特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科技革命的重心变为以微电子

和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内容涉及电子技术、光纤通信、生物技术、新

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空间技术等。这些技术及其相应的新

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构成了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如果当时人们还只

是预测它的影响的话，那么今天它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而且对国际贸易博弈

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１由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放大了各国国民经济结构的

错位，增加了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的互补性竞争关系。因为各国与科技革命

发生国的关系有远近，所以，各国分享科技革命成果有多有少、有先有后。这种

局面造成各国吸纳科技革命成果改造本国经济结构有先后，受益有多有少。先

得科技成果的国家捷足先登，越来越集中于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环境的机械、化工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促使本国农业、
工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国

际产业转移的源头。而产业转移的下一等级在接受到新技术以后，也进行类似

前者的产业结构改造。如此类推，各国纷纷卷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这

种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就是增加了产业结构的层次，比如，服务业在最近几年

才变成引人注目的产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增加，也就增加了各

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的互补性；科技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引发了各国

之间的市场竞争。所以，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互补性竞

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２新技术革命给后冷战时代的遗产，就是重新调整了世界分工格局。

　　（１）传统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农村的分工格局逐渐削弱。发展中国家制造业

有了发展，在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中比重下降，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开始向发达

国家出口制成品，而发达国家反倒成为世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２）出现了新兴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工，深化了产业内分工。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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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之间的分工已经深入到产业内部，出现了零部件之间的国际分工。

　　（３）劳动力素质的差别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如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

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高

精尖工业和一般工业的特殊分工，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农村的

格局。这种分工领域的变化通过改变国际贸易主体所关注的谈判内容，改变国

际贸易博弈主体定位，也就改变市场准入协议等博弈规则的内容，导致各国际

贸易主体之间的竞争更加全方位，更加激烈。

　　３由于新产业的出现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国际贸易的深刻变化。

　　（１）改变了国际贸易产品的内容，高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越来

越重要，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价格疲软，有的甚至降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低水平。

　　（２）以高技术转让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种

重要形式，从而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结构。

　　（３）新技术革命使市场竞争手段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交易方法，如电

子商务。

　　（４）出现了新形式的贸易壁垒。随着科技的发展，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形式

的贸易壁垒，如电子通关壁垒、绿色壁垒、标准化壁垒等。这些贸易壁垒是建立

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对落后国家的威胁很大。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

际贸易博弈的方式和方法，甚至竞争策略选择。

　　４深刻地改变着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新技术革命对国家实力

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在新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一些抓住机会的博弈主体在较

短的时间内，通过利用科技革命成果改造国民经济，提高经济效率，迅速增强自

己的实力，使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很快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而那些没能及时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的博弈主体则正好相反，国际地位相对迅

速下降。博弈主体实力的这种升降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惊人变化。这种变化

的结果就是国际贸易博弈的现状深刻改变着国际贸易主体的地位。

　　新技术革命的物化就是今天的通讯网络———空间信息高速公路。所谓空

间信息高速公路，就是空间技术与计算机融合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信息基础结

构。其中，卫星、光纤以及其他通讯手段算是“公路”，而以集电脑、电话、电视、
传真等为一体的多媒体就算“汽车”，这两者组合成的通信网络就是信息高速公

路。信息高速公路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它不仅是地面光缆数字

通信网络系统，而且还包括通信卫星、卫星定位系统和环境、灾害监测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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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此外，还有不断更新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库和自然资源数据系列，以及宏

观调控、规划决策和工程设计服务及知识库、逻辑推理机等人工专家系统等，能

有效地以信息交流代替人流、物流与能量流。

　　信息高速公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通讯手段，大大密切了国际间的联系、交

往和了解。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分辨的电子侦察系统形成

了现代化的侦察情报网，对各国军队、武器系统的部署、调动、试验情报的掌握

已达到极其精确的程度。计算机网络和全球卫星通讯网络使人们可以随时了

解发生于全球的各种事态。依靠信息高速公路，使全球性国际金融市场成为现

实，对国际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总而言之，通过科技革命成果的物化，今天的地

球变得“透明”起来，信息不对称现象变少了，根本改变了国际贸易博弈中的信

息环境。

　　５由于原创理论的停止，使得科技革命暂时处于平台期，这就使得各国贸

易产品的差异性逐渐缩小，降低了各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的博弈互补性，增加了

博弈的难度。因为产品源于技术，而技术源于原创理论，理论创新的暂时停止

或缓慢必然影响到新产品的开发、新产业的出现。而信息技术的发达必然加快

新技术扩散的速度，使得国际贸易主体产品迅速趋同，这样也就减少各国际贸

易主体的互补性，从而增加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加博弈的难度。

　　总之，“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加深

了国际分工，促进了生产国际化，使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生产有步骤、有秩序

地联结起来，而且促进了交换和消费的国际化，扩大了世界市场的广度和各国

贸易往来的深度”。９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的要求和结果”１０，科技革命

的现状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贸易博弈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各国际贸易主体应当

根据这个现实适时调整自己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战略。

四、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与主权让渡形成的心理条件

　　“国家利益”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罗马帝国兴盛时期，当时可以在政治家

的演说中经常找到它的影子。那时的统治者就经常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号召本

国公民投入对邻国的战争。但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即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国家里，君主制政体占主导地位。
“朕即国家”的思想往往使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利益等同于其统治者或君

主、王朝的利益。国家利益总是通过君主个人或是贵族利益集团表现出来的。
此时各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进行交往、联系或冲突、战争时，保护和维护君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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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的利益就是保护和维护国家利益。

　　当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亦即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关系出现后，人们才愈

益关注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民族国家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

结合起来。此时，国家主权成为国家利益的最核心的问题。所谓主权，是指统

治者或国家的最高权力，它具有最高性、普遍性、终极性和自主性等特征。它具

有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其对外独立性是其对内最高性的派

生物。在欧洲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主权概念就已存在，但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理

论说明。让·博丹是最早较为系统地论述国家主权理论的，他把主权定义为一

个国家中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博丹的国家主

权理论主要是指国家内在主权的内容，如立法、宣战、媾和、任命官吏、最高裁

判、造币和课税等权力。他同时也认为，一个君主或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武装

力量，才能抵御外来威胁，这是保障国家绝对主权的必要条件。国际法之父、荷

兰学者胡果·格劳秀斯第一个系统论述了国家对外主权。他认为，所谓主权，
就是说它的权利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所以它的行为不是其他任何人类意

志可以任意视为无效的。国家是在法律上有效力的、独立的自由民的集合体，
以享有法律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为目的的联合。

　　随着国家间的接触和相互作用的日益频繁，国家利益的内容也日益丰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国家主权作为国家利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１８世纪

以后，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理由或国家存在的理由也成为国家利益的

必要条件。德国历史学家德利希·迈内克指出，国家存在的理由是国家行为的

第一运动法则，它告诉统治者如何保持国家力量的强大。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

府状态，国际间彼此互不信任，各国都在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使得国家存在

理由变得更为充分和必要了。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国家必须为其自身创造自

己想像的权利和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其他权威能够代表它来创造这种权利

和存在的必要性。此外，与国家理由相联系并且流行于欧洲国家的另外一个名

词“国家荣誉”也进入国家利益的概念。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德认为，虽然人们

对“国家荣誉”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为维护经济或政府利益提供了一种便利的

策略基础。

　　国家利益实际上是进入２０世纪之后才被世界各国所广泛使用的一个概

念，有着不同的涵义。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概

念包括两重因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即在逻辑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另外

一个是由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因此，前者有相对永恒存在的必然性，后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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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中“生存是根植于国家利益概念内的仅存的内涵”，还

“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１１“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

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的东西。”１２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概念的定义，都可以根据

实践的需要，从不同方面揭示其本质。列宁指出：“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
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一切方面的联系。”１３因此，国家

利益是指满足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为了明确不同矛盾的

性质和内容，国家利益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在简明不列颠百科

全书中，把主权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主权“是一种国家决策过程中

的最终负责者或权威”；对外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意味

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１４根据利益的内容分类，国家利益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

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等；根据利益的重要程度分类，国家利益可分为最高

利益、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等；根据利益的时效性分类，国家利益可分为长期利

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等；根据利益主体的范围分类，国家利益可分为普遍利

益和特殊利益等。１５

　　传统上分析国家利益采取的是“行为体”取向的方法，即从“行为体”的微观

总和中推出宏观上的政治结果，假定国家需求权力、安全和财富，国家利益分析

把国内利益偏好进行加总，把国家视为一个有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包括权

力）最大化。它认为主权原则是绝对的，它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共享性、不可

转让性。假设国家知道自己的需求，偏好为国家本身所固有，是由国家内的物

质情况所决定的，它强调国家追求效用最大化，协调行为和帕累托最优，这样国

家偏好就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国内，通过对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偏

好进行汇总来确定国家利益。大致说来，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领

土完整、主权不受侵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周边与国际环境、对战略资源的

稳妥获得、加入国际社会的权力、国际航道的畅通等。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

域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越来越认识到实际上国家主权可以

分为核心主权和非核心主权。核心主权，如领土权、国防主权、外交主权等，涉

及到国家安全和领土完全的主权不能让渡；而非核心主权，如关税税率的确定、
涉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外国飞机过境等，可以部分让渡。“国家享有主权”这一

论断，是建立在“各国均接受国际法约束”规则的基础之上，没有国际法的权威，
国际秩序就会混乱，各国就无法享有主权。１６而“国家让渡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是

牺牲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但让渡主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增进长远的、整体的

利益”。１７所以，应该区分主权让渡与主权割让的不同。主权让渡国是在遵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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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自愿的方式将自己的一部分主权与其他国家共享，不会导

致这部分主权的丧失，在适当的时候，本国还能重新收回这部分主权，如退出某

个组织或协定。而主权割让意味着国家在被迫的情况下导致主权的丧失，它往

往是由于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所致，这就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活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全球化条

件下许多问题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加强合作，必须要求各

国的让步和妥协。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要求协调全球经济运行，而国

际协调的超国家性质往往构成对有关方面主权的约束，甚至让渡部分经济主

权，一部分经济主权的让渡会从别国部分主权的约束或让渡中得到补偿，这可

以说是一种主权共享。经济全球化的这种“无国界”趋势并没有模糊国家主权

利益，相反更加剧了国家主权利益的争夺，实际上表现为各个国家在国际市场

上所占份额和在国际分工协作中所处地位的竞争。

　　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是否让渡主权以及让渡主权的程度，在根本

上取决于国家利益。只有在坚持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才有让渡

主权的可能”。１８对国家利益内涵的思考应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国家需加入国

际社会，就会“嵌入”国际社会关系网中，而这又加深了国家与世界的相互认识，
提高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国家利益不是国内集团需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

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结果，规范和价值构成了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国际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际体系能约束甚至改变国家行为，能改变国家

的主权利益所在。它不是通过改变具有既定偏好的国家的行为，而是通过影响

改变偏好进而影响国家行为。国际组织通过创立游戏规则，交流信息，提高透

明度，促成国家互动。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就不得不接受共同约束。因此在定义

国家利益时，应采取动态、开放的眼光，如对某些国家利益的让渡，当然核心利

益是决不能放弃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被国际社会社会化，也即国家通过国

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利益变

化的过程，国际社会规范可以产生相等的结构，促使国家遵守相同的约束，寻求

共同利益。但其内容不会完全一致，任何国家的特定形式都是国际和地区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国家利益内涵的演变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国家利益已经被分为核心

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前者是国家独享的利益，不容其他国家染指；后者就是可

以让渡而得到补偿的利益，是可以分享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的定位实际上承

认了国家之间利益的交织和关联，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家利益的楚河汉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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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也体现国家利益融合的现实。事实上，这些都对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实现共赢

性博弈在国内国际创造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和社会舆论氛围。

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形成的客观条件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是

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而不是由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连接而

成，区域或国家只是分支单位而已”。１９世界经济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

面，这就是一部分学者眼中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其实全球化的内涵到底是什

么，大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贸易的一体化。有人认为，是

“跨国公司进行世界范围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２０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

等同于世界生产的一体化。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

相互依赖性增强”。２１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贸易投资自由化。有

人认为，国家间经济不能等同于全球化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在民族国家经济层

面决定的过程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国际现象是从民族国家经济的独特和不同的

表现中产生的。国家间经济是以国家为落脚点的种种职能的总和，２２从而把经

济全球化归结为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程度的提高、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趋同以及国

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强化。笔者比较认同中国复关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部

长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跨国公

司为行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客观发展趋势。２３总之，
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纽带，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

在经济上不断地相互交织、融合，逐渐组成相对统一的整体，实现生产要素在全

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的过程”。２４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

面：

　　１世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各博弈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

一种趋势以及产品生产的多主体联合

　　冷战结束后，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信息

网络正把世界连成一体，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

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依托；自由贸易体制的形成和强

化为商品、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所有这些都为市场主体在全

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提供了现实条件。因此，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就成为世

界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跨国公司就是顺应生产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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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产生和壮大的，它出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需求，积极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展业

务，使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合理配置。跨国公司意味着很难确认国

际贸易主体的国籍，出现了博弈主体的模糊。许多高科技产品不可能由某一个

国家的企业全部完成，出现了各国企业联合生产的世界产品。如巨型飞机、新

型汽车、航天器、大规模集成电路等，这些产品单靠一个国家无法完成，需要许

多国家资源、资金和技术的配置。这样使得国际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无法区分它

的国籍，出现了商品生产主体多元化现象。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投融资的国际

化。现代世界国际资本输出剧增，一个项目的资金可以来自多个国家，多个国

家的公司也可以联合投资某个项目，出现了项目资金来源多元化和投资主体多

元化现象。

　　２经济全球化表明世界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决策依赖度日益提高

　　由于上面提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出现，导致各国际贸易博弈主

体决策对象的关联性增加，使得各国际博弈主体决策会影响其他博弈主体的内

部事务，而博弈主体自己的内部事务也无法摆脱其他博弈主体决策的影响。这

样，针对关联性强的决策，各博弈主体出现了联合决策的现象，有的就干脆成立

国际组织，把相关问题的决策权让渡给国际组织代为管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实

际上干扰了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决策的独立性，使得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复杂

性增加，难度增加，甚至改变了博弈的性质和结构。

　　３经济全球化说明政策规则一体化，即国际贸易主体内部趋于一致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与市场化改革浪潮紧密相连的，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

产物。由于市场机制是内生驱动力推动的经济生产模式，市场主体追求自我利

益的渴求是其运作的基础，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与其他经济体制相比具有效率

方面的优势。各国际贸易主体为生存和发展计都谋求综合国力的优势，从而导

致各国际贸易主体争相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组织自己内部的生产，所以，市场经

济体制成为各国际贸易主体普遍采用的体制。既然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的，那

么，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的手段也就趋于一致，国际贸易主体内部的规则最终

也趋于一致，进一步导致国际范围内的规则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根本一致，出

现国际范围内的管理规则一体化的现象。

　　４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强化

　　与全球规则的一体化相适应，管理手段的趋同必然要求执行管理的结构优

化价值取向相一致，而优化价值的一致决定了最优治理结构的趋同，最终导致

国际贸易主体治理结构的趋同。市场经济以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价值取向，



第七章　共赢性博弈实现的内外条件

１７５　　

　促使各国际贸易主体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合作管理，把自己主权范

围内的权利让渡给特定的国际组织去行使。所以，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国际组织

权利增大和各种国际组织迅速增生现象，也就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强化的

现象。多边贸易体制由关贸总协定这种制度安排或协议转变为世贸组织就是

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

六、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新发展形成的积极条件

　　总体来看，后冷战时代国际贸易现实存在的生产、商品、投资等领域的融

合，各国际贸易主体之间决策依赖度日益提高，国际贸易主体内部规则趋于一

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强化等，都给以成员政府为主体的国际多边贸易实

现共赢性博弈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对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改变着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不断增强，势必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超越国家主权，同国家主权发生矛盾。有的学者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对国家主权的超越概括为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有形的主权转移和无形的主权

销蚀。２５所谓有形的主权转移，是指主权国家为了促进多边经济贸易组织或区域

性经济组织的形成和有效运行，把国家主权（迄今为止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权力）
部分地转移给某些国际性多边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中较为典型的

例子是，欧盟成员为形成在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基础上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做出

了一系列涉及国家经济主权的重大决定，以实现经济主权的共享。所谓“无形

的主权销蚀”，是指经济全球化对行使国家主权的潜在干扰和影响。它与有形

的主权转移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各主权国家的自觉行为，而后者并非如此。例

如，由于跨境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几乎使得世界众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再拥

有绝对的自主性。再如，由于当今跨国公司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展，对其所投资

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也相应地构成一定的制约与影响，从而对国家主权

形成一定的“销蚀”。这种对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都对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双

重博弈结构、决策模式以及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主体适应变化的

国际环境。
（二）国家权力的分散与弱化

　　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

依存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关联和制约关系。不

管主观意愿如何，各国已不能像经典著作所诠释的那样享有对内最高、对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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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绝对权威。也就是说，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

的牵制。这就必将导致权力的分散。这种掣肘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对世界

和地区事务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和介入。如联合国派驻在一些国家的机构所掌

握的权力早已凌驾于当地政府和各派别力量之上。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科

技和经济实力，影响乃至左右东道国政府的决策。其他一些国际间的非政府组

织（如宗教团体、政党联盟、工会组织等）在适宜的条件下，也会对某些主权国家

施加影响。这种国家主权的弱化现象实际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双层

决策机制，增加了许多国际影响因素，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贸易博弈。
（三）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更多地采取合作与协调的方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趋势加强，这使得妥协、合

作、共存成为国际关系的大趋势。因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则不再表现为

传统的“零和”，而是由“双赢”取而代之。一国的安全不再以他国的不安全为前

提，一国的富强也不需要建立在他国羸弱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

环境中，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际经

济中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

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所以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与妥协正在慢慢替代冲突与争

斗而成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这种决策主体的融合现象使得国际

贸易主体合作的倾向增加，有利于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有利于国

际贸易博弈社会总得益的增加。
（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的冲突和矛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对市场的力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此时市场的作

用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即只是通过商品输出、国际贸易对他国的经济

产生影响，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几乎是“万能”的力量，它指挥着数以千亿计的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对全球的资源和劳力进行着最佳的配置，调动各国的

企业、人员、设备为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日夜忙碌，权威极大增加。世界市场

确实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给整个世界带来丰裕的商品以

及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各国政府将真的逐渐减少甚至放弃国

家干预，只不过这些干预的领域和方式随着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发生

了重大变化。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地

向前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世界银行发表的以《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为题的１９９７年世界发展报告，突

出地强调了当前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报告认为，政府的功



第七章　共赢性博弈实现的内外条件

１７７　　

　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的，不同国家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改变，重新重视政府的功能和作

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一方面，政府仍需保留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独特作

用，它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而市场失灵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有

力的经济论据，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式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而不是政府

取代市场。另一方面，公平也仍然是政府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经济增长与社会

公平间存在矛盾，这是客观事实，但通过政府积极有效的税收调节，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使这一矛盾得以缓解。通过总结几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认为现

代政府主要具有三大功能和作用：一是提供一种稳定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
从而为有效的经济活动设定正确的激励机制；二是提供能促进长期投资的机构

性基础设施———财产权、和平、法律与秩序及规则；三是确保提供基础教育、医

疗保健以及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保护自然环境。

　　世界不同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调整或改革。１９９８年英国新任

首相布莱尔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出，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以改革、
现代化与合作的精神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大力加强国

家对经济的调控引导，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新混合经济。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在

争取连任的竞选报告中告诫美国人，不要完全迷信市场，因为“市场并不能给我

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

可靠的晚年”，２６政府必须对社会和经济承担起干预的责任。中国有的学者认

为，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保护“弱

点”，扶持“强点”，填补“白点”。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不

保护它的相对薄弱的经济部门的；也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做出极大努力，以扶持、
促进和发展对国家前途关系重大的经济部门，包括已经具有相对强大竞争优势

的高新科技部门；更没有一个国家不去做除了政府而其他人都不愿做的事情，
如不断完善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教育设施，以培育决定未来国家命

运的高级知识人才和提高作为民族繁荣昌盛根本保证的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

素质，所有这些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必须

由政府来填补。可以说，将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干预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为

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
“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

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其他所有组织和

压力集团———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



共赢性博弈论

１７８　　

　 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很显然，联合国体系、世贸组织以

及各国政府的活动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因素，但它们绝不是惟一的因素。”２７这种

国家政府、超国家政府、市场之间权利的分工表明，新形势下由于全球经济治理

结构不断强化导致第三个管理者的出现引发三者各自角色的重新定位和权利

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分配，必然引发国际贸易博弈的相应调整。这实际上折射

出世界政府出现之前国际社会结构的调整。
（五）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国际政治格局是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结构状态。这

种结构状态反映出国家和国家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维持着世界政治体系的稳

定。国际政治格局一般包括一极格局、两极格局、多极格局。经济全球化时代

会导致以下几种变化：

　　１决定格局变动的因素发生变化

　　一般认为决定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因素在于实力地位的变化和经济发展

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除上述两种原因外，国际道义在国际生活

中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这里的国际道义是指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普遍

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如国际正义、和平、反对侵略、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恐怖、
维护世界环境安全和国际社会稳定等。在今天，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

作用或能否成为重要一极不能只看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还要看是否能在国际

事务中维护国际道义。

　　２国际政治格局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

　　两极格局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一个超级大国试图取得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

军事和政治优势，控制世界政治的主导权。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格

局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解决全球问题，如环境、安全、污染、控制核武器扩散等。
因为没有一个任何超级大国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世界政治格局是

建立在多极合作基础上的。如果说两极格局中对抗多于合作，那么在全球化时

代则是合作多于对抗。

　　３全球化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必然导致多极化

　　虽然目前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有所不同，有五极论、三极论、无极论等，
对何为一“极”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说都认为国际政治格局的总特征

和趋势是多极化。由于全球范围内生产、贸易、金融网络的形成，所有国家都卷

入其中，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使国际舞台上主角（也就是

极）增多，又由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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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提高，南北矛盾有所缓和、南北差距逐步缩小，一些发展中国

家会脱颖而出成为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还由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一

体化，各种地区性、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增加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强大影响力的作用下，市场经济

体制已为各国接受，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开始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

化，形成了世界性的浪潮。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实行了向以私有

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转化，中国实行了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转化，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

革。它们的目标是，顺应经济规律的要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并使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协调发展；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

立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体系。即使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在不断改

革和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变化着的新形势。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市

场经济体制模式，但市场经济体制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市场经济在各国的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随着上述趋势的发展，世界经济协调日趋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

一体化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各国仍然是经济行为主体，各国或集团都从各自利

益出发，越来越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摩擦和矛盾日益增多。为

了避免因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恶性发展损害各自利益，制度化的协调机制逐步地

建立和完善起来。诸如，ＷＴＯ取代ＧＡＴＴ以后，不仅扩大了合作领域，而且加

强了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一种制度化协调程度较高

的国际组织，要求合作成员对某些经济主权进行自愿的、对等的约束和相互让

渡。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协调机制的制度化体现了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新的合作精神，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

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仍处支配地位，这种约束力有时可能具有偏

袒发达国家的倾向，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讨论和制定协调机

制制度化的过程，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平等权利。而协调机制并不能消除矛盾，
只能适当地减轻矛盾。不过在当前，由于矛盾双方都不愿因矛盾而使自己的经

济利益受到损失，仲裁和协调比以往较容易取得成效。例如，在目前国际金融

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为降低金融的管理成本，把放松金融管制作为本国金融

体制改革和开放金融市场的主要目标。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在

这种趋势下，各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结构将进一步趋同，各国的金融制度结构、
监管体制和会计制度中的特色成分将不断减少。同时，国际性金融机构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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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和监管准则及同行业间跨国签订的行业管理规范，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体

系运转的基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进行跨国经营，经营方式越来越多。从未

来的角度看，本国的金融市场将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并与国际市场

联成一体。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加上高科技的应用，必然导致全球一

体化金融市场的形成。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随着金融国际化和全球

化的进展，对于日益增多的跨国金融活动和一体化的市场，单靠个别国家的政

策干预，难以实现国际间的调整和监管，因此将更多地通过国际间协调和合作

方式来进行。各国将更多地依靠政府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依靠国际性和地区

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依靠国际性的行业组织的规则。这种形势对于金融体制改

革起步较晚的国家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事实证明，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一国经济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特定的博弈均衡条件下，博弈主体最优策略下的得益也可能会随着

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而呈现递减趋势，得益有时甚至还可能变为负值，导致博

弈主体利益受损。这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降低了博弈效率，导致各博弈主体

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博弈主体就可能会退出低效博弈而加入另外一个高

效博弈以获取利益。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虽然多边贸易体制完成了新旧

交替，世贸组织正式成立，但也出现了区域贸易集团迅速增生的现象。这是因

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使得多边贸易体制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各

博弈主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得益减少。因此，各国就把寻求贸易合作的目光投

向周边国家。由于相邻国家之间存在诸如运输距离小、经济关系紧密、语言容

易相通、文化习俗比较接近、人际容易沟通等优势，降低了各国贸易成本，提高

了博弈效率。所以，以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名义出现的区域贸易集团迅速增

加。虽然集团内的国家没有退出多边贸易体制，但事实上它们参与多边贸易的

量减少了许多。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多边贸易体制内贸易主体的区

域聚集现象，但实质就是多边贸易环境的变化导致其博弈主体部分地转移了博

弈阵地。所以，外部环境变化必然影响共赢性博弈的形成，是共赢性博弈实现

的一个重要条件与变量。

　　外部环境对共赢性博弈所起作用是通过利益驱动下的博弈主体转移实现

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低效博弈淘汰机制。效率低的博弈随着

博弈主体的减少，有的就消失，有的通过调整内部机制提高效率，总体上提高了

博弈效率的水平。这种机制对各博弈主体都是有利的。因此，在博弈制度设计

或改进原来博弈时，一定要设计一套相当于退出机制的利益调和机制，允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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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弈主体暂时改变决策，以缓和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对自身利益的冲击，也可为低

效博弈向高效博弈的演进留下空间。随着博弈进程的不断深入，通过不断丰

富、制定和发展原有制度安排，各种各样的博弈模式就会出现，博弈主体退出机

制的存在就为高效博弈存在和脱颖而出提供了舞台，满足博弈主体追求高效率

的需求，使共赢性博弈的效率不断提高，使各博弈主体得益。总之，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博弈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多边贸

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式作出适应性调整，博弈主体

由刚性主体向弹性主体过渡，有助于博弈规则的调整与完善，并为实现共赢性

博弈创造了诸多积极条件。

　　注释：

　　１ＲｏｂｅｒｔＳ Ｗａｌｔｅｒｓ．Ｔａｌｋ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３３．
　　２Ｄａｖｉｄ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ＧＡＴＴ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

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２：２７．
　　３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Ｍ］．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５４－５５．
　　４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 ［Ｊ］．美国研究，２００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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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李琮．当前南北差距的变化问题［Ｊ］．世界经济，１９９５，６：１．
　　７吴敬琏．通向市场经济之路［Ｍ］．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９．
　　８张小飞．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迁的间距及伦理困境［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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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赵景峰．科技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形成中的作用 ［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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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王述祖．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３：２８．
　　１１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６６－９９．
　　１２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０．
　　１３《列宁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６５１．
　　１４《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卷［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５３３．
　　１５饶银华．论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Ｊ］．贵阳建筑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１２：１９．
　　１６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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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共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弈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

　　共赢性博弈论可以说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贸易谈判特性的最新概括，深

化了对多边贸易体制本质的认识，为探索发展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理论

基础，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同时，共赢性博弈论揭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本质，
对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如何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具有较高的指

导作用，因而共赢性博弈论具有较深远的现实意义。当然，在目前 ＷＴＯ多哈

回合谈判面临僵局、处在攻坚阶段的时候，各类区域经济合作如双边、次多边自

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发展迅速，层出不穷，似乎危及 ＷＴＯ生存。甚至有些媒

体大肆渲染，声称“多哈回合谈判破裂”，“ＷＴＯ即将死亡”，“区域经济合作将取

代 ＷＴＯ”等。那么“共赢性博弈论”有关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的性质及其对未

来发展的若干积极、乐观的分析，是不是与当前的形势相符合，其现实意义将打

折扣。事实上，关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

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系，笔者通过提出“互补性竞争”之论观予以作了

详实的论述和解答。至于“多哈回合破裂”、“ＷＴＯ将死亡”等说法，不是媒体危

言耸听、吸引眼球，就是大家对 ＷＴＯ的性质及其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在规律缺

少了解所致。这也正是本书提出“共赢性博弈论”来系统分析 ＷＴＯ体系及其

多边贸易谈判博弈规律的另一层现实意义之所在。

第一节　共赢性博弈论对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意义

　　作为对多边贸易体制性质及贸易谈判特点的系统思考和理论升华，共赢性

博弈论从一般博弈论视角为全面、系统和多视角研究多边贸易体制的性质特

点、价值观念、运行机理及发展方向等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其理论意义主要表

现在对多边贸易体制本质认识的突破、对如何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理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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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从国际治理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博弈规则探讨的出发点等几个方面。

一、动摇了非合作博弈的主流地位

　　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突破了对多边贸易体制非合作博弈认定的界限。正

如在导论中所指出的，对于国际贸易博弈的认定，人们都停留在从体制内部对

其界定、评述和诠释的水平上，不自觉地重复着先辈们的“经典”论述。在这种

视野下，国家依据自己的狭隘视野把财富的增进手段定位为最大可能地打开别

国的市场而最大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市场，从而尽最大可能地占有世界市场份

额。国际贸易的实质就是国家之间分割市场，就是你死我活地争夺市场。把国

际贸易定位为零和博弈，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导致市场的强力分割、强权政

治和炮舰政策盛行。依据这种逻辑，国家精英理所当然地把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分布谋取世界市场的最大份额作为自己驰骋的疆场，即利用保密制度造成的市

场信息的不对称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市场价格”，把精力主要放在市场份额的争

夺上，把军事文化奉为圭臬，从而也把国家财富的增长降格为市场的争夺，忽视

了隐藏在“树叶”之后的“泰山”。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博弈不仅

仅是市场分割和占领的过程，也是国际总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过程，而且在有约

束力的协议的规范下，国际贸易还可以实现共赢性博弈。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把市场分割这一斑绝对化，才出现了各国在国际贸易博弈中舍“财富生产”之

本、逐“市场争夺”之末的现象。

　　共赢性博弈论站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变化、调整与完善以及多边贸易

体制有效运行这个高度上，不仅把握到国际贸易博弈所处的国际社会总财富生

产的本质，而且也对市场分割的作用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定位，为国际贸易博弈

找到了合作的基础。这是共赢性博弈论与国际贸易主流理论区别的根本之点，
也是共赢性博弈论突破国际贸易博弈非合作博弈认识的逻辑起点，从而也就找

到了从为争夺而争夺的军事逻辑中突围的路径。如果没有因生产而导致的财

富的增加，将蛋糕做大，再争夺也只是财富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转移，也无法

提高人类整体的福利水平，实现生存战略的升级。

　　从学理的角度看，共赢性博弈论认识到了国际贸易博弈的“财富生产”本

性，着力强调财富生产的重要性。在共赢性博弈论的视野下，国际贸易博弈不

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国际贸易主体之间依托自己

的资源联合生产国际社会总财富的过程。在这个国际大生产的循环过程中，每

个国际贸易主体投入自己的生产要素，比如市场、资金、先进生产技术等，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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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国际社会总财富生产出来，然后，依据自己投入资源的多少和质量分享国际

财富。当然，由于国际社会没有掌管国际财富分配的“世界政府”，国际贸易博

弈主体又都是独立的经济体，所以，分配过程与生产过程是通过市场准入谈判

同时进行的，即在国际社会总财富生产出来之前，国际社会总财富依据市场准

入协议就已经分割完毕。由于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追逐的目标是国家财富的增

加，而国家财富的增加量又受到生产出来的国际社会总财富多少的限制，所以，
如何把国际社会总财富这个蛋糕做大就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由于国际

社会总财富生产的多少与受各国际贸易主体投入资源的量、国际贸易生产的技

术制约，所以，共赢性博弈论把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理解为促进各国际贸

易主体最大限度地投入各自拥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技术的国际机

制。通过这些机制，各国际贸易主体积极主动地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国际贸易总

财富而尽最大可能地投入资源、最大可能地提高生产技术，也就自动导致国际

社会总财富数量最大化，为国际贸易主体之间的合作性博弈奠定经济基础。既

然国际贸易主体按照这种逻辑能够达到自身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甚至能够获得

比强力分割市场还要多的财富，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就没有必要通过市场争夺

追求次佳的结果。从而为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改变博弈逻辑、选择合作模式铺

平了道路。同时，共赢性博弈论通过对降低财富稀缺性途径的分析也找到了缓

解国际贸易主体之间因财富而引起的竞争张力的方法，真正达到一种通过共赢

性博弈的国际贸易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

一体化的阶段，为人类和平理想的实现奠定经济基础，正所谓“贸易产生和平”。

　　另外，共赢性博弈论还通过对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研

究揭示了国际贸易博弈的多赢格局。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其规则体系保证了各

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得益不一定均等，但最低得益不小于零，从而确保多边贸易

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的共赢性质。

　　总之，共赢性博弈论利用整体系统分析的方法找到了国际贸易博弈非合作

性博弈误区的根源，论证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特殊性———合作性

博弈：合作生产国际社会总得益，共享增加了的国际社会总得益，突破了对多边

贸易体制非合作博弈认定的界限，为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改变思维习惯、确立

积极向上和乐观稳重的外交哲学观、走合作博弈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为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

　　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对如何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与法理研究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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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国际贸易博弈的动力在于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理性地寻求自己利益最大

化的本性；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在其本性的驱动下为达到

自己的博弈目的必然不择手段，这种努力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博弈主体之间的

相互残杀，最终由经济恶性竞争引发政治冲突———世界大战。只要通过制度安

排把博弈主体的竞争程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改变

博弈的结局。所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研究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寻找能够有效约束国际贸易主体竞争行为的规则。这种规则包括四类：一是保

障国际市场不断扩大的规则；二是保证生产效率提高的规则；三是限制恶性竞

争的强制保障规则；四是保障国际贸易主体最低生存线的规则。四者缺一不

可，因为没有市场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福利提高就

失去了经济基础，国际博弈主体就失去了继续博弈的兴趣，人类文明也就失去

了前进的动力；没有最低生存线的保障，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就会因人人自危而

不愿参与国际贸易博弈，一切腐朽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军事战略与炮舰政策

又会派上用场，重新回归恶性竞争。当然，对这些规则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有效

和有约束力，因为无效和无约束力的规则看起来再完美也等于没有，这就要求

从经济领域寻找规则约束的有效性。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恶性竞争是由经

济引起的，那么避免恶性竞争的钥匙还要在经济中寻找，实行釜底抽薪才能从

根本上止沸，特别是在世界政府还没有真正产生的今天，更应如此。

　　当今的多边贸易体制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

组织以及苏联领导的经互会等其他多边经济组织的竞争中延续其竞争优势的。

　　第一，通过例外保障条款和对弱势博弈主体的照顾规则，多边贸易体制保

障了意外情况下的博弈主体采用特殊方式摆脱困境，保障陷入困境博弈主体的

经济安全；通过对弱势博弈主体的照顾条款，多边贸易体制解除了以发展中国

家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使之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

弈，保证它们分享国际贸易博弈的基本收益。这样，就保证了国际市场的不断

扩大，为国际社会总得益的增量生产奠定了基础；也保证了弱势群体在福利水

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生存。

　　第二，在多边贸易体制下，与经互会模糊产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制不同，各

博弈主体维护国家主权的产权分立原则，调动了各博弈主体为取得竞争优势而

竭尽全力通过科技和创新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的积极性，为国际贸易博弈效率

的提高提供了内在竞争机制，为国际贸易博弈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基于市场经济基础的强制保障机制，为遏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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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博弈主体的恶性竞争行为提供了“尚方宝剑”，违反多边贸易规则必然遭到

受损一方或多方的集体贸易报复，使其为取得非法利益的努力得不偿失。这

样，一方面保证了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按照规则进行国际贸易；另一方面，也保证

了国际贸易博弈稳定、连续、有序进行，避免因争端而引发武装冲突。多边贸易

体制已经由一般松散机制进化到国际组织，这个开放的体制下一步面临的问题

就是规则建设问题。国际贸易博弈的后来者就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积极参与国

际贸易博弈体制的制度建设，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保障自己权益的有效

实现。所以，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实际上为如何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论研究

指明了方向，为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如何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提出了较为切实

可行的理论方案。

三、为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出发点明确了定位

　　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对新的国际贸易博弈规则探讨、研究、制定与完善的

出发点进行了明确定位。共赢性博弈论明确提出了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目的，
即遏止恶性竞争，提高博弈效率，保障国际贸易主体的共赢。也就是说，对国际

贸易规则进行探讨的目的是对国际贸易博弈困境进行有效的国际治理。所以，
探讨国际贸易规则站在任何博弈主体的立场上都无益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必须站在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全局立场上。因为如果研究者站在任何国际贸

易博弈主体的立场上进行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探讨，必然戴上这个博弈主体利

益的有色眼镜，为这个博弈主体谋取基于本身冲动的利益，从而打破多边贸易

体制的综合均衡，失去公平性。这样，抱着军事战略思维提出的多边贸易体制

制度建设的若干建议必然不能得到其他博弈主体的赞成，引发无谓的争执，必

然处处碰壁，不利于国际贸易困境的国际治理。因此，研究者一定要区分多边

贸易体制制度建设研究和多边体制下博弈主体利益最大化研究的不同，摆正和

找好自己的位置。做多边贸易体制制度建设研究就要把多边贸易体制整体效

率优化作为出发点；做多边体制下博弈主体利益最大化研究，就以多边贸易体

制框架为约束条件，探索博弈主体最大化的战略，即使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的灰

色区域“打擦边球”也未尝不可，因为毕竟你还是遵守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其

他博弈主体也无法指责，只能通过研究加强制度建设缩小多边贸易体制的灰色

区域，堵塞漏洞。所以，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实际上对国际贸易新博弈规则探

讨和制定的出发点进行了明确定位，为研究者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制度建设指出

了较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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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共赢性博弈论对健全国际贸易

　　　　博弈主体人格的现实意义

　　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不仅对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

对指导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如何进一步规范与完善各自的

国际贸易博弈行动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一、为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基于市场法则完善自我指明了方向

　　第四章考察了国际贸易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简要回顾了国际贸易博弈主

体参与国际贸易的内在动力。国际贸易主体都以追求自己财富的增加为己任，
这也正是国际贸易主体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所在。在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之前，
各国际贸易主体都凭着自己的自然冲动追逐着自己的目标，并不顾忌其他主体

的得失，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自我为中心摆布周围的一切，满足

自己的功利需求。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狼”群中，为了获取存在于对方体内

的利益，“狼”之间就不断地扯咬，最终导致几乎毁灭整个“狼”群的两次世界大

战。在反思的基础上，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早期多边贸易体制得以逐步形

成。多边贸易体制在此后的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通过博弈规则改变

“狼”实现目标的方式，以和平、互利、共赢的方式替代原来的坚船利炮与武力冲

突等实力外交。也就是说，多边贸易体制给国际贸易带来的改变只有一点，就

是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博弈的方式和遵循的规则，采用和平的方式利用对方

的市场，而没有改变国际贸易主体追逐利益的本性。所以，通过共赢性博弈论

的研究，就可以把握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完善自身的方向。具

体来讲，体现在国家以市场规则和规律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等各个

方面。
（一）经济文明建设是完善博弈主体的基础

　　就经济文明建设来讲，国际贸易主体应当是具有自己利益追求的复合博弈

主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主体应当大胆地承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
私利是所有主体的共性，自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自己私利的主体是

不能成其为主体的。所以，各国际贸易主体要毫不顾忌地承认自己的私利，并

培养起国民的国家利益观念。共赢就是各博弈主体都要在国际贸易博弈中有所

收获，获得应得和能得的利益是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理性选择的目标。传统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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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视市场竞争为弱肉强食、视追求利益为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不适合多边贸

易体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识的要求。为此，各博弈主体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和

价值观念，由区域性思想观念走向全球性思想观念，由单极主体性观念走向多

极主体性观念，学会在“与狼共舞”中谋求自己的利益，从单一利益追求走向双

赢、多赢和共赢。

　　具体来说，共赢性博弈论对博弈主体国内经济文明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促使国家认识到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共赢性博弈，维护自身的正

当利益，必须从国家系统论的角度，以经济文明建设为中心，尽最大努力提高国

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国家不仅仅是双重的博弈主体，而且还是由六个子系统

组成的系统整体。１ 所谓系统，是“‘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实体”，是“‘有组织

的复合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２ 在国际政治的视野

中，国家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子系统各自具有自己的结构以

及相应的功能，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具有国际政治行为能力的国

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维护国民的生存和发展。

　　根据各子系统在国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不同，可以把国家分成

六个子系统：

　　（１）资源、环境子系统。以国土为依托的资源、环境共同构成一个相互依

赖、相互影响的子系统。从产生的那天起，人类就不断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

自己所需的能量和物资。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这个远离平衡态的自组

织系统一经产生，就不断通过劳动实现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资、能量交换，排出

熵，抵御无序化倾向，保持自己的有序性。资源、环境满足了国民对物质资料、
环境的需求以及国家建设、安全保障的需求，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立足

点。

　　（２）生产子系统。国家的生产系统包括两个部分：国民自身的种族繁衍和

物质资料的生产。前者是国家组成的硬件，是国家必不可少的部分。后者为前

者的存在提供基础，是整个国家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生产子系统沟通了自然

与社会的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是国家其他各子系统生存和发展的物资来源。

　　（３）科教子系统。科技开发和教育是国家组成中的两个辅助系统。科技开

发一方面提高了生产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满足了人的需求，并依托新产品的

高附加值迅速聚集巨大财富。教育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和能

力，为科技系统提供智力支持，为生产系统提供合格的劳动者，加速国家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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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和积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通过改变生产系统中生产工具、劳动者、
劳动对象等各要素的组合方式，科教子系统能够优化物资资料生产系统，推动

国民经济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科教系统对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增加具有巨大的影响，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整合子系统，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在政党政治开始以后，政党也是国家

整合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整合系统，国家的各个子系统才能协调发展，
保证国家的健康成长；国家协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根据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统筹生产系统，控制人口生产处于适度状态；协调

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协

调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关系，协调国内消费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统

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协调产业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化；通过外交努

力，整合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维护和创造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良好外

部环境等，保证国家的生存和良性发展。

　　（５）保卫子系统。国家的保卫系统包括司法和军队两大子系统。前者通过

自己的活动，塑造国内稳定秩序，清除国内不安定因素，维护正常秩序；后者用

于抵御和消除外来及内部的暴力威胁，为国内和平建设提供支持。同时，通过

参与国际和平环境的营造，构筑国际和平大环境。

　　（６）社会子系统。市民社会由阶层和组织构成，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

构成了社会系统。其中，决定社会子系统运作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其各组成部

分之间的关系。社会子系统是其他各子系统存在的基础，也是其他子系统存在

的目的和归宿。没有社会子系统和谐运作，国民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受到威胁，
且进一步影响国家其他子系统的正常运作，国家安全就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威

胁。国家六大功能子系统的主体是生产子系统；基础是社会子系统；科教子系

统是辅助子系统，是生产子系统功能的倍增器；保卫子系统保障整个国家安全

运作。

　　国家不仅由各子系统构成，而且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独特的运作机制。３ 国家

的发展就是自身实力的增强、自身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提高、生存能力和国际

行为能力的增强，集中表现为国民生活水平和安全感的提高。

　　从国内层面来讲，国家各系统运作的本质就是，生产系统把资源环境子系

统的物资能量转化为国民能够利用的物资能量，满足国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

及各子系统正常运作的需要。这个过程就是：国民通过生产工具把自然环境中

的物资和能量加工成人可以利用的物资和能量，并通过再分配满足科教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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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整合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保卫子系统等各子系统的需要。在这些人工能量

和物资的支持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生产子系统把转化来的物资

和能量提供给其他子系统，废弃物回归物资环境子系统，构成一个循环。如果

生产的物资和能量与国家整体消费的正好相等，也没有超出资源环境子系统的

供应量和负荷量，国家就会处在相对静止的良性循环状态；如果在科教子系统

的支持下，生产系统不断升级，提高物资和能量转化的效率，产品有剩余，而资

源环境子系统没有因环境污染破坏或资源不足而消耗掉过剩产品，国民和各子

系统就会得到更多用于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能量，国家各系统就会进入真正的

良性发展状态。

　　从国际层面来讲，决定国家发展的因素就增加了一个，即国家在产业转移

链中的位置。在国际政治视野中，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通过

产业转移链连接在一起。国家利益的实现不只决定于国家自己经济规模的大

小，而且还决定于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链中的位置，国际体系的经济剩余要在

全球范围内再分配。在国际产业转移链中位置越高，分得利益越多。在国际体

系中，产业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扩散，由一国向另一国转移。技术的发明国在产

业转移链中的位置最高，以此类推。处于产业转移链高端的国家由于拥有知识

产权或拥有效率优势，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因而也就获得更多的利润分成。在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都把注意力瞄准了经济剩余积累，“世界主战场转向经

济领域”４。在国际经济战中获取更大份额的最佳办法就是进行新技术和产品

的开发。因此，现在各国都充分重视科教系统的地位，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开发，
“抢占科技制高点”５，顺应国际利润分配的“无形之手”，实现经济剩余的高速积

累，从高端保证国家建设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总之，“以教育为先行，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国防为后盾，资源和外交

为保障的原则”６ 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通则，能够保障积累国家发展的硬件。

　　２国家贸易博弈主体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实现共赢性博

弈，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的和平、民主与发展，其共同的制度基础就是市场经济体

系及其法则。所以，国际贸易主体要依据国家系统组成和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规

律，加紧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设，力争取得国民经济素质的比较竞争优势。具

体来讲，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各博弈主体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生

存发展的第一要务。每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都是镶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

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不同利益主体要和而不同地求生存、求发展。所以，每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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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贸易博弈主体必须在互补性竞争基础上奉行共赢性博弈理念，通过发展教育

为科技创新提供基础，培育自己内生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获

得各子系统发展所需的“经济剩余”，整体推进以国民经济素质提高为基础的竞

争力的提高。

　　第二，要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还必须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及其规则体系。
多边贸易体制是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的体制，这种体制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

为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原动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
这种具有内生原动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国际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能够减少管理

成本以及国际社会接轨的成本，是国家发展的最优战略。所以，国际贸易主体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动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根据“互补性竞争”原理，实现与世界经济体的错位接轨。如前所述，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笔者基于对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进行的长期跟

踪研究，提出了颇有一些国际影响的 “互补性竞争”的观点，认为“合作与竞争是

互为前提和互为基础的，是一对有机的整体。没有合作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

是‘内耗式’、‘拆台式’竞争，最终导致事物发展的灭亡。同样，没有竞争的合

作，这种合作将会失去事物前进的必要动力，结果导致事物发展‘停滞不前’、
‘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因此，竞争和合作之间是互补性的关系”。７

　　３单就中国这一博弈主体人格的完善与健全来言，基于“互补性竞争”这一

观点而提出的“共赢性博弈论”，不仅为中国科学地制定参与 ＷＴＯ与区域经济

合作的战略方案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而且也为国际多边合作、区域合作、次区域

合作和双边合作实现双赢或共赢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理论逻辑，
构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如目前在国内日益显著的城市群经济的发展），进行资

源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区域内部建立一种基于区位优势基础上的“互补性

竞争”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而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的

载体是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的互通和流动，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在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前者表现为物流、人流，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资金流、信息流。在信息

时代的今天，信息资源整合的核心就是建立跨区域的信息共享机制。因此，构

建城市群经济无外乎就是将某一区域中分布不平衡的资源，加以统筹配置安

排，基于区位优势，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关系。各博弈主体所要做的就是

依据这个原理建立内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错位关系，而且依据世界市场产业分

布情况建立与世界经济体的错位关系，为建立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竞争关系奠

定基础，实现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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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经济文明建设来讲，国际贸易主体实现利益的方式还要符合国际贸易博

弈规则。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际贸易主体在取得自己利益的时候也

要遵循一定的“道”，即多边贸易体制的游戏规则。多边贸易体制是世界各国由

非合作博弈走向共赢性博弈的产物，其游戏规则就是约束各成员国际贸易行为

以实现共赢性博弈的制度安排。在多边贸易体制制度约束下，各成员之间的博

弈才能够实现共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增强，体现了极强的基于互补性竞争关系的共

赢性博弈特征。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采取“以邻为壑”的博弈

战略，就会遭到其他博弈主体的贸易制裁和报复，不仅经济上得不偿失，政治上

也会因信誉不佳而遭受重大损失。
（二）通过强化政治文明建设为完善博弈主体提供制度条件

　　就政治文明建设来讲，就是要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于民主的法治社

会。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不仅是一个具有系统性质的经济

体，也是一个双重博弈主体。与双重博弈主体的性质相适应，国际贸易主体内

部必须建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社会。

　　首先，要构建法治社会的微观基础，建立具有独立产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

国际贸易决策建立在生产主体的民主决策基础之上。这样，就要在社会内部尽

快落实产权制度，形成产权明晰的多元经济社会，反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垄断

现象。垄断现象的出现是国际贸易决策一边倒、倾向保守的社会基础，也是国

际贸易中极端利己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所以，反对垄断是民主决策良性运作

的必然要求。

　　其次，落实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法治治理。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含

义是：充分地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意愿、意志和意见；有效地相互沟通，平等地

协商，明智地妥协，心悦诚服地接受通过规范程序表达的协议。只有长期的民

主与法治体制运作，才能培育出社会的互信；只有具有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环境

和文化氛围，才能培育出与别的博弈主体和平共处的价值取向，做到自己得利

的同时不损害其他博弈主体利益，实现真正的共赢；才能培育出民主体制所需

的联系、沟通与协商网络。

　　再次，要建立法治社会。只有实行法治，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才能建立与多

边贸易体制接轨的机制，因为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以法治理念为基础的市场

经济制度设计；只有实行法治，也才能使政府从繁重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

力协调宏观调控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相互适应关系；才能增加透明度，一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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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保障国民待遇的落实。
（三）建设商业文化，形成可持续的价值理念

　　就文化建设来讲，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就是要营造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文化氛围。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文化，以保证自己的顺利运

转。商业文化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和信念。与农业经济相适

应的军事文化相反，商业文化注重兼容、沟通和信誉，互利合作，尊重个性，讲究

法则，主张你活我也活而非你死我活、和谐相处而非不共戴天、求同存异而非针

锋相对、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进取开放而非因循守旧。有几种价值观是国

际贸易博弈主体在文化建设中值得引起注意的。

　　首先，公平和效率是商业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公平是商业交易的价值和结

果，市场经济下的各行为主体都是平等的，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础。所以，与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平等，排斥任何特权意识。效率

是各市场主体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法宝，每个市场主体都力求依靠提高效率来

奠定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因此，效率也是商业文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

　　其次，基于商业的基本需求，信誉也是商业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信誉的

市场主体也就无法生存，所以，商业文化下的市场主体都十分注意自己的信誉，
强调树立自己的品牌。

　　再次，就是合作意识。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讲究比较优势，一项活动

很少是单个主体单独完成的，多是与其他主体合作完成，在现代分工发达的市

场条件下，更是如此。所以，这种活动的特性培育出深入人心的合作理念。这

也是发达国家组织能力强的一个社会原因。这些价值观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在文化建设中要注意培育合作意识，夯实自己作为

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文化理念基础。

　　总之，共赢性博弈论探讨了建设和完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基础、制度和

理念等基本条件，为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完善自身指明了方向，即按市场经济规

律的本质要求加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

二、有助于提高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谈判能力

　　从最近几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情况来看，虽然各谈判方在 ＷＴＯ规则的约束

下兼顾到弱势方的利益，但仍然难以抑制住个体利益的冲动，暴露出了许多“急

功近利”行为，对发展中成员的利益保护设置的例外性规定并不充分，政治宣言

与表述的内容存有缺陷和漏洞。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发展中成员在与发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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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进行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时总是表现出许多顾虑和不安。毕竟面临个体利益

的强大冲击，发展中成员只有一道防护网，缺少建立在自己经济基础上的防火

墙。在诸如谈判多边投资协定（ＭＡＩ）等敏感问题上，甚至发达成员内部都存在

着许多争议，所以，发展中成员更应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加装防火墙，尽力缩

短与发达成员之间的距离。

　　无论发展中成员政府在多边谈判中的谈判和要价“天赋”如何，提高政府谈

判能力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静态的结构主义理论从谈判能力禀赋

上的讨论和博弈论在谈判双方动态关系上的研究，都提供了对于发展中成员增

强其自身谈判能力的素材。在本节中拟将两者与共赢性博弈论结合起来，探讨

提高谈判能力的途径。
（一）短期内变劣势为优势，增加提高谈判能力的路径选择

　　一个国家谈判能力的大小与自身经济的素质和规模有关，因为它们决定了

谈判方之间相互依赖的性质。一个国家谈判能力的大小还与该国家影响对方

组成结构的能力大小、左右对方谈判能力发挥的能力大小有关，也与该国利用

国际环境资源的能力大小有关。

　　针对由先天经济素质和规模决定的谈判能力，国家首选的就是要不断提高

国家的经济素质，尽快扩大经济规模。但是，这种努力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见效，只可作为国家战略努力的重点，所以，国家可以采用变化谈判方组合的方

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弱势。

　　１发展中成员需要与适当的第三方建立适宜的关系来增强自己的谈判能

力。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集体的力量改变自己力量的不足，达到增强自己谈判

能力、最终达到谈判目标的目的。关贸总协定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增强发

展中成员谈判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与合适的第三方建立支持性关系。例如，
战后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就是得到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基本上扫除其他缔约

方谈判带来的障碍，才在门槛很低的前提下加入的，也为日后日本经济的腾飞

开拓了巨大的市场。中国在入世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新西兰、日

本甚至欧盟的支持，实行“越岛战术”，才最终克服了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完成

了入世的愿望。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有支持性的关系可以对谈判对手发挥影

响。然而选择合适的、能够提供支持性关系的第三方具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由

于不存在漠视自身利益的国家或集团，因此，在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博弈

中，如果有很多带有自身利益保护或追求倾向的第三方加入，则会使得博弈更

加复杂，从而也为发展中成员寻求增强其谈判能力设置障碍。也就是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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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三方不应该是谈判的“破坏者”。

　　２发展中成员力求以集体的面目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即用一个声音说话。
发展中成员结成统一的谈判集团，可以避免在与发达成员就某一问题进行谈判

时，在集团内部发生争执，从而给发达成员利用这种纠纷，各个击破；发展中成

员之间形成统一的谈判目标，还可以使得发达成员惯用的通过缔结双边条约的

形式以实现其目的的方式较难施行。例如，在关于多边投资公约的签订问题

上，美国所倡导的将国民待遇从开业权扩大到准入权的关于保护外资的条件在

多边公约的层面上由于反对者众多，阻碍较大，而难以施行；而在美国与许多发

展中成员所缔结的双边条约中，很多条款得到了贯彻。通过一个所谓的双边条

约的网络，美国正在向全世界推行着其国内的对于国际投资保护的理念，并在

一定实践的基础上，为多边投资条约的签订铺平了道路。追求统一目标是作为

一个谈判整体出现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前提。因此，发展中成员集团的谈

判代表不仅要与发达成员的谈判代表进行谈判，还要与其他发展中成员的谈判

代表就某一问题进行协商，彼此之间达成一致，更要与各自国内的利益集团进

行谈判，最终将谈判结果固定化。这种复杂的博弈结构要求发展中成员在多边

贸易谈判中抛弃“搭便车”的思想，积极谋求在发展中成员内部形成统一的谈判

目标，通过集体的力量增强其谈判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着许多发展中国家联合一致从而实现保护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所应有的利益的先例。例如，在联合国所

通过的诸如《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

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一系列与国际投资有关的重要决议中，
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一致的谈判目标和行动，使得这些文件不仅一般地确立了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也创立了关于国际投资方面的重要国际准则。
（二）增加博弈主体重构“获胜集合”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谈判能力

　　谈判主体可以通过改变对手“获胜集合”的方式，增强自己的谈判能力，达

到自己的谈判目的。虽然双重博弈是有关国际谈判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间

互动关系的理论，但其对处理一国贸易谈判、增强自己的谈判能力亦具有一定

借鉴意义。如日本在处理美日贸易摩擦中积极寻求利用公关活动改变美国国

内“获胜集合”的方法，实行釜底抽薪，进而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既然“获胜集合”受到政治家偏好和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因此可以利用其

国内政治制度改变政治家偏好的方式来重构对手国内的“获胜集合”，以促使谈

判结果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比如，美国法律允许外国政府和外国民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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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活动，所以，外国政府不仅可

以通过正式外交途径，亦可仿效美国利益集团的行为方式进行院外游说活动来

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外国的特别利益集团亦可以同样方式进行院外活动来影

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院外活动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已成为诸多国家或

地区的重要选项，更多的国家或地区是为增加对美出口而进行院外活动的。在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恐怕要数日本。在双重博弈理论的指导下，当日美爆发贸易

摩擦时，日本一方面在谈判桌上与美国周旋，另一方面加强对美公关游说活动

的力度。在这些活动中，日本将重构美国“获胜集合”的重点摆在通过游说美国

政府、议会而改变政治家偏好方面。而对美国政府、议会的公关游说活动的最

有效突破口就是寻找有影响力的代理人或Ｌｏｂｂｙｉｓｔ（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专

门受雇对议员或政府官员进行疏通的人）。如１９８８年的轻型卡车关税贸易摩

擦案便是一例。１９８１年以来，美国轿车进口关税为２５％，轻型卡车关税则为

２５％；１９８７年日元升值，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轻型卡车作为家庭用车，致使

其需求量日渐增多，而２５％的关税显然不利于日本增加对美轻型卡车的出口。
于是，日本将轻型卡车当作轿车的“再分类”，按２５％的关税率支付进口关税。
１９８８年美国关税局注意到此情况，开始对其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受聘于日本

企业的Ｌｏｂｂｙｉｓｔ亦立即开展活动。当年夏季，由共和党议员詹姆斯执笔、３０名

众议院和１１名参议员共同署名的反对美国关税局将日本轻型卡车当作卡车来

征税的信件寄到了关税局局长的手中，以对其施加压力。此外，共和党议员詹

姆斯还亲自请关税局长解释重新审查轻型卡车关税的原因，并请其对此不再加

以追究。日本还在１９８９年１月召开的七国财政部长会议上，请联邦德国出面

与美国财政部长商议此事，致使美国财政部长答应重新考虑关税局于１９８９年１
月下达的轻型卡车不能作为轿车分类的文件。结果使得该文件在其下达后的

第９天就被冷落一旁而无法实施。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要求永远废除此份对

其不利的文件。为日本服务的Ｌｏｂｂｙｉｓｔ继续展开活动，与美国的通商代表、财

政部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与此同时，美国汽车贸易商也以关税局提高轻型

卡车关税损害消费者利益为由，纷纷向政府提出抗议。最终，财政部撤销了关

税局的决定，使得自此以后日本轻型卡车与轿车一样以２５％的低关税进入了

美国市场，每年节约５亿美元关税，远远高于游说成本３００万美元。

　　鉴于国内层次Ｌ２选民间的权力分布、偏好也是决定“获胜集合”大小的因

素之一，日本政府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加强了对美国公众的公关攻势，这也是由

当时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当时，电子、半导体领域的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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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成为政治问题，院外活动已经无法取得显著效果，促使日本政府活动越出

议会和联邦政府的范围，向美国全国各地延伸。日本只有与州和地方城市建立

密切关系，才能使日本企业真正涉足于美国经济、政治的决策阶层。为适应此

发展趋势，日本电子机械工业会探索出新的公关策略：开展一种自上而下、以美

国民众为对象的公关活动。首先，日本在已具备公关活动条件的田纳西州进行

试点，创建了由州政府、州日本中心（学术团体）和日本田纳西协会组成的“田纳

西—日本商业友好协会”，并随之在该州的三大城市举行了三场研讨会。同时，
由于田纳西州议员团体在联邦议会上反对制裁东芝，使得联邦议会讨论的结果

有利于日本。新公关策略在田纳西州的成功推动了在其他州、市公关活动的展

开：日本通产省以日本贸易振兴会的名义在美国建立了８个事务所，每年投入

巨额经费；日本在美国九大城市的领事馆官员亦积极参与公关活动，以帮助本

国企业充分涉足美国社会；日本企业以日本政府的名义邀请美国中、小学教师

访问日本，费用由日本负担，但其回国后需将访日感想发表在地区杂志或报纸

上；日本企业界还积极筹划由美国经济学者、政治分析家、日本问题研究专家通

过专题电视节目来论述日本，从而改变美国国民对日本的看法。毫无疑问，这

些公关努力取得了显著效果，如１９８９年经济同友会与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共

同发表的报告书将美日贸易赤字的原因归咎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强迫

日本开放市场，更反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从而抑制了美国对日贸易摩擦的烈

度。

　　就这样，日本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特点，充分利用公关游说等手段有

效地重构了美国国内“获胜集合”，使得日美贸易摩擦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

展，扭转了日本在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可见，通过利用对方政治经济体制的

特点、展开重构对手国内“获胜集合”的方式也能够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有

时，釜底抽薪的方式更有利于谈判问题的解决。
（三）有助于引发高层政治意愿，增强对潜在谈判能力的乐观预期

　　多边贸易谈判理论的启示是，博弈双方所依据的决定自己行为的因素并不

一定现实地存在着。谈判实际上就是谈判主体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提出自

己的要价并使对方接受的过程，是一种综合收益比较的结果。根据自己对对手

的观察以及自己的权衡、分析和归纳所得出的有关对手的情况，谈判方采取改

变对方收益的谈判方案，提出甚至不存在现实基础的措施（当然，对手应认为是

现实的），迫使对手选择有利于我方的协议。因为谈判方总是力图通过改变谈

判对手的决定，使其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重要的是理解谈判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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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理解、感知和权衡自己在谈判中的行动的。很多国家采取的是就某一问

题进行谈判时，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并在谈判前进行大量的调查，充分掌握谈判

对手的谈判能力和要价范围，并在谈判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谈判姿态。这些谈

判技巧的运用都是增强自身在谈判对手所意识到或感觉到的谈判能力。在中

国复关入世谈判中，美国动辄以延迟中国复关入世相要挟，就是意识到了中国

早复关入世对促进中国国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情况。但

是，在中国“不急不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十六字谈判方针面前，
美国的要挟策略也大打折扣。

　　此外，发展中成员在与发达成员进行谈判的时候必须取得发达成员政治高

层领导的注意，这对于增强谈判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谈判桌上的谈判人员实际

上是在执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是在按照国家的议事日程进行谈判，涉及

日程改变非惊动决策层不可。

　　例如，在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加拿大为增强其谈判能

力而采取了取得美国高层领导注意的措施。在美加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过程

中，加拿大暂时宣布退出了谈判，因为感觉美国并没有认真地与他们进行谈判。
这一行动使得美国的高层官员开始重视其与加拿大之间的谈判，并亲自参加谈

判。中国在复关入世的谈判过程中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例如，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２８日，为了迫使主要缔约方（特别是美国）放弃幻想，中国政府郑重对外宣布在

年底之前解决中国的复关问题，超过这一时限后中国将不再作新的努力。年内

结束实质性谈判的时限宣布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缔约方普遍感到了压

力，一改过去拖拖拉拉、蓄意拖延谈判的做法，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展开了紧张

的双边实质性谈判。虽然在 ＷＴＯ生效之前未能解决复关谈判，但为后来的入

世谈判注入了新的政治推动力。

　　谈判中能否引起谈判对手政治高层注意是一个谈判对手谈判能力的重要

标志，表明了自己在对手心目中的位置。高层对谈判对手缺乏注意力可以表现

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谈判中，将谈判权赋予较低一级的行政官员，这些行政官员

无法获得充足的谈判授权，也无法真正与其高层官员接触。为获得谈判对手的

注意和重视，可以采取诸如退出谈判、中止谈判、宣布类似最后通牒的时限等措

施。发展中成员谈判能力比较弱，尤其要注意这些策略的运用，尽力提高谈判

能力，以推动谈判的进行。
（四）充分利用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提升自身的谈判能力

　　发达成员内部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争议为发展中成员增强其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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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发达成员内部利益集团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其政治决策程

序的特点和局部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国内利益集团围绕谈判和谈

判结果的争吵非常激烈。这些利益、关系和谈判参加人员的多重性为发展中成

员利用对方内部矛盾提高自身谈判能力提供了机会。在谈判博弈中，发展中成

员完全可以利用发达成员的利益集团为自己提供丰富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

这些利益集团为自己向发达成员游说，以争取后者在谈判中作出对自身有利的

决策。

　　与谈判能力相关因素的价值往往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发展中成

员应该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谈判，以充分利用自己现有的有限谈判资源。这

样，有利于自己谈判能力的提高。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给发展中成员谈判能力

的提高产生影响，这在上面谈判理论中已经谈过。国际环境是公共资源，不需

要自己付出代价，发展中成员要充分了解到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高

自己谈判的能力。发展中成员要不断对国际局势进行评估，确定国际环境的变

化在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增强自己的谈判能力，因为国际环境分析是各国对外

决策的基础。博弈的定义很清楚地表明了环境的重要性。博弈即一些个人、队

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

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

的过程。这其中，环境条件和规则都影响谈判方可能或实际作出的决策。２０世

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成员集体倡导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通过集

体行动促进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就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的环境和规则根本变

化的努力其实就是在为发展中成员增强谈判能力创造条件。
（五）激发博弈主体采取主动积极的姿态，争取“先行与先发”优势

　　在第三章第五节有关复关入世谈判的秩序调整特点的分析中曾说明，谈判

能力也可以通过在谈判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而得到增强。

　　“在博弈理论中有关于‘先行优势’的论述，这与谈判中的先发优势理论不

谋而合。”８ 所谓“先行优势”，是指在谈判中先行为的博弈方可能利用先行之利

获得优势，后行者可能会处于被动。同样在谈判中，议案的提出者往往可以主

导谈判的进程和谈判发展的方向，从而获得利益。这一理论对发展中成员的启

示是，尽管发展中成员面临着谈判能力较弱的不利局面，但如果能在一些问题

上采取主动，积极对谈判的发展加以影响，这种不利局面是可以消除的。这在

若干联合国的决议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例如，在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和国家

的经济权力等问题上，联合国作出的决议是偏向于保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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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同样适用于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谈判进程。９

　　作出谈判对手所必须回应的谈判提议，是增强发展中成员谈判能力的方式

之一。加拿大在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中，一开始就采取主动，这种谈

判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加拿大的谈判能力。在现阶段的多边贸易体制的

谈判过程中，发展中成员很少采取主动提出谈判提议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
往往是由发达成员发起就某一个问题的谈判，并确定了谈判的步骤、框架，发展

中成员被动接受。发达成员通过在谈判中采取主动，获得了许多先发优势，并

使得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在整体上按照发达成员的意愿和设想去发展。

第三节　共赢性博弈论对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意义

一、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明确了方向

　　作为多边贸易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ＷＴＯ为各成员多边博弈提供了一个

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成员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开放市场、进行平等的自由

贸易，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但是，这个国际贸易博弈平台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时刻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比如，每个回合的国际贸易谈判都通过

市场准入协议丰富发展着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体系，不断把新的项目纳入多边

贸易体制的管辖体系。不过，无论怎样变化，都离不开有约束力协议和遏制极

端利己行为这个主题。每个新的贸易项目，比如，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政策的出

现，都要围绕这个项目配置相关的有约束力规则。因为多边贸易体制就是由于

有约束力协议这个核心构建，才使国际贸易博弈由非合作性博弈变成了合作性

博弈，有约束力协议是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良方。所以，只要抓住有约束

力协议这个根本，就等于抓住了多边贸易体制演化的方向。正是因为如此，我

们说共赢性博弈论的提出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指明了方向。

二、为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出了新的路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同社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一个梦想，在东方有桃

花源的描述，在西方有人类共同体和太阳岛的论述，马克思则从经济学的角度

描绘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人类发展远景。但是，人类已有的历史却向人们展示

了一个充满冲突的画卷，毕竟人类冲突的时间多于和平的时间。所以，伴随着

人类大同社会的憧憬，各种形式的冲突论也不断出现。就在世纪之交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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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还盛行“文明冲突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在其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鲜明表达的观点。他认为：“冷战后时

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

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

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

之间的冲突。”１０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

的。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

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

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这一观点看似十分新颖，但仔细推敲却有一些破绽。从共赢性博弈的观点

出发来分析，结论则并非如此。

　　１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一切文

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

可能有冲突。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但问题在于，
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和普适性。从根本上说，
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

通的和统一的。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

带根本性。假如现实中暴露出文明冲突的一面正确的话，不同文明之间接触、
碰撞以致融合与共同发展还是一个进行时，历史还在发展，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２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

是在和其他文化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

衰落，此消彼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
有的文明消失了？历史告诉我们，各种文明处于共存共荣和不断融合成更高级

共同文明的状态之中，碰撞、摩擦只是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每个文明都在为人

类未来共同的文明做出贡献。从日本人的认真、勤奋和服从，到美国人的竞争、
热情、英雄主义和个性崇拜；从德国人的精密、严谨和质量第一，到印度人的哲

学爱好和抽象思维，都是人类未来共同文明借鉴的元素。自我封闭，对其他文

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历史长河之中。只有那些开放的、
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各种文明只有在

共存的基础上互相借鉴和吸收先进的东西，才能最终融合成人类整体的文明。
共赢性博弈论告诉我们，各种文明之间是共存共赢的关系，每个民族的文化进

步都必须在开放条件下通过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如果抱着你死我活的冷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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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不放，也只能抱残守缺，杞人忧天，也只能称为麻烦的制造者，凭空给人类制

造诸多麻烦。

三、为“和谐社会”理念运用于国际关系提供理论线索

　　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在共存的基础上展开的多边贸易体制博弈促使各博弈

主体走上市场化的道路，而这个道路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大同社会或称“和合

世界”或者“和谐世界”。

　　１多边贸易体制对各博弈主体自我完善提出了市场化的要求。多边贸易

体制是以市场经济理念为基础的体制，只有市场经济主体才在这种体制中具有

竞争优势。所以，顺应这个要求，在利益诉求的驱使下，各博弈主体都会争相进

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个结论已经为起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潮流所证实。

　　２作为博弈主体自我完善的一部分，经济的市场化必然推动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构建。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

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所以，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政治和文化的出现，也就是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出现，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价值观的建立。这也为今天的民主化浪潮和世俗文化流行所证实。

　　３各博弈主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要求在促成了微观基础和上层建

筑趋同的基础上，必然带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趋同，必然带来其他政策的逐渐趋

同。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现象，迫使各国际贸

易博弈主体采用相似的政策管理自己内部的事情，而市场经济政策的国际大环

境促使国际贸易主体内外政策的市场化接轨，形成国家主权的侵蚀现象。

　　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内在机制造就了国家融合的态势，其根本的原因就是

有约束力的协议为各博弈主体融入这个体制提供了基础，通过有效治理国际贸

易困境，破解了人类彼此对立的樊篱。共赢性博弈论已敏锐地和前瞻性地论证

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这一历史性变化，深刻地把握了这个变化的内在意义，
明确指出了人类大同社会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发现就为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顺应历史潮流，制定发展战略，在谋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为推动人类融合的历史

进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注释：

　　１徐长春等．国家建设的国际政治视角［Ｊ］．理论前沿，２００５，２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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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奥］Ｌ．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６．
　　３徐长春等．国家建设的国际政治视角［Ｊ］．理论前沿，２００５，２４：３２－３３．
　　４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７１．
　　５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４５．
　　６黄硕风．论国家盛衰［Ｍ］．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６：６６．
　　７刘光溪．碰撞 融合 发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３６－３３７．
　　８刘光溪．试析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博弈战略问题［Ｊ］．复旦学报，２００４，３：７７．
　　９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Ｍ］．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１９９８：６６－８１．
　　１０［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Ｍ］．北京：新华出

版社，２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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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主体是双重博弈主体，影响国际贸易主体博弈效率的因素除国际

环境之外，还包括国内制约即国内利益集团整合以及国家决策的国内因素。国

际贸易环境进入后冷战时代，也正值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曲折进行并最终成为

ＷＴＯ正式成员的时期，从此开始，中国进入入世后过渡期。如何基于对中国复

关入世谈判历程的博弈分析和国际贸易博弈有效治理的论述，根据共赢性博弈

论，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在入世过渡期内，如何做好适应 ＷＴＯ 的战略选择问

题，这样一则可以弄清楚中国自身在入世过渡期内所面临的复杂国内环境，毕

竟国内整合是国际贸易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共赢性博弈必不可少的一环；二则可

以为下一章深入分析中国在入世过渡期全部结束后，如何做好国家和平发展的

一系列战略选择问题打下理论与实践基础。本章主要考察入世后过渡期中国

所面临与 ＷＴＯ调整适应的战略问题。

　　中国虽然已经入世，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正式成员，但是，中国这个国

际贸易博弈主体与有竞争力的博弈主体的距离还比较远。具体表现为：国内对

ＷＴＯ的认识滞后甚至混乱，影响到国内利益集团的有效整合，进一步影响到国

家的国际贸易博弈能力；面对 ＷＴＯ，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实现与 ＷＴＯ的调整

适应；ＷＴＯ的文化背景是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十分不同的，文化是博弈主体解读

环境信息的工具，影响到国际贸易主体的国际贸易博弈能力，所以，源于农业文

明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与 ＷＴＯ文化接轨和调整适应的问题；基于计划经济基础

的对外谈判体制面临如何适应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如何处理

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趋势引发的区域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问题；如

何对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中国经济进行战略管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

入世以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有效进行国际贸易博弈、捍卫国家利益的瓶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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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深入探讨。

第一节　中国与 ＷＴＯ整体关系的战略认识问题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创始者，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实际上也是多边

贸易体制的局外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剧了这种隔阂。所以，中国面对

多边贸易体制有很多的困惑和不解，有很多的担心和迷惑。虽然中国名义上已

经在 ＷＴＯ门槛之内，但是思想还游荡在 ＷＴＯ之外，严重制约了中国参与国际

贸易博弈的强度和广度。笔者在复关入世谈判期间就提出：“中国要入世，政府

首先要入世”；入世前夕又提出：“政府要入世，观念入世最重要”；结合入世应对

的实际，现在又提出：“观念要入世，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前提”１。入世前和入世

后国内流行的与 ＷＴＯ相关的观点和误解很多，概而言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中国入世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让步究竟换来了什么利益；入世意味着中国

引狼入室，国门大开，洋货泛滥，民族工业毁于一旦；入世等于自找麻烦、惹火烧

身，危及经济安全；入世将受制于人，主权受损；中国现在入世过早、超前，条件

不成熟，再拖几年也不迟；等等。

一、权利与义务主要含义的澄清２

　　关于入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似乎是简单的、一目了然的，其实不然。
至今国内各界尚对入世的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明，思路不清，甚至存在一些偏见，
混同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中国参

与国际贸易博弈。简要回顾关贸总协定与其缔约方和 ＷＴＯ与其成员的关系

发展史，不难发现，所谓入世的一般权利，就是某一成员在履行了自身市场开放

和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的义务的同时，该成员的产品与服务提供者能够享受一

视同仁、公平竞争地进入其他成员市场的权益。所谓的一般义务，就是为了获

得能够进入其他成员市场的权利而履行自己在 ＷＴＯ协议项下所做出的减少

干预、开放市场的承诺。这里所讲的权利与义务主要是从市场准入和市场开放

而讲的。如果再具体一点讲，入世的权利还包括一成员的出口商、服务业提供

者和投资商在其他成员关税领土内，要求当地政府的涉外经贸政策与法规（属

于 ＷＴＯ协议管辖内的），符合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统一管理原则的

基本权利，要求在当地进行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并对损害自身经贸权益的当地

政府的行政行为，通过本国政府寻求争端解决的权利，以及本国的生产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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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和中介组织，按照 ＷＴＯ协议的相关规定寻求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保

障措施、灵活例外、豁免等）的权利和本国政府要求在 ＷＴＯ协议规定框架下进

行磋商、谈判的权利。所谓再具体一些的义务，就是为获得上述具体的权利本

国政府所履行的相应承诺。至于国际贸易中发生的单纯民事与商事主体之间

的权利与义务，并非属于入世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范畴。简言之，一成员的权利

就是其他成员的义务，一成员的义务就是其他成员的权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基于以上对入世权利与义务的分析与认识，我们发现 ＷＴＯ体系下各成员

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框架，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双边、诸边

和多边谈判与博弈中，不断地碰撞、摩擦、折中、妥协积累而成的，特别是经过８
轮大规模的多边关税与市场准入谈判而奠定的。如果 ＷＴＯ成员们要求那些

后加入的或迟加入的申请方，在入世谈判中一次性地做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是

非常困难的，对那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或地区来讲更是难上加

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复关入世谈判长达１５年的深层次原因）。所以说，后入

世的和迟入世的成员，无论做出多么大的努力，也无论其他成员的要价压力有

多么大，事实上在该成员入世时和入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所享受的

权益往往是大于或远大于它所承担的义务。在开放经济、开放市场这一巨大的

系统工程中，其他 ＷＴＯ成员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才完成的任务和义务，而对后

入世和迟入世的新成员来讲，是怎么做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能完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入世谈判中要谈诸多个不同的过渡期和时间表的缘由。谈判

过渡期和时间表同样是整个入世谈判中最实质性也是最难的谈判过程。

　　对照以上分析，关于中国入世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片面认识和误区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中国在入世谈判中，迫于主要成员的压力做出的许多承诺是义务

大于权利的，而且有些义务超出了中国现实的承受力。这种对入世权利与义务

关系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如果说入世谈判中的某些承诺和义务超出了中国

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力，这只能相对于中国尚待规范或尚不规范的市场

经济体系和具有浓厚政府干预与保护色彩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的。而且，多边

贸易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制，中国只有承诺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才能加

入。从动态、全面的角度和国际规范的视野来分析，所谓超出承受力和经济发

展水平的承诺是不存在的。

　　至于说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平衡承诺，这个结论就下得过于草率。目前，中

国经济体制模式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国有经济改革面临诸多困难；关税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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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比 ＷＴＯ成员关税总水平尚高出６个百分点，各类非关税措施在２００５年才予

以取消。这些现实情况表明义务大于权利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准确的看法

应是，我们所享受的入世权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等于或大于所履行的义

务。这类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其他 ＷＴＯ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无论是

市场经济的规范程度还是市场的开放程度都整体上领先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

实。入世元年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突破３０００亿美元的大关，就或多或少地

说明了这类情况的存在。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并非得益于什么“奖出限入”的

行政鼓励政策，而主要归功于入世后我们赢得了一个非歧视的、日益改善的海

外市场环境。

　　二是认为入世谈判中的若干承诺（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大大走在了其他

发展中成员的前面。诚然，如果用百分比来粗略分析，中国在服务业领域里的

市场开放承诺大约有１５％的内容领先于其他发展中成员。但不应忘记，我们在

货物贸易的市场开放承诺，仅就关税总水平而言至今尚比发展中成员低２个百

分点，更不用说我们依然保留的各类形形色色、系统庞杂的非关税措施了。所

以综合平衡下来，我们入世承诺的总水平基本上与广大发展中成员持平。

　　三是认为中国基本上是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入世的，不仅对许多行业谈成了

长短不同的过渡期和时间表，而且还保留了所谓国营贸易、核定经营和法定商

检等特有措施，这些都是通过艰苦谈判所赢得的来之不易的权利。那么试问这

些权利的代价是什么呢？是谁履行了义务让我们享受这些所谓的权利，而我们

自己又履行了什么承诺而享受这些权利呢？实际上谁也没有对此履行义务，所

以这些所谓的权益和权利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有的话，这些过渡期、时间表以

及所保留的与市场经济和 ＷＴＯ不相符合的东西，只能说是 ＷＴＯ成员的一种

忍让、同情、照顾和让步，而有些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所特有的。３

　　四是套用一般法律意义上（民法、商法等）的权利和义务概念，来认识中国

入世的权利和义务的涵义，认为中国每履行一项承诺和义务就先要看一下会带

来哪些相应的权利，如同货物买卖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产生的权利与义

务。事实上，对 ＷＴＯ和入世谈判的性质和特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入世的权

利和义务是不同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概念的，特别是对中国的转型

发展经济而言，入世的权利不见得就是我们所享受的利益，有些很可能会转化

成制约我们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障碍，特别是那些保留和例外；入世的

义务和承诺不见得就是一种负担、包袱，很可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动力和激励，
而且大部分承诺和义务正是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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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的举措和步骤，不过是在入世议定书和承诺表中白纸黑字地罗列出来而已４。
所以说，履行入世的义务和承诺，必须建立在符合我们自身经济发展利益基础

之上，同时又能够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上面所提及的诸多真正的权利。

　　有鉴于此，在入世过渡期内的应对工作中所流行的什么“权利和义务失

衡”、“让步太多”、“牺牲太多”，什么“入世超前了”，“入世承诺是紧箍咒，是自套

枷锁”，甚至什么“过渡期、时间表完了再争取延长”等言论和认识，不能不说是

片面、不准确的，是不利于开展积极有效应对工作的。这就是笔者早在１９９９年

就提出“入世不存在什么义务大于权利的失衡”、“入世不是让步是进步，不是牺

牲是贡献，不是超前是补课”；“入世承诺不是负担是动力，不是拖累是推动”等

诸多观点的认识背景。５

二、机遇与挑战内涵的全面反思６

　　中国入世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既有利、又有弊；既有得、又有失；既有赢，又

有输；既有成功，又有失败。这种一分为二的论点似乎是对中国入世影响最正

确、最权威、最主流的分析，同样也是万无一失、永远正确的分析。但这样万无

一失、永远正确的分析对实际应对入世工作所起的指导作用以及所提供的可操

作性方案似乎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永远正确。但是，基于这些分析所形成的类

似于“八股文”的什么调研报告、行动计划、应对方案、战略对策等卷帙浩繁；基

于这种观念的什么机遇挑战研讨会、专题会、应对会、高层论坛层出不穷。这种

对外来新生事物影响的“不是机遇、就是挑战”、“不是利就是弊”、“不是得就是

失”的所谓一分为二的分析，实际上把辩证法庸俗化了，忽视了全面、联系、发

展、动态的观点，忘记了抓主流、抓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哲理，构

成我们借助多边贸易体制尽快实现自身发展的障碍。

　　中国国内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机遇与挑战关系的讨论，一直贯穿于

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关于入世机遇与挑战的争论自然也贯穿了复关入世１５年

谈判的始终。在谈判过程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你连复关的机遇是什么、挑

战是什么都没搞清楚，还忙活什么复关谈判”；“入世究竟有什么利，到底是利

大，还是弊大，是说不清楚的”；“你看看，那么多国有企业亏损，那么多职工下

岗，那么多深层问题尚未解决，这不都是入世谈判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没有参加关贸总协定不是照样挺过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复关入世，还不是

照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非要闹着入世，这是何苦来着”；“入世近期看，挑战大

于机遇，中期看挑战和机遇差不多，长期看自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不胜枚举。



共赢性博弈论

２１０　　

　 其良苦用心自然可以理解，但由于对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基本的了解，给中国抓

住机遇发展自己造成的危害是令人痛心的。

　　这些关于机遇与挑战、利与弊内涵与评判的标准不仅因人而异，因部门而

异，而且将机遇与挑战人为地分割开来，还渗透着浓厚的部门意识、传统意识和

守旧意识。任何打破已有权力平衡、利益格局和习惯势力的举措都被看作是挑

战，并受到严厉质疑和审视，并使其执行步履维艰。时至今日，这场讨论还不绝

于耳，并频频见诸报端。所以说，对这个看似简单和常识性问题，有必要理一

理、清一清，以便能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１所谓“机遇”，多指有利的境遇、时机和条件，入世的机遇就是能够将有利

的境遇、时机、条件和因素充分把握、充分发挥，或将一时不利的条件、不利的因

素转变为有利的条件、有利的因素。所谓“挑战”，是指“挑逗对方出来应战”，其

喻意则是强势一方对另一方所形成的压力、困难和不利的境遇与条件。入世的

挑战就是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打破既有的利益平衡格局、习惯势力现状和思

维定势以及封闭、人治状况而形成的新环境、新要求、新压力和新问题，致使既

有行为方式、观念、思维、处理机制一时无法应对新环境、新要求、新压力和新问

题。就是说，如何在全方位开放（易于受外来影响和制约）和按照国际规则（有

了国际监督）以及两个市场整合（国际市场更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结合在一起）的

情况下进行改革、发展、稳定和建设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

更高了，任务就更艰巨了，面对的新问题、新情况就更多了，思想舆论就更活跃

了，发展参照的质量标准就更不同了，执政兴国的管理水平就更要符合国际标

准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７ 入世

后，在遵守国际规范、相互尊重和相互依存的全面开放背景下，进行经济建设和

构建市场经济，无疑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更为全新和严峻的考验。考验我

们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迎接挑战性机遇

的能力。所以说，机遇中有挑战，挑战中也存在着机遇，机遇与挑战的关系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兼容的关系，既不能机械地分割，也不能“一分为二”地

对待，应该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处理。

　　２机遇与挑战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对立的程度、时间，统一的程

度、时间，相互转化的速度和质量不是取决于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外在客体，而是

取决于面对机遇和挑战的主体，取决于主体的条件、能力和态度。机遇面前人

人平等，成员之间也平等；挑战面前人人平等，成员之间也平等。虽说中国入世

后，通过“参政议政”可以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上尽量考虑我们自身的利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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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身的关切，但 ＷＴＯ协议、框架、规则程序的折中性、妥协性和平衡性是

不可能有很大变化的，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严酷事实，更何况中国在 ＷＴＯ中是

个新成员。所以说，入世后机遇和挑战的相互转化主要在于中国经济的自身，
不能过分强调外在的因素和变量。在同样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虽然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制度，有不同的自然

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有的国家能积极面对机遇和挑战，通过变法

维新，走向了富民强国之路；有的国家或地区能充分利用入关、入世的条件和因

素求得了对外开放后的经济良性发展；有的国家却白白地呆在关贸总协定内一

味地对抗、斗争而耽误了自身经济的开放和发展８。这些足以证明了能否把握

和利用好机遇与挑战的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关系，关键在于自己如何作为。

　　３加快推动入世机遇和挑战从对立走向统一、实现相互转化的动因是行

动，是实践，而不是单纯的什么应对政策、讨论、分析和寻求万无一失的预案。
“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９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

而行动。只有行动和实践，才能把握和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转化关系。我们讨

论了１００年的机遇和挑战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到现在面临的还主要

是挑战、不足和巨大差距呢？关键在于缺少理性的实践、行动，采取工具主义思

维方式处理问题，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字游戏和笔墨官司上了。事实上，多边贸

易机制运转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家或地区大小，还没有哪一个是复关、入世

后因为挑战大于机遇而造成经济崩溃和经济混乱的。看准了就要大胆地试，大

胆地闯，关键是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发展经济。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惧怕挑战；挑战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准备、不行动。最可怕的东西是可

怕本身。

　　４不能误认为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条件都成熟了再入世，就会机遇大于

挑战，实际上单纯的机遇是不存在的，单纯的挑战也不存在。任何事物的发展

所形成的机遇和挑战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统一在事物的整体中的。同

样，没有机遇的挑战和没有挑战的机遇都是不存在的。只有把机遇看作是挑

战，即挑战性机遇；把挑战看作是难得的机遇，即机遇性挑战，才是一个自强不

息的民族应有的态度和眼界１０。正是因为处在发展阶段，处在尚未准备好的阶

段，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才需要挑战所形成的压力、动力和冲击来予以应战，
使其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机遇。如果说中国经济尚在转型和发展

中，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和开放经济体系尚在构建完善中，在此情况下，入世后

面临的压力、冲击和挑战会大一些，严峻一些，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态度；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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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中国准备好、条件成熟后再入世，这无异于一种空想。机遇之所以称为机

遇，正是因为机遇转瞬即逝的珍贵性和不可再获性。因为“入世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起点；入世不是万事大吉，而是百业待兴”。１１我们虽然不能说“让入世的冲

击来得更猛烈些”，但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入世后的征程上，可以经过奋发努力、
励精图治，把由此所产生的外来压力、冲击、不适应、不习惯以及新规则和新意

识等各类挑战转化为推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动

力。基于一套文明的贸易规则、一套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一套比较充分的

国际监督机制，我们可以更好把握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
“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没有外逼，何谈从沉睡中苏醒”。大概就是这个道

理。

　　５如果把机遇等同为利、得，把挑战看作为弊、失的话，那么入世对中国这

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来

讲，对谁有利、对谁是得、对谁是弊、对谁是失，这是公开透明、有目共睹的事情。
很显然，入世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融入世界，对遵守规则、规范市场、完善市

场经济，对依法行政、建立行政法治、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平等关

系，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对

开发民智、发挥民能、关注民生和构建民本，对维护经贸权益、提升参政议政能

力和国际地位等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机遇、最大的利、最大的得；而对遗留的计

划经济、官僚经济、垄断经济和权力经济的利益，对官商结合、权力寻租和暗箱

操作的做法，对外贸、外资的优待、特权；对传统守旧、习惯势力、封建家长式的

落后意识，对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城乡分割和诸侯经济派生的利益，对夜郎自

大、盲目排外的民粹主义等，无疑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弊、最大的失。入世后

的初步实践已说明，我们将逐步得到的是我们早就企盼得到的东西，我们失去

的和将要失去的是我们早该失去和力图通过改革加以改掉和革掉的东西。

三、学会面对而不是应对入世１２

　　置身于入世后的新形势、新环境，只有积极地面对，才能正确地应对。“面

对”的字面意义是直面正视、敢于对待，那么面对入世，就是敢于直面正视和敢

于对待且迎接入世后的新挑战和新任务。这是基于对 ＷＴＯ的性质、特征和职

能以及入世所带来的影响与变化的正确认识与科学判断而形成的一种积极心

态与应变能力。只有这种积极的心态和应变能力才能做出对入世影响的因应

对策，才能有理、有利、有效、有力地制定出应对入世的各项具体措施，而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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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惶惶、谈虎色变，更不是什么作秀和表演。

　　那么，何谓对 ＷＴＯ 这一国际经济俱乐部的正确认识？那就是认识到

ＷＴＯ协议是文明之国家、文明之民族所普遍接受和尊重的一套国际经济贸易

的规范，是各国、各地区经贸交往、互利合作日益加深后赖以遵守的共同纪律，
是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以规则、谈判、折中和市场经

济为基础的国际组织，而不是什么麻烦、异物和洪水猛兽。基于对 ＷＴＯ的这

种认识，对中国入世的进程和影响就会得出科学的判断：中国入世是自主的正

确选择，而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的客观选择，而

不是什么自寻烦恼；是中国建立以法治和开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

然选择，而不是什么节外生枝，多此一举；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制度化桥梁，
而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是中国维护自身经贸权益、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选

择，而不是什么身不由己、走投无路。

　　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反观入世以来的各项应对工作，在充分肯

定成绩的同时，不能不认识到尚存在以下亟待澄清的问题和误区：

　　其一，入世应对是因应对待，而不是应付、对付，更不是什么规避、逃避。应

对的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即按照入世的各项承诺，通过政策、法律的

调整与修改来履行承诺，开放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行政法治，把履行承诺

与市场经济的培育结合起来。至于地方各级政府应对入世的工作，主要体现在

落实中央政府履行各项入世承诺后的实际行动上，而不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搞

什么应对调研、应对报告、应对计划和应对纲领等文字游戏上，重要的是培育市

场、维护市场、依重市场、依靠市场、发展市场，为工商企业的发展、生存与壮大

提供良好、优质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如果地方各级政府通过群众化的运

动，对待入世只是作些表面的文字报告、行动计划，热潮过后束之高阁，这不是

因应对待，而是因潮应付。所以说应对入世的主体应是中央政府履约，地方政

府行动、干活。

　　其二，应对入世的内涵的关键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思维方式与执政观

念的根本转变。如同十六大报告所讲，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

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掉，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性弊端都

要坚决革除。如果基于长期权力本位意识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与执政观念没有

根本转变，没有确立“民贵官轻”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要

想从根本上转变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并走向行政法治之路是不可能的。所谓

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职能转变也只能停留在清理多少内部文件、取消多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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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审批权、修改多少个法律条文、精简多少政府机关人员、撤并多少个部委办局

等治标的层面上。这也是我们２０多年体制改革之后市场化管理比重依然只停

留在５５％上下的水平，尚处在半透明、半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的原因。

　　其三，应对入世的制度保证是建立以法治、企业主体和企业家本位为基础

的市场经济。入世通俗地讲就是“入市”，就是融入了市场机制管理社会经济生

活的主流意识。所以说加快经济体制转型，尽快确立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体

地位，是应对入世的最有效的制度保证和制度举措。无论是行政体制改革，还

是法制构建，也不论是中介组织的完善，还是对外开放措施的制定，都应该毫不

犹豫地围绕着如何培育和建设发达成熟、运转灵活、调控有效的市场经济来进

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信息不对称和人尚不是“超人”的情况

下，市场经济的灵魂远胜过人的灵魂，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远胜过政府

干预的这只看得见的“手”１３。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不重视，甚至怀疑、抵

触，是源于长期以来深受经典的条条框框和本本主义的束缚，而这类对市场经

济的批判、讽刺、控诉不是书本上的，就是道听途说、扭曲捏造的。市场经济的

竞争与效率决定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这样，而不应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十六大召开和入世带来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与时

俱进的春风，全新梳理和澄清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落后观念和守旧意识。
“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

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

梏中解放出来。１４”还市场经济个清白，还市场经济个本来，心无旁骛地回归市场

经济，真正实现“官”（庞大的行政体制）落“市”（市场经济）出，不应再摸石头，只

可大胆地过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长期以来，什么“市场导向改革”，什么“市场趋向改革”，什么“市场化改

革”，什么“市场为基础的改革”，什么“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等表述和

论点，足以看出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不放心。

　　市场经济的构建来不得半点虚伪，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做作，也来

不得半点假冒。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就

是开放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人本经济，不过是在自由化和竞争的度上有量的区

别，但没有质的不同。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客观的、自然的和普适性的规律，
既不能发明，也不能创造，但只有政府过多干预可以扭曲它、破坏它、压制它，甚

至可以暂时地取缔它。在由计划经济向传统的自然经济过渡比由自然经济向

计划经济过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比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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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之难的认识背景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强化宏观调控，不是什么不信任、
不放心，不是什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瞻前顾后，更不是什么防、堵、守和保，
而应是放手大胆地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放手让一切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和资本的能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

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真正营造一个开发民智、发挥民能、调动民资、支持民营、反

映民意和注重民生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创业环境，由权力本位、官本位走向企业

本位、企业家本位。所以说在中国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从

应对入世、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角度，还是从富民强国，奔全面的、高水平的

和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小康社会而言，培育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是

我们改革的目标和目的，而不应简单地在理论上看作是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耐得住寂寞，本着“两个务必”的精神，扎扎实实、认认真真、一步一个脚印地

构建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国现代市场经济。

　　其四，应对入世不单单是为了履行谈判下来的承诺，树立“重诺守信、言行

一致”的形象，不是为了应对而应对，更不是做做样子，摆摆架势，修修补补。应

对入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壮大和发展一大批参与国内外

市场竞争的企业群和企业家队伍，尽快完成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早日

实现由大变强、由穷变富和由富变美的奋斗目标。入世谈判的承诺主要是基于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的成果和现实面临的困难与阻力而谈成的，虽然涉及面比较

广泛，但有些改革开放的内容，特别是经济变化和前进中的诸多方面，不会也不

可能全面涵盖，这就需要我们在履行入世承诺和应对工作过程中有一个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的问题。正如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世界在变化，我们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

断扩展视野，做出新概括。”重要的是因时制宜，因势而变，因条件成熟而推进，
因抓先机而行动，因求发展而敢为天下先，不能本本教条式地受制于入世谈判

承诺的框框而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甚至左右攀比，忘记了“发展是硬道理”，发

展才是真的，发展了是自己的。所以，当前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各项应对工作中，
存在的那种“承诺了就做，没承诺就不做；过渡期到的就实施，过渡期不到的就

不实施；能拖的就拖；能不做就不做；ＷＴＯ涉及的就做，没涉及的就不做；能规

避的就规避，能逃掉的就逃掉，能凑合的就凑合，能应付的就应付”等观点、论调

和做法是极其有害的。这似乎以为是在为人家做的，为人家作嫁衣裳。没有认

识到履行入世承诺，甚至有些条件成熟的提前履行承诺，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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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市场经济和谋求经济发展的目标相吻合的，是为我们的自身利益而履行、而

实施，并非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那些“做”和“实施”、“提前做”和“提前实施”，
有危我们的根本利益，那自然是不能做，不能实施，更不会“提前做”和“提前实

施”了，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业。

　　总而言之，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思想意识的深处，严重影响着

中国多边贸易体制成员身份的到位，制约着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博弈的积极性，
制约着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生存发展的绊脚石，是一个

值得引起重视的战略问题。我们应当从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多边贸易体制，把握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定位，甩掉思想包袱，尽快进入角色，利用多边贸易体制提供

的大好平台加快发展速度，为国民谋取更大福利，尽早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为人

类大同世界的到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节　入世后改革开放与安全关系的战略认识问题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制约着国家其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正因为对改革、开放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认识不清，导致了另一个与 ＷＴＯ相关

的认识误区，形成另一个制约中国在 ＷＴＯ下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改革与开放的辨证互动１５

　　入世应对中，关于改革和开放关系的认识，主要是指如何看待“内因与外

因”、“内力与外力”和“内醒与外逼”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问题。在中国

入世之前，我们认为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国内的体制改革来推动对外

开放，是内部自发自主的体制改革来促动对外开放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外向型经

济的发展，同时在注重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对内搞活，为对外开放事业的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似乎改革占据主动、主导地位，开放处在被动的位置。
这种情况主要是说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然后转向城市改革，先从简单到复杂，
先从非国有到国有，先从外围到核心，走了一条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的增

量改革之路。然后，迫于国内改革深化的需要，必然涉及外贸、外资、技术引进

以及特区、开发区建设等问题，其中包括一些与涉外经济贸易相关的政策法规，
也是改革进行了几年以后陆续出台并加以完善的，而且外贸的地位也逐步由以

往的“调节余缺”、“可有可无”转向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逐步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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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军。所以这个时期是由改革来推动开放，就是先有具体的改革政策、步骤与

法规，然后再推及开放领域。改革在先，开放稍有滞后。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

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改革的步骤和进程，主要沿袭了梯度推进、层级

开放、由点到面的策略，先特区后沿海，然后向中西部推进。

　　在对外层面上，由于不是 ＷＴＯ成员，不仅在海外出口市场上受到各种歧

视性限制，而且在主要双边经贸关系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也常常处于被动

的地位。人家提出什么问题，我们临时准备什么材料进行交涉解答；人家提出

要开放哪个领域，规范哪个行业，我们被迫进行紧急研究、商讨，制定应对方案。
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点零打碎敲，疲于应付，类似于“挤牙膏”。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情况也起到了以外促内、加速国内体制改革的作用，而且有些方面还为中

国入世谈判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入世后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入世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迈

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十六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适应经济全球

化和入世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以开放

促改革和发展。”不仅在工业、农业领域，而且在服务业领域也要进行大规模对

外开放，其中还要涉及政策法规的调整、修改与完善，以及涉外行政管理体制的

制度创新。入世后，我们的对外开放格局将出现５个方面的重大转折：一是由

过去有限范围、局部领域的开放转向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二是由以往以试点、试

验和特区为基础的开放转向 ＷＴＯ框架下的整体推进的对外开放；三是由以往

以计划控制和政府主导型的开放转向以市场经济和民间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四

是由以往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产制造为导向的合资、合作型的经济开放

转向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服务生产导向的股权、产权并购型的多元对外

开放；五是由以往自我单向的对外开放转向按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双向对

外开放１６。对外开放格局出现这５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由改革推动开放迈向

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阶段。

　　由改革推动开放转向开放促改革的新阶段，必须正确对待改革与开放的关

系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不能失之偏颇，陷入误区。在新的发展

阶段，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新论断的主要内涵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和认识：

　　１要真正实现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开放和改革两者间相互推动、相互

影响、相得益彰的目标，必须认识到改革特别是国内行政管理的制度创新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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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的。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成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如果没有内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创

新、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要持续地实现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目标是不可能

的。因为没有了前提，没有了动因，何谈其结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

上，入世谈判中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承诺本身就是国内体制改革的具体步骤，
不过是将其拿来作为入世谈判的承诺和成果而已。这些谈判方案和承诺无一

不是国内各部门之间事先艰苦协调、折中、妥协（除与 ＷＴＯ成员进行谈判外，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谈判”，即笔者提出的“双层谈判”１７）的产物，有些承诺是正

在做的、实施的，有些是国内改革日程上即将要实施的，还有些是将来时机、条

件成熟时再实施的改革步骤。所以从这个意义看，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

革。不能机械地将两者割裂开来，否则会把开放放在第一位，改革次之。这样

会出现改革被动地等待开放压力的误导，似乎改革的任务已是万事大吉，一劳

永逸，好像改革能否深化完全取决于对外开放的行动和效果。这种认识对处在

攻坚阶段的改革进程是极为有害的。

　　２必须认识到 ＷＴＯ不是万能的，ＷＴＯ不是一个超国家、超政府的组织，
不可能凌驾于任何成员政府之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ＷＴＯ归根结底是一个

相对比较松散的、以游戏规则和成员驱动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俱乐部。它既不是

一个自行决策、自行制定规则的权力组织，也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法律强制力（只

具有准司法效力）的“国际法院”。ＷＴＯ就是一个通过成员议事、决策、谈判、折

中、协调以及尊重等手段来施加影响的国际组织。要从国际组织的一般性质来

认识 ＷＴＯ，不能患有完全依靠、依托 ＷＴＯ的幼稚病。说得白一些，ＷＴＯ是一

个为各成员的贸易部长、谈判代表、大使提供协商、磋商和谈判的程序、服务、记

录、文字整理、法律咨询与场所的秘书班子。所以说，ＷＴＯ的构成、作用和职能

发挥及其命运完全取决于成员政府的尊重程度，掌握在各成员政府的手中。

　　基于对 ＷＴＯ的这种认识，再反观我们在入世谈判和后续谈判所作出的一

系列承诺及其实施，虽然这些承诺的履行和实施会受到 ＷＴＯ秘书处特别是

ＷＴＯ主要成员的监督、制约，甚至有时可能是质疑、抱怨和申诉，但履行承诺的

诚意、能力和利益与价值判断始终牢牢掌握在中国的手中，这是包括 ＷＴＯ及

其成员在内的国际经贸社会不容置疑的问题。所以说，能否让开放举措和履行

承诺的实践化为推动国内改革深化的驱动力，并不在于 ＷＴＯ和开放本身，而

在于国内改革进程能否有与之相配套、相呼应的具体步骤，在于改革的思想、观

念和力度，能否对开放事业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反馈，与之并驾齐驱，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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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俱进。否则两者之间出现的脱节越大，矛盾、阻力和障碍就会越大。如果

国内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步伐），严重滞后于开放的速度，那么对

外开放事业的政治、经济风险自然就会越高，其后果很可能是以牺牲开放速度，
来保全国内步履蹒跚的体制改革，甚至会导致开放逆转。这对入世后迈向新阶

段的对外开放格局的构建自然是有害的。

　　３有些国内改革虽然与对外开放有联系，但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例如党

政关系、国有资产管理、财政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城乡统筹和住房制度改革等。
这类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是很难凭借开放和外力完成的，说到底主要靠内生力量

推动制度创新和变迁。所以这类改革只有充分依靠和挖掘内力，构建和培育内

因，外力和外因才能起到催化、助推的作用。

二、开放与安全关系的全新认识１８

　　关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关系的争论，不仅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

程，而且也贯穿了复关入世谈判的全过程。这种情况不足为怪，也没有多少特

别的，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关注开放和安全的关系问题。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

们，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和关税自主的地区政府都会关注、关心开放和安全关系

的平衡，决不会以牺牲经济安全来换取对外开放。开放不是目的，而是在推动

经济发展中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途径。但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先制定一个安全

的框框，来套住对外开放的发展，更不能先通过人为地制造危言耸听、捕风捉影

的舆论，名则维护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实则保全和维护各种既得利益、垄断利

益、传统利益、世袭利益、权利本位利益以及计划经济遗留利益，来抑制对外开

放的扩大和体制改革的深化。

　　安全只有在开放和发展中获得，封闭、落后就无从谈得上经济安全，就更谈

不上国家安全了。并非中国入世本身就带来了不安全，就是中国不入世，同样

存在一个开放和安全的关系平衡问题，除非回到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老路上

去。实际上，“老路上”的安全是内部宣传出来的，人为制造出来的，是一种“鸵

鸟政策”式的自欺欺人的安全，这种安全不仅不稳固，还会不攻自破，内部自行

瓦解。所以说，没有开放的安全是来自封闭的假安全，没有发展的安全是自我

陶醉的暂时安全。就如同建在沙堆上的楼阁，靠不住，也经不起风吹雨打。

　　有些关于开放和安全关系的论点，大多援引墨西哥、东南亚和阿根廷等国

家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作为例证。孰不知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论点颠倒

了内因和外因、内力和外力的哲学关系。事实上，这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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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危机，究其根源还是出在自身的内部制度安排上，不过是外力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试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有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反应

灵敏的预警机制、民主法制健全的政治制度，何惧外力、外因和所谓经济全球化

的推波助澜１９。正所谓“任凭四路来，我只一路去”。更何况“危机”中有机遇！

有些国家不正是由于出现了危机，才得以从根本上解决制度安排上存在的问

题，才能利用危难中出现的机遇而获得了基于市场机理的经济管理制度的新

生。正是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到来，才猝不及防地摧毁了旧体制遗留的各种利益

集团，冲破了各种所谓盘根错节和深层次体制性弊端的束缚和桎梏。

　　很显然，要科学地处理开放和安全的关系，就须对世界大势和大环境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虽然影响和平和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尚不很安宁，
人类正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

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

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

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２０。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

场经济大发展，冲破民族疆域的客观经济规律是不以任何国家、政府和民族的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内在的驱动力在于资本、价值和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所支

撑的趋利本性使然，是经济开放国家、文明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日益加深而共同推动使然。这其中自然有主角、配

角、跑龙套和扛大旗的。如果在经济全球化这幕戏中，不想做旁观者，只能先从

跑龙套做起，通过磨炼、观摩、洗礼、苦练内功，逐步成为主角。当然这并不排除

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永远处在配角、跑龙套的位置。任何时代的竞争从来都是实

力的角逐，关键是自身的修炼。问题不是谁是主角，有几个配角，问题是有没有

优胜劣汰的进化机制，有没有轮流坐庄的均等机遇。

　　基于以上粗线条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开放和安全

的关系平衡：

　　１要学会在开放中寻求经济安全，在扩大开放的实践中寻求安全防范机制

的建立。如果靠缩小开放范围，控制开放内容，甚至脱离开放事业生动活泼的

社会实践，来搞所谓的事先的、理论的、计划的、假定的预防安全机制和措施。
所以，十六大报告强调，“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

因噎废食。在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经贸大循环的过程中，进来几只苍蝇、蚊子

（甚至有时进来几只大苍蝇、大蚊子），无碍大局。面对人心凝聚的力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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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开拓创业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力量，究竟能掀起多大的波澜，其

结果很可能是“飞蛾投火”。我们不妨回忆邓小平两次到深圳特区时，所讲的几

句很有分量的话：“深圳的发展证明，试办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的发展

证明，试办特区的政策是成功的”；“我看是社会主义的”等。

　　２要树立在经济发展中寻求经济安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构建经济

安全预防机制的观念，增强在涉外经济事务中的经济安全意识。只有在经济发

展的实践中构建经济安全机制，才是符合实际的、有效的、起作用的、与时俱进

的。为了经济安全而放慢经济发展，或者以牺牲经济发展去追求绝对的万无一

失的经济安全，这是极不可取的，也是事与愿违的。事实上，经济发展了，国力

增强了，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能力自然会增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维

护经济安全的根本。没有发展，没有创业，没有创新，丧失信心，缺少凝聚力，才

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

　　３开放和安全的关系不是彼此消长的反比例关系，更不是互相替代的关

系，而是一个正比例的关系。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绩已充分证明这

一点。从经济开放和发展是最大的经济安全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不妨援引一份

调查报告。１９８７年世界银行针对４１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了一次有关开放

度和经济发展实绩之间关系的调查分析，其结论是坚定的外向型、经济全面开

放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其经济发展实绩（包括 ＧＤＰ增长

率、实际ＧＤＰ人均增长率、资本产出增长比率以及制造业就业人数比率等）最

好；一般外向型，如巴西、以色列、马来西亚、泰国等经济发展实绩比较好；一般

内向型，如玻利维亚、肯尼亚、菲律宾、墨西哥、南斯拉夫等经济发展实绩一般；
坚定的内向型，如孟加拉、印度、土耳其、苏丹、智利、乌拉圭、赞比亚、朝鲜等经

济发展实绩最差。我们再从该项调研以后的十几年中上述有关国家或地区发

展的实践来看，印度、土耳其、智利和乌拉圭四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陆续由

内向转到外向，其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也证明了开放

和发展与安全的正比例关系。

　　４从开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我们目前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关

的竞争领域。实际上，中国的开放度并没有像一些统计数据所说的那样高，而

且贸易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只是开放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并非是惟一的指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度，其全面意义还应包括经济管理制度、法律制度、外

部经济环境、市场自由度、文化教育体制以及人文社会的软环境等方面。如果

把这些方面包括进去，中国的开放度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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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目前不过是处于起步、扩大阶段，全方位对外开放的

格局仅是在构建、推进之中。所以说，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讲，扩大

开放、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始终还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有些事关安全的问题，如政党建设、国防、外交、动植物和卫生检

疫，以及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非竞争领域，如粮、棉、油、糖、化肥、成品油、原油、
烟草等８大类产品和某些自然垄断的基础能源领域，按照 ＷＴＯ一般例外和安

全例外的规定，并未在入世谈判中提出对外开放的时间表。而且有些问题如政

党建设、意识形态和税收体制（除关税以外）、国防工业和外交政策，也不是

ＷＴＯ所管辖的内容。更何况中国封建、封闭、专制的历史很长，有着深厚的防

外、惧外、排外、斥外的传统和意识，而且还有预防经济安全的天然屏障和遗留

的制度体系，如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意识，严

格的条块分割体系尚未打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尚在转型和依然庞大的国

有经济等。这些天然屏障和遗留的制度安排，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外开

放进程，也对某些人所希冀的那种“经济安全”起到了天然的预防作用。改革开

放的实践也昭示，有形的门打开比较容易，而无形的心扉要敞开则是难上加难。
入世前后出现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激荡、碰撞、摩擦和博弈，也说明了这一点。

　　５要对经济安全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和

量化指标，至今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体系。这就要求

我们在评估经济安全时特别慎重和冷静，不能随意下结论，干扰对外开放事业

和应对入世工作的正常开展２１。入世承诺涉及的与开放相关的经济安全，主要

包括产业安全、市场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有人评价说，入世以来，出口

环境、海外市场环境并未趋好，反而趋坏。主要根据是 ＷＴＯ成员对我出口产

品不仅实施了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特别保障等贸易补救措施，而且还歧视性地

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卫检、动植物检疫、绿色环保以及质量安全等技术性贸易壁

垒，因而贸易争端、摩擦和纠纷日益增多。对此，我们理应采取以牙还牙的贸易

报复措施，加大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立案审查工作，加快构筑中国

自成体系的技术性贸易法规体系。进而认为中国的经济、贸易安全已受到危

及，或面临受到危及的威胁。不能否认，此类说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问题是把

一般性的正常贸易摩擦、纠纷和争端上升到事关经济安全的高度，这就难免有

些片面和言过其实了。更何况对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案子从实际贸易量来

看，无论从何种统计口径，只涉及中国出口总额的很小比例，而且技术性贸易壁

垒大多是海外对我出口产品实施的，何谈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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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理性、冷静地分析贸易摩擦增多的情况，我们应该认识到，摩擦、纠纷

的增多正说明我们正在扩大与世界经济的接触、联系和融合的范围，说明中国

经济发展开始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有了一些影响。不开放，何谈接触；不接

触，何谈碰撞；不交往，何谈摩擦；不贸易，何谈纠纷；不参与，何谈争端；不融入，
何谈影响；不入世，何谈入流；不合作，何谈理解；不发展，何谈安全。现在有一

种误导，似乎一谈 ＷＴＯ，一谈入世应对，就是如何如何规避，如何如何挡堵，如

何如何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似乎 ＷＴＯ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反倾销、反补贴，
这是少见多怪。实际上，反倾销、反补贴作为贸易救济措施，在 ＷＴＯ整个协议

框架内只占一小部分的内容。而且，ＷＴＯ也认为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无论

是从福利经济学，还是竞争政策的角度，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措施，其

在贸易救济领域里的寿命是有时限的，待 ＷＴＯ规范的竞争政策多边协议形成

时，其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国家安全确是一个统帅全局的战略问题，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但是，我们

不能因噎废食，因害怕危及国家安全而停止改革、开放，而要在改革、开放的推

进中实现国家安全，实现建立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强势国家基础上的国家安全。
这就要求我们扩大开放，推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通过多边贸易体

制实现强国梦是变防御性国家安全为进攻性国家安全拐点的基础。改革、开放

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一个战略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三节　中国与 ＷＴＯ法律调适的战略认识问题２２

　　在入世应对工作中，如何妥善处理 ＷＴＯ协议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即中

国法律（包括立法、执法及司法解释）如何对照 ＷＴＯ协议（包括 ＷＴＯ设立法及

其附件协议和作为 ＷＴＯ协议有机组成部分的其他有效文件，包括加入议定

书、部长宣言、谅解和决定等，两个诸边协议除外）和中国的对外承诺，进行相应

的调整（包括修改、废止与增补），并使之与 ＷＴＯ协议相适应，这直接关系到中

国履行 ＷＴＯ义务的能力和享受与之相对应的权利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到

维系 ＷＴＯ成员对中国改革开放信心的重大问题。因为信心事关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对外经济关系的生命。如果国际工商界对中国没有信心，那么贸易要下

降，投资要锐减，开放要萎缩，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无从谈

起。所以，处理与 ＷＴＯ法律调适问题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入世后，中国法律与 ＷＴＯ协议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法律界引起了广泛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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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这些讨论逐步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中国入世是对 ＷＴＯ
协议的全面认可，那么 ＷＴＯ协议就应自动适用（或“直接适用”）中国法律。其

主要依据是中国《民法通则》（还有《民事诉讼法》和《海商法》），明确规定中国法

律与中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有冲突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声明保留的除

外。另一种观点目前居于主流地位，认为 ＷＴＯ协议只能通过国内立法机关的

“转化”（或叫“转承”和“嫁接”），纳入国内法院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其主要依

据是 ＷＴＯ协议属于国际公法范畴，规范的主要是成员的政府行政行为，不能

直接适用国内法律，国内法院也不能直接适用 ＷＴＯ协议所包含的法律规则。
前一种观点可称为“直接适用”论，后一种观点则可相应称为“间接适用”论。

　　笔者凭着自己１３年从事复关入世谈判和长期与 ＷＴＯ交道的实际工作经

历，再看一看多边贸易体制与其缔约方和成员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既不同

意“直接适用”论，也不赞成“间接适用”论。

　　一是两论的大前提不符合国家或地区申请入世的实际情况，并不是 ＷＴＯ
协议如何与成员法律相适应，而是入世后成员法律如何与 ＷＴＯ协议调整适应

的问题。一成员的法律从来都是其他成员挑战和质疑的对象，从来不是 ＷＴＯ
所适应的法律标的。

　　二是两论均不符合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现实，直接适用论类似一种“乌托

邦”式的理想主义，“间接适用”无异于一种“无事生非”的自扰论。

　　三是两论均未能正确、客观地反映并说明成员与 ＷＴＯ在法律层面的基本

关系内涵。事实上既不存在 ＷＴＯ协议自动或直接适用成员内法律的问题，也

不存在把 ＷＴＯ协议“转化”（再次确认）为成员法律的问题，只存在入世后成员

如何根据多、双边谈判谈成的加入条件和议定书与三个减让表中的承诺，使自

己的法律同 ＷＴＯ协议协调、调整与适应的问题。当然那些个别保留、例外、灵

活、豁免以及差别更优惠待遇等方面暂不或不在协调、调整和适应的范围。

　　此外，直接适用论很显然把 ＷＴＯ协议误认为是国际“私”法类条约（这些

条约包括海商、海事、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贸易价格术语等方面，一般应直接适

用国内民事商事法律），甚至把 ＷＴＯ协议说成是“老子法”，成员法律为“儿子

法”（这等于把 ＷＴＯ看作是一个凌驾于成员政府之上的、具有绝对司法效力的

超国家组织）。此论受到法律界的质疑和否定。间接适用论由于崇尚转化嫁

接，似乎比较客观、中庸、平和，有成主流之势。不知道此论为什么坚持中国入

世后非要把 ＷＴＯ协议转化为国内法律，转化为人民法院能直接适用的国内法

律，非要尽其他成员从来没有尽过也没有必要尽的义务？为什么要通过转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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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确认已经通过申请、签署、批准三次确认的 ＷＴＯ法律规范？成员履行 ＷＴＯ
义务，一切是按 ＷＴＯ协议的有关规则、规范和精神来进行的，并非按成员的法

律来进行；再者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是与贸易（包括服务和智慧贸易）政

策、法律制定和实施有关的政府行为所引起的纠纷和争端（并不解决民事、商事

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和争端，这由私法来处理），而且争端解决是按照 ＷＴＯ争

端解决的规则与谅解程序和相关协议进行的，与成员内法律和人民法院基本上

是不相干的。如果人民法院受理了国际贸易的行政案件，而且该案与 ＷＴＯ协

议有关，这类案件的审理如果出现法律适用冲突问题，作为 ＷＴＯ成员，自然会

主动适用 ＷＴＯ相关协议。

　　事实上，国家或地区只要申请入世，说明一开始就基本认可了 ＷＴＯ体制

及其协议的积极性和权威性，这算是第一次确认；通过政府代表最后签署入世

议定书，这是第二次确认；通过议会或国会或立法机关批准入世议定书等一揽

子文件，这等于是对政府前两次行政确认的法律确认，也是对 ＷＴＯ协议的第

三次确认。所以说基于三次正式确认而成为 ＷＴＯ正式成员后，似乎没有必要

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再多此一举进行什么转化，搞第四次确认。正如前面提

及，根据 ＷＴＯ与其成员法律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无论哪一国家或地区入世后，
只存在该成员如何根据谈成的入世条件、议定书和三个减让表的具体规定和

ＷＴＯ协议第１６条的要求，使自己的法律同 ＷＴＯ协议调整适应（或者称为“转

换适应”）的问题。既然是“调整适应”，那就存在一个调整适应的背景，调整适

应的动因，调整适应的原则与内容，调整适应的步骤（如何调整适应）以及调整

适应的结果的问题。这一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一步到位和一蹴而就所能为，而

且调整适应的结果也只能是基本适应而非完全适应。所以笔者在２００１年７月

就提出并坚持“调整适应”论２３。按照调整适应的观点，妥善处理 ＷＴＯ协议与

国内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清调整适应的现实背景

　　背景之一是，ＧＡＴＴ作为组织被 ＷＴＯ所取代，并不意味着１４７个成员的

法律，在无保留、无选择地接受之时，已完全与 ＷＴＯ协议相一致。在 ＷＴＯ取

代前，缔约方与ＧＡＴＴ的法律关系除了 ＧＡＴＴ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要无例外

地临时适应外，第二部分的实质性内容则做了很大的保留，“即在不违背国内现

行立法的最大限度内临时适用”，这就是“祖父条款”（又称“现行立法条款”）。
在ＧＡＴＴ临时适用的４７年中，它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不完善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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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并发挥了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原则中有例外，例外

中有原则”，“灵活实施”等原则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各缔约方在政治

经济体制和价值理念等方面千差万别，甚至变化无常，再者贸易在发展，多边贸

易体制在变化，ＧＡＴＴ不面对现实不行。同时也说明，不论市场经济多么成熟

的缔约方，也不论怎么倡导和奉行贸易自由化的缔约方，其国内现行立法不可

能ＧＡＴＴ完全适应。自然会有许多立法，有的不一致，有的相违背，这样的例

子比比皆是，如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的３０１条款。这种情况到１９９５年１月

ＷＴＯ取代ＧＡＴＴ后，即使各国和地区签署“最后文件”，并在入世时无选择、无

保留（当然 ＷＴＯ附件协议中规定的例外、灵活和差别待遇除外）地一揽子接受

ＷＴＯ协议（两个诸边协议仅适用签字国），并得到各国议会和立法机构的批准

（按照 ＷＴＯ设立协议第１６条４款的规定，已没有“祖父条款”），但这不等于

说，ＷＴＯ各成员法律和政策瞬间就与 ＷＴＯ协议适应一致了。这既不符合实

际，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不用说发展中成员和转型经济成员，就连财力和

ＷＴＯ专业人才雄厚的发达成员也不可能做到，这就是各成员法律与 ＷＴＯ协

议关系的实际情况。

　　背景之二是，ＷＴＯ通过倡导贸易自由化来实现各成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多边经贸关系从“实力基础走向规则基础”。既然是“走向”，那么现实离

“规则基础”的目标尚存较大的距离。实力在 ＷＴＯ活动中依然发挥重要的作

用，大国操纵多边贸易谈判、操纵决策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
实力基础的基础是贸易大国的巨大市场和发达的经济，也就是说发展中成员需

要发达成员的市场远大于发达成员需要发展中成员的市场。

二、正确认识调整适应的法律动因

　　一是认真对待成员政府对 ＷＴＯ的两次确认和立法机关的法律确认，并根

据自己的对外承诺履行 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义务。

　　二是每一成员都有维护 ＷＴＯ体制和规则权威的义务，都有巩固和强化多

边贸易体制的责任。因为近现代史证明，以邻为壑、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外交

哲学和策略只能导致战争和停滞，无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基于共同义务、
共同责任和相互信任、彼此协商的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愿望。

　　三是每一成员的信任、尊重是构筑 ＷＴＯ权威和准司法效力的基础。ＷＴＯ
自身不可能派生出什么决策的权力，也不可能派生出制定规则的权力，它的一

切权力归根结底来源于成员政府，又服务于成员政府。成员信任和尊重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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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与规则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国内法律与 ＷＴＯ协议调整适应。

　　四是调整适应本身符合成员内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合作目标，特别是对那些

正在进行转型和实施市场取向改革的国家或地区，调整适应的动因就更明显和

强烈。因为这不仅可以推动和加速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能够有效遏制利益集团

对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阻挠。此外，主动调整法律可以确保 ＷＴＯ协议在中

国得到有效统一实施，提高履行 ＷＴＯ义务的能力。

　　五是树立负责任国家的形象。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入世，遵守 ＷＴＯ规则

并相应地开放市场，其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大对其他成员就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那么，该成员自然在国际上树立起了遵守通行国际规则和惯例的负责任形象。
负责任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和世界市场上赖以成长与发展的“生命线”。
中国是世界上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履行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条约的历史

记录在国际上一直是好的。

三、明确调整适应的原则与内容

　　一是与国防、外交、意识形态和公共道德等有关的法律不在调整适应的范

围之内。ＷＴＯ协议关于一般例外、安全例外都有明文规定，而且如国防、外交、
人权等领域也不属于多边贸易体制所管辖的领域。

　　二是即便与贸易有关的所得税法律体系和立法机关的抽象立法与司法行

为也不属于多边贸易体制管辖，因而也没有义务和责任进行调整适应。这就是

说，并不是与贸易有关的所有法律都要与 ＷＴＯ协议调整适应。

　　三是属于 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与贸易（服务贸易、智慧贸易）有关的法律如

进出口管理法、贸易法、外资法、海关法、商检与动植卫检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法等才属于对照 ＷＴＯ协议和对外承诺进行调整适应的范畴。

　　四是按照建立 ＷＴＯ设立协议第１６条的规定，申请入世的国家或地区应

无选择、无保留地一揽子接受 ＷＴＯ协议（对 ＷＴＯ１６条设立协议应绝对无选

择、无保留地接受，至于 ＷＴＯ的附件协议，应根据每个协议的例外和灵活规定

来处理），并确保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符合 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义务。这一

规定有两层涵义：第一证明 ＧＡＴＴ原有的“祖父条款”已不复存在；第二说明，
与 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相关的成员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才属于调整适

应的范围，并非要求所有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全部与 ＷＴＯ协议完全一致

才能入世。ＷＴＯ既然取消了“祖父条款”，面对 ＷＴＯ创始成员的许多国内法

律与 ＷＴＯ协议并非协调一致的历史现实，ＷＴＯ各个附件协议中又分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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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些特殊的例外和灵活规定，并针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规定了一些

特殊和差别待遇。依据这些例外、灵活和特殊与差别规定，中国同样可以依据

自己的对外承诺并考虑自身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区分轻重缓急，按照不同的

时间表和过渡期进行分门别类的转换、调整和适应。

四、制定调整适应的步骤

　　关于调整适应的步骤，就是那些与 ＷＴＯ不完全一致的法律、法规和行政

程序应该修改；违背 ＷＴＯ的应该废止；没有的尽快增补，也就是改、废、立的问

题。总起来说就是一个立法工作，具体来讲基本上有四个步骤：

　　一是在清理、清查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和法规以及行政规章进行审查、评

估和判定，那些与 ＷＴＯ协议冲突不大的要进行修改和调整（如知识产权保护

的时间与范围以及三资企业法中的外汇平衡、技术转让要求等要进行修改，后

者已做了修改）；那些与 ＷＴＯ协议明显相冲突的，要废止；那些尚为空白的，要

尽快对照 ＷＴＯ协议的规则进行增补。

　　二是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需要调整、修改和废止

与 ＷＴＯ协议不大一致和相冲突的司法解释。因为立法机关制定的一些法律

若要修改和废止，依照这些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和废止。

　　三是那些属于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带有明显的诸侯经济色彩以保护地方、
部门和垄断利益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直接导致市场和条块分割与不公平竞

争，阻碍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应尽快修改和废除。这一调整适应步骤对建立统

一大市场的意义不容低估。

　　四是加强立法监督和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工作。立法监督就是一套纠正

机制，下级法规有问题，上级机关有权纠正它；上级法律有问题，应由全国人大

代表来行使有关修改、调整和废止的提案权；下级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与上级

政府依法行政行为不一致的，由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来予以纠正。从 ＷＴＯ争

端解决机制和政策审议机制的实际运行来看，大部分的贸易争端都来自成员立

法本身，具体到法律、法规实施过程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因为有“当地救济用尽”
原则的限制，所以关于成员司法与执法的争端与纠纷在 ＷＴＯ中相对较少。不

难看出，加强立法监督与纠正机制，无论对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还是确保 ＷＴＯ
协议的有效实施，避免招惹贸易纠纷与争端，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事实上，这

也是调整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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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实地对待调整适应的法律成果

　　从 ＷＴＯ与其成员关系的发展实践来看，无论一个成员政府的政治意愿有

多么强，权威有多么高，做出多么大的努力，该成员的国内法律不可能与 ＷＴＯ
协议完全或永远一致。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新西兰和欧盟等发

达成员概不例外。经过调整适应，国内法律能达到与 ＷＴＯ协议基本一致的成

员也为数不多。所以说，调整适应和一致永远是一个动态、相对和较为漫长的

过程，很难达到一个终点。如果到了一个圆满的终点，ＷＴＯ存在的必要性也就

不复存在了。

　　“中国经济法将承担着创新经济领域行政许可制度的重任。在面向现代

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中，经济法在功能、内容和效力等方面

都与 ＷＴＯ规则存在密切的契合性。而成熟的经济法也必然是能将 ＷＴＯ规则

与中国实际密切结合、灵活应对的经济管理法律体系。”２４而与 ＷＴＯ法律关系

的调适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现实利益，而且对未来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

要高度重视这个战略问题。

第四节　中国与 ＷＴＯ体制调适的战略认识问题

　　在新形势下，中国既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许多国

家利益已经国际化，要靠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取得。所以，中国经济管理的战略

也要进行调整，关键就是处理好宏观管理与微观搞活的关系以及国内贸易与国

际贸易的关系。

一、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协调２５

　　在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既谈不上什么宏观调控、宏观管理和宏观

经济，更谈不上什么搞活微观基础、发展民营经济。宏观经济调控和微观经济

搞活的关系问题，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

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才浮出了中国经济的水平面。因为在一切都是被计划、
被控制、被统购统销统派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生产单位的产供销、人财物均由中

央直接控制，有的只是中央政策、行政命令、年度计划、五年计划，既不需要宏观

调控，也不存在搞活微观厂商，更谈不上有什么企业法人存在，每一个生产单位

不过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而已。即使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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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系下，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也不过是沿用了“统与

放”的做法，即面对投资饥渴、经济过热是一统就死，面对经济持续下滑是一放

就乱，所以也不是什么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培育建立了１０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依然难

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培育、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先有独立自主的生产

和交易体系，自然、自发地培育无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随着自由市场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再有政府干预的出现以纠正市场机制的偏差，然后再加以完善。
也就是说资本力量在先，行政力量在后，行政力量的存在是为资本力量的发展

铺路筑桥，提供便利和公共服务。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培育、形成和发展则正好

相反，即庞大的行政力量在先，资本力量严重滞后。这就有必要对２５年来一再

强调加强宏观调控的主导思想，作一认真分析。

　　不难发现，中国２５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体系，之所以中国特有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大力实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因

为没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微观管理体系，是因为没有独立自主的企业和以企

业家为本位的社会环境。很显然，没有独立自主的企业，机动灵活地接受宏观

调控的政策信号并作出及时的反应，再系统完备、再威力无比的宏观调控措施

也无济于事。其结果只能是，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忙活着一级一级地向下传

达、贯彻，以会议贯彻会议，以命令贯彻命令，以政策贯彻政策，等轮到法人和自

然人去接受、反应、反馈时，不仅大大滞后，走了样，而且反应不反应、反馈不反

馈都是一个样。所以说，针对中国目前转型发展的经济环境，要加强的不是什

么宏观调控，要加强的是尽快铲除条块分割和行业主管所产生的众多的宏观经

济政策与信号的“二传手”（也就是诸多“婆婆”）；要盘活的不单纯是国有经济，
要盘活的是整个微观经济，即真正的企业群２６。只要有了能自主接受市场信号

的微观企业，接受合理、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信号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我

们天然具有管人财物的特殊禀赋，要建立发达成熟、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不能说易如反掌，至少是顺理成章。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是有没有一大批

充满生机活力、创业创新的企业群。

　　再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群，宏观调控调谁、控谁都没了对象，剩下的

只是些散兵游勇的、无财无力的自然人。所以说，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中国，现在暂时放一放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为了明天建立真正的宏观调

控体系。省出时间、集中精力、万众一心，搞活微观经济、盘活民营经济，激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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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活力、营造创业环境，尽快建立起有规模的大、中、小关联的企业群。有了真

正的企业群，不光培育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同时也就自然有了承担某些中观管

理的中介组织。这才是入世后认真分析和妥善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关系

的正确理念和态度，也是应对好入世的最具现实意义的基础性工作。事实上，
笔者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初，在驻美使馆经商处工作期间，就对比着美国政府与

企业的和谐关系，提出了“在中国目前没有宏观调控的问题，只有一个微观经济

如何搞活的问题”的观点。２７

　　这里不是为了论证笔者１０多年前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客观性，因为我们与

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在某些方面不具有多少可比性，但另外为从中琢

磨点什么，汲取点什么，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

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

理经验的角度，我们不妨粗线条地分析一下美国政府是如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和搞活微观经济的。
（一）美国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

　　１美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美国是一个经济自由度很高的社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全部资源的配

置）中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但它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

一切问题。由于垄断、公共产品和外部不经济影响等因素的存在，仅凭市场经

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除此之外，对于经济总量问

题，市场经济有时也无能为力，所以政府还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某些重要的宏

观调控作用。

　　美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目标有四个，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和

经济增长。但因为这四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政府只是力图采取各

种宏观调控政策，来平抑经济发展的波动，以寻求四个目标的最佳结合点，并将

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本降至最低。纵观美国经济发展史，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

的基本上是以以上四个目标为主，只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的宏观调控

政策不同，调控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２美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

　　美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经济政策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

段。

　　首先是经济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价格政

策。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影响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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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这是美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目标在于调节社会

总需求以影响国民收入、就业和物价等经济总量指标的水平。当社会总需求不

足、失业增加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商品和劳务的政府采购和政

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来增加政府支出，并减低税收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制止经

济衰退和失业。当社会上出现需求过度、价格水平持续上升时，就采取紧缩性

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抑制总需求，以解决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所

以财政政策被形象地称为“逆风向调节”。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既定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来调节

信贷和利率水平，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从

１９３３年罗斯福新政开始）里，美国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财政政策上，将货

币政策作为补充。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执政后，货币政策才受到充分的重

视，与财政政策一起在经济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内容是联邦储备系统

通过调节货币供给，从而影响利率的变动来调节总需求。当总支出不足、失业

增加时，央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总支出，以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当

总支出过多、物价持续上涨时，央行通过减少货币供给来抑制总支出，以解决通

货膨胀和经济过热问题。美国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保持较高的就业率，提

高收入水平，保持物价稳定，保持适当的利率水平；短期目标在于稳定货币。为

实现货币政策的目的，采取的主要手段有：

　　（１）公开市场业务。指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以增加或减

少商业银行储备金的一种手段。

　　（２）贴现率。央行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必须以商业银行的商业票据或政府债

券作担保。通常把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叫做贴现率。央行的贴现

率的变动是货币当局给银行界和公众的重要信号，贴现率下降表示货币当局要

扩大货币和信贷供给，贴现率上升表示货币当局要收缩货币和信贷供给。

　　（３）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储备金对存款的比例，央行通过

法律规定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最高限和最低限，央行通过控制各州银行存款准备

金的数额，来控制经济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和信用供给。

　　收入政策是指政府为了降低一般价格水平上升速度，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

制性的限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影响或控制价格、货币工资和

其他收入的增长率，是政府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措施以外的另一种调节手段。通

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货币政策和价格、工资水平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如当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时，往往会造成通货膨胀



第九章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调整适应 ＷＴＯ的战略选择

２３３　　

　的压力，而通货膨胀又会进一步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这时政策的效

果就要大打折扣，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因此，政府在实施扩张性财政货

币政策时，往往用收入政策来抑制货币工资和价格的上升，以提高财政货币政

策的实施效果。

　　价格政策是市场经济中主要的信息载体。在市场机制下，价格机制体现了

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的本质，价格既具有提供经济信息的功能，又是市场主体

利润的来源。因此，价格机制既是协调决策的机制，又是分配经济资源的机制，
它影响着人们收入的分配和宏观资源的配置。要正常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要

求价格反映的信息必须准确，不应扭曲，能够向每个市场参与者表明他面临的

各种机会、各种制约因素和行为的可能后果。否则，价格机制的扭曲可能破坏

资源的最优配置，引起经济资源的浪费。所以，除了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实行过

价格控制，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做过为期９０天的价格和工资管

制外，一般不对价格进行限制。但为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某些特殊行

业和个别产品，美国政府会颁布一些价格管制的措施和法令，如为了稳定农业

生产，调节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实行农产品支持价格。

　　其次是法律手段，主要是指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需要一套健

全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美国是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
用法律来规范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是美国的一贯传统，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

活动方面起重要的作用。美国的经济立法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调整和处

理国家经济关系方面的法律，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的经济职责，从法律上

赋予政府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广泛的权利。二是调整和处理企业之间关系的

法律，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限制市场垄断。三是调整劳资关系的

法律，对最低工资、最高工时、限制雇佣童工和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做了规

定。四是保障社会利益的法律，旨在保证社会的整体均衡利益，使市场经济能

够在一个协调的环境中运行。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正常

运行，也使政府的监督和调控得以实现。

　　最后是行政手段，这是对法律手段的重要补充。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

政治制度，政府、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要通过一项法律所以进

展非常缓慢。而行政政策的制定不需要烦琐的程序，通常也不受立法和司法部

门的制约，具有很强灵活性，可以弥补法律调节手段的不足之处。如美国政府

在谢尔曼法通过约２５年后开始意识到单靠法律手段来调控反竞争行为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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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必须用行政监督作为加强法律的力量，这条路线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法律

手段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如时间上的滞后性和范围上的局限性，所以，
政府的行政干预手段得到了市场参与主体的认可。为预先知道其行为是否违

法，企业家们赞同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ＴＣ），来指明其活动是否合法。当然，
政府在颁布行政命令干预经济之前，还须倾听各种利益集团的意见，以达到干

预的最佳效果。

　　３美国宏观调控的演变发展

　　在自由竞争时期，虽然美国政府奉行的是不干预政策，但是当出现与制度

弊端或制度供给相连的问题时，或者经济个体很难解决或不愿直接出面解决的

问题时，政府便会介入经济活动，直接进行干预。当时政府的干预没有系统性

和长期性，但这种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推动作用。当时美国宏观调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发展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文化条件，并且

利用科技进步来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利用教育完善劳动力素质。

　　（２）介入劳资纠纷的处理。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确保经济运行不致停顿，美

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警察和军队压制罢工，以保护雇主阶层的利益，使社会投

资不致下滑。全国各州从税收、对资源的利用、法律和投资等方面给予投资者

诸多优惠措施，借以发展当地经济。

　　（３）对银行业的管理。从１８４０年到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取消了对全国

银行业的监督管理。因此，地方银行业日益繁荣。但进入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

后，货币制度和银行资金往来业务显现了新的高度复杂性，银行经营分散性和

不稳定性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于１８６３年将国家银行法

令上升为国家法律，１８６４年又对该法令进行了修正。这是银行业管理的一项重

大改进。当时美国政府已开始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比如采取紧缩政策抑制

需求过度膨胀，对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４当代美国宏观调控的新发展

　　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导致经济波动，并且导致阶级矛盾逐步激化，既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也引

发了社会动乱，尤其是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当时，急需一种

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并为摆脱危机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诞

生为美国政府全面系统干预经济提供了新的依据。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

张，美国政府建立了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根据美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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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同阶段和美国宏观调控的不同侧重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
美国政府转变了政府调控的政策，由过去的放任自流开始对经济实行调控。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成立了诸多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管理机构，开始系统地利

用宏观调节来引导市场运转。这些机构一方面分析经济形势，另一方面实施宏

观调控，提出了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的思路，实现了对国民经济

的有限干预。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美国宏观经济

调控的目标一直是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相机抉

择”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总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时，采取赤字财政和

通胀型货币政策，解决需求和就业不足问题；当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时，则采取

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通胀与失业之间

有相互替代关系，只要通过合理的需求管理政策，就能够把失业率保持在自然

失业率水平（５％～５５％），把ＧＤＰ保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２５％）。这套政策

组合虽然保证了美国经济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稳定增长，却无法解决美国

生产率增长缓慢、竞争力日益低下的供给问题。由于政府干预扰乱了经济内在

稳定机制，到６０年代末和整个７０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通胀与失业的相

互替代关系消失了。

　　第三阶段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里根政府的经济调控措施。８０年代初期，
美国宏观调控的重点从扩大有效需求转向了反通胀，同时实施了由需求管理政

策向供给管理政策的转变，即由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信条转向促进生产力增

长，加快供给结构调整。为此，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包括：大

幅度调减税赋，改变高税赋对生产、投资和消费者产生的激励机制扭曲，使劳动

者、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税后收入用于储蓄、资本积累和长期消费，从而刺激

私人投资和消费大幅度上升，使供给与需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协调增长；大幅

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人们对政府公共支出的依赖，在公平和效率的政策

导向上向效率倾斜；对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对象，扩大市场竞争机制

的作用范围，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效率；政府增加对研究与开发投入和国

防投资，促进军用高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鼓励技术创新和扩散，为高技术产业

发展提供创新基础和创业环境；学习日本扶持出口的政策，从贸易立法和贸易

规则制定等方面鼓励出口，打开国外市场；确定以技术领先产业为核心的竞争

力提升战略。这一系列供给管理措施奠定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的整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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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

　　第四阶段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境地，尽管政府采用了多种措施，效果仍不理想。自

１９９２年克林顿上台后，推行克林顿经济学，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对过度干

预，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不仅考虑总量平衡，更为注意对结构的调整。在克

林顿政府执政的８年期间，始终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主攻方

向，把降低失业率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货币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坚决反对

通货膨胀，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加强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协调，将科技

工作重点从军用转向民用，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

业，并提出了“以技术促经济”的美国新科技政策。克林顿政府强化外贸政策，
前所未有地把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对外贸易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地位，制定了

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并对外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第五阶段是当前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布什入主白宫

后立即提出了１６２００亿美元的１０年减税计划。国会最终批准了１３５００亿美元

的１０年减税方案。布什减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并将继续出现巨额预算盈

余。据国会预算管理办公室估计，今后１０年美国联邦预算盈余将高达５６０００亿

美元。布什政府实施减税政策的目标是增加纳税者可支配资金，从而刺激消

费，拉动需求，使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５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协调关系

　　现代企业从１８４０年以后开始在美国出现，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达到其成

熟期。现代企业组织的最初形式是个体小企业 ，在这种小公司中，所有者同时

又是经理，在作出经营决策时，只对其本人负责，这种单一持有者的产权的特性

只适合于独自经营的小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企

业会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发展下去，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竞争力强的企业规模

逐渐发展壮大，逐渐发展成为大型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现代企业最普遍的组织形

式，并且导致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现代股份公司仍保留着企业作为市场

经济系统基本单位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趋利性，它仍是一个在经济性原则驾驭

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形态。但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又有其

新的属性，传统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已经逐步让位于“适度利润目标”，即经

理阶层用自己的目标取代了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

费用、通过创新追求长期最大利益和稳定成长作为现代企业的宗旨２８。而且，随

着企业生产的外部成本的存在和增加，传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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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社会责任客观地融入了现代企业目标序列之中。

　　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企业，现代工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胞、经济

系统的基本单位，对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美国新经济之所以兴起，其中美国现代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

用。美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协调主要体现在：

　　（１）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必须要有一个对于市场

参与者来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即市场活动的所有企业、个人能够以平等的

身份进行竞争。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是不可能实现

的，但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按

照一般均衡理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任何产业

获得的超额利润不可能长期存在，通过市场上各主体的自由竞争，从而使各产

业的利润率趋于相等，最终实现经济的均衡。所以，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环境是竞争机制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才可以保证各市场主体

自由进入和退出，从而避免市场垄断的产生和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提高市场

的运行效率，并且对各市场竞争主体形成一定的约束。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一

直在它的制度范围内，尽量维持公平竞争，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如实行统一税

制、税率；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法规，防止某些利

益集团形成垄断，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２）大力增加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是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中重点扶持的对象和中心环节，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高新技术工业的强大支撑。据统计，１９９４年

高新技术工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２４２％。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包括新材料、
生物工程、航天航空等高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尤其是在计算机及其网络化方

面，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信息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经济领域，信息化

程度大大提高。高新技术工业的长足发展，使美国占据了２１世纪国际竞争起

跑线的有利位置。新一轮有关休闲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培育和发展中，很

可能在今后几年内兴起。

　　（３）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企业的创新与重组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美国企业采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

各传统产业部门（如钢铁、汽车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及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其产

品性能和生产工艺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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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其竞争力。另外，政府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企业掀起了２０世纪以来的第四次（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和

第五次（１９９３年至今）兼并浪潮。在这两次兼并浪潮中，热点行业有航空、通讯、
交通、国防工业等各个部门。兼并联合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甩掉了许多赢

利欠佳的企业，进一步增加了美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美国宏观经济结构的调

整为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使美国企业成功地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了

调整。与此同时，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宏观管理环境。政府放松管制有利于企业

组织制度的创新，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掀起的企业并购浪潮使得企业之间的合

作更加密切，企业组织更加灵活，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推动了经济

增长。

　　（４）注重培育政府与企业的和谐关系

　　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基本上扮

演企业的“守夜人”，企业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主角，政府对企业的发展不进

行直接管理，而是为企业的发展扫清障碍，必要的时候还会加以适当的扶持。
政府与企业的和谐关系的建立首先表现在相互重视和相互影响。一方面，政府

的某些行为如政府支出、采购、转移性支付、补贴、贷款、税收与管制政策，都会

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运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通

过金融和财政手段以及立法，为企业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主要是在反托拉斯、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控制、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以及强制

性的公民健康保险、劳动安全保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另一方面，企业也非常

关心政府的政策变化，争取参与、影响政府决策。由于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来监

督企业的活动，有关规定一经通过，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所以企业特别是一些大

公司都十分重视参与国会的立法活动，并派出专门代表到华盛顿设立办事处，
进行有关法律草案的研究与游说活动，包括评估某一法案的通过、修改或否决

对本企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议员提出或更改某

一法案，影响某一法案的通过。由于在立法过程中，允许不同利益集团进行游

说、陈诉、相互影响、斗争和妥协，国会最终通过的法律一般都能兼顾各方利益，
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连续性。与此同时，政府与

企业的和谐关系则体现为相互制衡、相互依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以往收税

与纳税、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正向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关系转化。政府和企

业在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各负其责。政府对企业采取平等相待的原则，把

经济发展的具体决策权与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权留给企业。由于企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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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如全球经济竞争、科技发展、劳动就业和能源供应

等，企业更加主动积极地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居民和

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关系。以往在企业的目标序列中，盈利是其惟一的目标，
如今处理好社会关系成为企业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在政府的各项政策

中，经济任务占据首要位置，国家对外竞争也迫切需要企业提高竞争力，从而提

高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目标上的一致性使得双方相互依存，在行动上更容易

找到共同点。

　　（５）大力发展教育产业，为企业发展输送大量高素质人才

　　美国的教育体系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的层次，对受

教育者培养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但这些不同层次的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

和原则，即要培养具有开拓性、能适应社会、有竞争力的人。美国的教育同社会

实践紧密相连，反映社会实践的最新成果，所以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和适

应能力强的劳动者。另外，美国政府一直把积极吸引国外科技、管理、经营等各

方面人才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较大数量的优秀的各类外国人才的引进，进一步

增强了美国的竞争力，是使美国能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也是美国企业具

有高度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中，有两个不变的东西：一是企业的相对自由特

性保持不变。私人资本作为积累主体，具有对自身资本的自主权，即私人资本

经营过程中获取的利润再转化成资本，是由私人资本根据企业盈利前景或企业

发展前景自由决定的，不受国家的制约。二是政府在经济竞争中主要扮演裁判

员的角色，这一点始终没有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的作用范围

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美国遵守的原则是，政府只在个人力量和市场力量所达

不到的领域起作用，而绝不是相反，由个人和市场力量来补充政府管不住的地

方。
（二）美国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基于以上对美国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关系的综述与分析，面对中国转型发

展的环境，我们应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１发达、完善、系统的调控体系的建立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

来的，应该先有独立自主的企业和市场，后有宏观调控，而不是相反。这样宏观

调控才是连接美国政府意图和市场运作关系的纽带，它基本上能够保证宏观经

济运行在长期内不致偏离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不是只单纯为某一部分人的利

益服务。对于市场和企业来说，美国政府更像是市场和企业的守夜人，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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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对他们的行为起到应有的协调和监督作用，并使企业和市场按照客观的

规律来遵守游戏规则，保证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

　　２宏观调控的方式与手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体制来影响经济

过程。国家作为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不应直接控制经济过程，政府的一切干

预行为应限于外部条件，并且以公民认可的方式进行。如通过制定相应的法

规、法律规范市场秩序，以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活动中有法可依、有则

可循，知道自己的行为范围和手段利用边界，明白在市场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

的义务。政府对市场竞争起到监督作用，确保市场竞争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

进行，减少市场自发竞争的负效应；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３从政府与市场、企业和谐关系上确定宏观调控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发

育程度的不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也应有所不同。
在市场化的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应发挥“拐杖”的作用，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

发展；在市场化得到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调控职能和范围应逐步转换，调

控的侧重点和调控方式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是为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创造外部环境和条件。无论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变化，经济运行始终坚持了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损害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因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

能和经济政策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以国家发挥作用的机理必须与市

场经济内在的客观规律和法则相吻合，政府才能发挥正确的干预作用，否则政

府与市场的功能发生冲突，会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和市场秩序的紊乱２９。当前，
“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民收支平衡作为宏观经济调

控的主要目标”。３０

　　中国入世后，不光是各产业面临激烈的竞争，政府职能也需要按照 ＷＴＯ
的规则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中国要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主导力

量，除了要加强对外经贸往来，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更重要的是与国际经

济规则接轨，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政府职能的界定等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加以

清理、修改、完善并使之调整适应。尤应指出的是，我们面对的不是经济的自由

放任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无序和痛苦，而是计划经济治理下的宏观微观交汇、
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条块分割以及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过细的长期束缚。因

此，对中国来说，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清理各种不合理的隶属关系，打破条

块分割，实现城乡统筹，在入世后按照国际规范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
重塑政府的有限职能以及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和谐关系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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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可持续性。

二、内需驱动与外需拉动主次关系的配合３１

　　关于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不仅仅是涉及到谁为主、谁为次的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触及到一些指导或主导思想与观点的转变问题。近几年来，我们虽然一再

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还是投入到了如何扩

大出口、完成出口指标等上面去了。因为出口指标的完成不仅关系到各级地方

政府负责人的政绩，而且也事关地方政府的开放形象。事实上，扩大内需只是

中央政府关心，而地方政府依然故我地重视完成出口任务、出口创汇，扩大内需

的方针政策缺少实施机构和力度，所以大部分只停留在文字或口头上。

　　５年来一直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从扩大内需的

作用看，效果和力度是有限的。原因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偏重于国债资金的

投放，没有税收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缺乏以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与之配合，反而

出现了国债投放量的逐年递增和效应的逐年递减，既造成了经济增长率的提

升，越来越依赖于国债投放量的增加，同时也减弱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

的实绩，致使经济布局、产业结构、区域布局、二元经济结构以及重复建设等结

构性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固化、僵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宣传“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扩大一份出

口，就创来一份外汇，拓展一份海外市场，减轻一份国内市场的压力”；“进出口

贸易不再是调节余缺，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主导思想。在改

革开放的头十年，这些思想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刚从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摆

脱出来，忽然认识到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

全面推开，严重的二元经济和落后的产业结构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和稳定增长的新瓶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越来越凸现

出通过结构调整，来培育内需、启动内需、发展内需和扩大内需，以驱动国民经

济发展。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

立足点。”这不等于说扩大外需就不重要了，但不能忘记的是内需，特别是广大

农村、农民、农业的需求，是中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动力，是确保惠及绝大

多数人的发展而不是贫困化增长的第一前提条件。而且，过分依赖外贸、外资

和基建投资的国民经济高增长是难以为继和不可持续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几年外贸出口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和出口创汇（而不

是出口创效益）对外汇储备增长的贡献的情况，就不难发现一些观念亟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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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问题亟待妥善解决。

　　２００５年中国外贸出口突破了７５００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０％，对国民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６％。这两个比率在世界大国经济中都是最高的，这“两

个最高”反映出以下三个问题：

　　（１）作为一个有１３亿人口的经济大国，其内需的驱动力是弱之又弱，国内

市场的有效需求（投资和消费需求）存在严重不足。这不仅说明中国离一个经

济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结果是作为一个净出口大国，在国际上说话的分

量是有限的（你需要的是人家的市场，你是卖主），而且也证明我们实行的扩大

内需的方针政策尚未落到实处。

　　（２）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外贸出口出现滑坡，这对国民经济的健康

发展势将带来严重影响，易受制于人。

　　（３）我们对外开放的内涵依然局限在外贸出口增长比率的高低上，尚未转

向基于经济管理体制、法制构建和人文环境等的整体对外开放。而且对“两个

市场”的整合，也停留在文字的理解上，尚未认识到位。既然入世后国内市场成

为国际市场，世界市场成为国内市场，那么占领了国内市场不就是占领了世界

市场，难道自己家门口的市场不占领，等待实现“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引外

资”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不成？难道非要把产品装上船远渡重洋，运到鹿

特丹、长滩才算是出口？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采购风起云涌的今天，
“产品离开了厂门就是离开了国门”。

　　至于出口创汇对外汇储备贡献率的急剧增加，说明的问题更为严峻。

　　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加一直是从正面来讲的。官方外汇储备２００５年底

达到８１９９亿美元，超过中国ＧＤＰ的一半还多。日本当年的外汇储备是９０００亿

美元，相当于ＧＤＰ的１１％。从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讲，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谓全世

界第一。假定人民币足够坚挺，似乎找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维持这么高的外汇

储备。另外，２００５年外汇储备的增量是２０８９亿美元，相当于银行２００５年新增

基础货币的１２０％，也就是说，２００５年外汇储备的增长完全由人民银行的货币

政策统起来了。为了维持这么高的外汇储备，央行被迫买进外汇，买进就要投

放人民币，投放的人民币如果超过市场需要量，则只好通过市场进行反向操作，
如卖出国债、金融债券等，把多余的流动性人民币吸收回来。这就使得人民银

行的货币操作出现问题，导致货币政策出现严重支持外贸出口创汇而不是出口

创效益的倾向，对扩大内需、驱动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再者，２０８９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量相当于２００５年中国ＧＤＰ增量的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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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我们一年辛辛苦苦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成绩，都为海外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去

了，用到国内需求的部分只有１０％。换句话说，创造的国民财富并未能用于提

高我们本国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外贸出口的增长和外汇

储备的增加，只是一些数字和符号而已。纸币表现的财富不是真正的财富，只

有进入生产和消费流通，才算是真正的财富。

　　所以说，那种把一味扩大出口、提高所谓的贸易依存度，看作是树立对外开

放形象和应对入世的有效举措的做法，无疑是一种误导。扩大内需的驱动力，
建立庞大的、有较强自我循环能力的国内市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

来说，是根本的根本。这同以往奉行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完

全不同的。

　　另外，面对几年来持续低迷的需求市场、困扰的通货紧缩和低水平的生产

过剩，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我们坚持了５年的、注重需求管理的财政、货币和价

格政策，类似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措施。中国持续几年有效需求不

足的内在原因，不是缺少消费的愿望，更不是缺少投资的欲望，而是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税收结构、金融体制、资本市场、社保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严重滞后，是

生产、供应出现了严重问题，是缺少了一大批开拓创业、自主创新和适应市场竞

争的微观企业家。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如果要加强、要调整的话，需要加强的

是生产供应管理政策，重要的是搞活微观经济；需要调整的是由需求管理转向

供应管理，重要的是调整产业、产品结构。

　　入世以来，中国无论在宏观层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开放的扩大、涉

外经济法律体系的调整适应方面，还是在中微观层面中介组织的建立、企业改

革与企业主体的确立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外贸与外资的

优良实绩也有力地支持了入世的积极效应。２００５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高达

１４２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６４５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超过８０００亿美元。这

些成果既是我们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客观规律必然性的成分，一定程度上客

观规律作用在取得这些成果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当然这一比重是难以用数理模

型加以量化的）。如果冷静、客观地分析入世后的这些阶段性成果与积极影响，
事实上对一个有着２７年转型发展经验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入世所带来的成果

与影响本来就是目前这个样，而不应该是另一个样；若是另一个样，不是牵强附

会，就是机械地用“利与弊”、“机遇与挑战”形而上学地分析出来的；或者还是入

世前在不知道 ＷＴＯ为何物时闭门造车地预言出来的。

　　现在虽说入世不算长，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入世影响的真正内涵。正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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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人所言“下结论有些为时尚早”，但入世前的那些危言耸听、语重心长和耳

提面命的忠言，现在看来难免有捕风捉影、“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当

然，对 ＷＴＯ这一多边贸易体系、游戏规则，无论其理念、意识还是原则、规范，
均远离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理念与原则，如果思维方式不转变，观念不更新，
分析方式不创新，即使我们的思维、理念、方式再前卫、超前，也难以对入世的影

响有一个客观、辩证的认识，并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我们的超前、前卫并没有

脱离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无法跳出我们所置身的文化板块和传统思维

定式。

　　在一个历经２５００多年小农经济意识充斥的封建社会、饱经１００多年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内忧外患和武装斗争以及４０多年计划经济束缚而传统文化底蕴丰

厚的土壤里，我们接受起核算、效益、利润、回报、竞争、市场、厂商、民营、财富以

及透明度、非歧视、法人治理、资本市场、民生民本、和谐共赢、产权保护、民贵官

轻、国际规范、行政法治、民主政治、自由贸易、全球化与一体化等具有经济与社

会人文普适性的概念和名词，是多么不容易，诚然不堪回首。这也难怪，复关入

世谈判历经１５年，复关入世的利弊得失之争也历经１５年，且尚在继续。正所

谓狼来之说、布满鲜花的陷阱之言、入美国人的世之意、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之

见、照样发展论、让步牺牲论、主权丧失论、应付入世论、入世超前论、雪上加霜

论、自寻烦恼论、上当入套论、另辟蹊径论、入世时髦论、自主改革论、利弊得失

论和机遇挑战论以及双刃剑之说等不一而是，充斥了国人的耳目，填满了大小

报刊。时至今日这些洋洋洒洒的论点其影响依然故我，时有泛起，这不能不对

正常的入世应对工作产生一些干扰和消极影响。为了正确认识和面对入世后

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尽快转变思维方式与观念定式，真正做到发展要有

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和各项应对工作要有新举措，在今后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扎扎实实地做好应对入世的工作，在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

博弈与较量中，我们必须本着共赢性博弈的理念，认真妥善地处理好面对（入

世）与应对（入世）、权利与义务、改革和开放、开放与安全、内需（驱动）与外需

（拉动）、ＷＴＯ协议与国内法、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机遇与挑战、区域与多

边以及中学与西学十方面的重要关系，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

第五节　入世后涉外谈判体制改革的战略认识问题

　　中国的复关入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通过谈判获得多边贸易体制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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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已经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合法成员，以后还要面对许多多边贸易体制

下的谈判，如何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情况适时优化自己的涉外谈判体制，为

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共赢性博弈，提供良好的制度性谈判条件，是当

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深刻体现了“双重博弈”理论，其必将在今后

的国际谈判中得到运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际谈判的成败和谈判协议对谈

判方造成的得失。鉴于国际谈判具有双重博弈的性质，以及以 ＷＴＯ正式成员

的身份参加当前举步维艰的 ＷＴＯ新千年第一轮多边回合谈判———多哈回合，
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更好地在此轮回合谈判中发挥“参政议政”和利

用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促进国内改革开放进程和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健

康和持续发展。

　　１入世后中国代表团参加 ＷＴＯ各项谈判所制定的原则、立场、具体方案

应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应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工商

界。脱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了解企业家的关切、关注和利益所在，为谈判

而谈判，为原则而原则，甚至为斗争而斗争，那么中国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

极影响就要大打折扣，而且造成各项提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是谈判

代表与中国的工商界密切相连，得到相对稳定和明确的国内“获胜集合”，实现

良性互动，就需要政府和企业间建立起运作灵敏、反应迅速、急企业之所急、想

企业之所想的规范而成熟的行业协会，使行业协会成为企业与政府联络与沟通

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并为参加 ＷＴＯ各项谈判提供第一手的基础事实和资料，
从而在准确把握国内“获胜集团”的基础上，准确无误和有的放矢地制定出适合

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界利益的谈判立场和方案，以使第一层次博弈顺利达成均

衡和切实维护我方利益。

　　２对谈判对手提出的开价、谈判过程中形成的初步共识或达成的初步协议

应及时对国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布，组织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或以“听

证会”形式进行研讨，以确定其合理和需改进之处，以便最终谈判成果可以在国

内得到顺利批准和贯彻实施，以避免第二层次博弈对第一层次博弈成果的否

定、谈判徒劳无功或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不可挽救之消极影响等局面的出现，
避免只重事后评价、不重事前分析的不良习惯。如在中美入世谈判过程中，美

国为了平息国内反对势力的声音，争取国会议员的支持，重构自己的“获胜集

合”，美国机构和官员曾不断公布、透露谈判的进程。为了使美国国会通过中美

入世协议，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美国谈判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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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取国会成员的意见，充分考虑了国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力争达成的协议

不仅使代表团感到有巨大经济价值，亦使国会议员和广大民众感到满意。

　　３在谈判的同时，应根据预计谈判的结果，积极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市场开

放和各种经济政策、法规的修订，以使国内了解自身对谈判结果的可承受度，并

科学地依据经验做出成本—收益分析，重构国内的“获胜集合”。避免国人只根

据自身想像来评价谈判协议造成的冲击、对其心存恐惧的心理，使国人能正确

地认识、分析和评价协议将会造成的影响。如在对中美协议具体内容的获知

上，中美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多数国人在很长时期内对其只有“模糊”
概念；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在中美签署双边协议一小时后即发布了协议的提

要，在尔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谈判代表亦披露了有关内容。

　　４积极对外国相关利益团体进行游说，以对外国谈判方的国内“获胜集合”
进行有利于我方的重构，从而使达成的协议有利于我方，保证我方能顺利批准

和贯彻执行之。如在保障措施争端案中，对于涉案产品为投入品的下游厂商或

消费者进行游说就可能有效改变国外谈判者的国内“获胜集合”，从而使最终磋

商、谈判结果朝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转变。此外，利用保障措施的报复性条款亦

是重构外国“获胜集合”的有效手段之一。如在中日农产品争端中，中国针对日

本对我部分农产品实施紧急保障措施，使我损失６０亿日元的情况，就日本具有

比较优势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１００％惩罚性关税，使其出口损失约６００亿日

元，从而重构了日本国内的“获胜集合”，使双边争端以日本取消紧急保障措施

告终。

　　５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要注意增效性问题连接（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ＩｓｓｕｅＬｉｎｋａｇｅ）
在一起的可能性，即一博弈谈判桌上的棋着可能促成另一博弈谈判桌上意想不

到的联盟，并运用其改变谈判对手的偏好，以重构其国内“获胜集合”，使谈判进

展有利于我方，因为国际压力在国内具有潜在的反响。在国际贸易谈判和磋商

中，应积极寻求跨国联盟，如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中被称为“第三方”的相关

利益方。寻求国际联盟可以加大对贸易摩擦国的国际压力，特别是加大贸易报

复的国际威胁，从而迫使其改变偏好，使摩擦解决有利于我方。

　　６由于中国现行经济决策和贸易谈判代表授权机制存在诸多弊端，使得

１５年复关入世谈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外谈判（第一层次博弈）
要比对内与各个权力部门和主管部门协调（第二层次博弈）容易得多。无论是

短暂的中美双边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谈判，还是中欧双边纺织品谈判、复关入世

多边谈判，每个主管部门派中层官员参加组团，往往不是积极配合谈判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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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对外谈判，而是起一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和拼命维护自己部门权力和利益

的作用，进而忽视国家整体利益，使得国内“获胜集合”变化不定和谈判代表在

谈判过程中难以坚持既定策略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最终使得国际谈判旷日持

久、空耗精力，即第二层次博弈严重干扰、阻碍了第一层次博弈均衡结果的达

成。为了改变中国“挤牙膏”式、零打碎敲的谈判授权机制，对外实行统一谈判

和交涉，又能充分反映各行业、各产业和工商企业家的利益和要求，中国需建立

“总理贸易代表制”。总理贸易代表在享有总理充分授权的同时，还必须和经济

决策咨询委员会、农牧渔生产商协会、制造商协会、服务业协会等建立规范的制

度化联系，以便使对外谈判、对外交涉、对外磋商和对外争端解决建立在坚实、
稳固的工商企业界基础上，确保总理贸易代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并最终建立

起一整套对涉外经济贸易问题（单边、双边、多边）迅速做出反应并能统一对外

交涉和谈判的机制和规则化、制度化的“合理超脱、公平反应、综合平衡、客观建

议、及时决策”的快速协调咨询机制，真正使国际谈判的双重博弈互动、互促和

共赢。

　　总之，中国面对变化的内外环境，要依据双重博弈原理，适时调整自己的涉

外谈判体制，为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六节　入世后区域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

　　　　战略认识问题３２

　　中国现在已经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同时又面临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考

验，如何选择应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战略问题。

　　这里所说的区域和多边的关系，主要是旨在基于对区域经济合作和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以及各

成员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为“互补性竞争”的关系的同时，如何解决好中国入世后

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前面提

及，笔者早在１９９５年基于对多边贸易体制演变、发展和区域经济集团风起云涌

的形势的跟踪和分析，提出了“互补性竞争”的观点，即 ＷＴＯ和区域集团在推

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是一种互促互容、相得益彰、相辅相

成的关系。其核心不是一种你输我赢、相互替代也不是一种竞争大于互补或互

补大于竞争的“彼此消长”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促动竞争、竞争充实互补、动态

发展和相互转化的协同共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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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认识，当时进而提出了在全力加快入世谈判的同时，也要积极参

与亚太经济合作，并尽快倡导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性观点。对中国所

处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而言，绝对不能顾此失彼，“按下葫芦又起瓢”。在中国

入世后的今天，重提如何妥善处理参与区域合作和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不仅不多余，反而更具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环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欧盟东扩取得实质性成

功，由过去１５国增至２５国；囊括３５个国家和地区的美洲（或西半球）自由贸易

区（ＡＦＴＡ）已显雏形，而惟独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和内容均大大滞后。
尤应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入欧盟的１０国以及即将构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中美

洲与南美洲３２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包括其产业结构、产品结

构和出口结构，均与中国相类似。这就说明，这些新加入国和地区的出口产品

会借助于区域内市场准入的优惠条件而挤占中国在西欧和北美两大出口市场

上的份额，贸易转移和替代效应会异常明显。这是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贸

易战略问题。１９９４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伊始，中国输美和加拿大的纺织品

与服装贸易因墨西哥的替代效应而出现大幅度下滑，致使中国苏南和浙江地区

大量出口型中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企业改制与

改革大大拖后的局面。这一类情况能否在今后避免重演似应引起足够重视。

　　２亚洲地区虽有东盟、亚太经济合作、亚欧对话合作机制、南亚、区域合作

“１０＋１”和“１０＋３”以及大湄公河流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的新老模

式，但细细分析，除了东盟的自由贸易化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外，其他区域合作大

部分尚停留在讨论、协商、谈判、沟通信息和增进了解的非实质性合作阶段，甚

至有的像南亚区域合作几十年来已名存实亡，形同摆设。由于亚洲地区的历

史、政治、文化、宗教、习俗和地缘利益的特殊性，致使国家、地区之间很难形成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凝聚力、协同力和包容度，缺乏加快推动本地区区

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而且还往往受制于外来因素和外来力量的干扰。近两

年来，特别是面对中国入世后的新形势、新影响，包括中国、日本和东盟１０国在

内的国家政府出现了加快本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意愿，谈判步伐提速，社

会舆论也趋积极。但由于历史、战争、边界所遗留的诸多难题，加之经济发展水

平和就业结构不是参差不齐、相差悬殊，就是替代雷同、相差无几，缺少微观经

济的驱动力，致使“１０＋１”和“１０＋３”的谈判进程不仅坎坷、曲折，而且充满诸多

变数。再看看亚太经济合作的１５年历程，虽然在外交、贸易、财政、教育、电信

等部门的部长会议和１９９３年以来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年一度、热热闹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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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诚然增进了了解和信任，加强了交流和沟通，形成了一系列的部长和领导

人声明，合作进程从谈原则走向了谈自由化的内容，从区域贸易自由化到部门

优先自由化，从单边行动计划到集体行动方案，从经济、贸易到社会、政治问题，
可谓是色彩纷呈、形式多样、包罗万象。但如果冷静、务实地分析１５年来的

ＡＰＥＣ，除了１９９６年马尼拉的苏比克会议上，就信息技术产品贸易自由化所作

的领导人声明，后来成为推动同年１２月新加坡 ＷＴＯ首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信

息技术协议（ＩＴＡ）的政治基础以外，似乎还找不出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经

济、贸易与投资的区域合作成果。直至今日，ＡＰＥＣ尚未列入 ＷＴＯ的１６８个区

域经济合作协议的清单，就足以说明了它的合作进程依然保留在探讨、谈判的

初始阶段，远未符合 ＷＴＯ有关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基本要求，就更不用说“关税

同盟”的基本条件了。ＡＰＥＣ这种合作模式、合作现状以及由非亚洲国家主导

的做法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３３。

　　３基于以上对亚洲区域合作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在 ＷＴＯ１４７个

成员中，是少数几个未参加具有实质性成果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员之一。这种

情况如果在中国入世后持续存在，其弊端日益凸现：

　　（１）除了单纯靠 ＷＴＯ协议作为外力来推动国内改革深化和开放扩大以

外，起码少了一层区域经济合作所形成的以外促内的推动力。

　　（２）制约中国在 ＷＴＯ框架中参政议政的力度和深度，特别是在一些事关

中国和东亚切身利益的谈判领域，我们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同盟成员，只能单

枪匹马、孤军奋战，成功的概率极低。

　　（３）我们缺了一个解决国际经济贸易问题的区域机制，少了一个缓冲、防御

地带，只能由双边关系直接进入 ＷＴＯ的多边争端解决程序，就更谈不上构建

一个经济贸易上的地区安保机制，这自然会使我们直接就暴露给 ＷＴＯ，毫无遮

拦、一览无余。

　　（４）中国作为亚洲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在推动本地区区域合作方面都

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就很难在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

　　（５）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大国在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中都难以有所作为，
更不用说其他国家或地区了。这样就会在亚洲产生离心力，造成诸多亚洲国家

采取“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战略，从亚洲以外寻求其他大国的支持，并依附

于这些非亚洲大国，甚至会留下权力的真空，让日本这样的大国逐步坐大，并成

为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导力量。从以往的历史看，这实际上是亚洲国家

或地区不愿看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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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如果中国长期不参与主导属于自己可控的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具有

实质性成果的区域经济合作，单纯局限在 ＡＰＥＣ和亚欧对话合作机制中，势将

面临被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边际化、边缘化和外围化的危险。

　　４中国单纯依托 ＷＴＯ的多边合作机制，并不能解决一些双边和地区多边

中的难题。因为 ＷＴＯ有１４７个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利益关注领域各异，
易受某些大国操纵，很多方面自然出现众口难调、谈而无果、久拖不决的情况。
至于依托 ＷＴＯ来解决中国所关心的某些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问题，也将异常

困难，更不用说来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难题。中日双边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

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事关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东亚地区如果没有规

范、成熟和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逐步实现区域内的紧密型经济合作，并从

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再从共同市场逐步走向经济货币联盟，达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区域合作新阶段，要从根本上解决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难题，消除隔

阂与猜疑，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当今日本政坛越来越由战后出生的务

实、右倾意识浓厚的新生代所掌握的情况下，单纯靠政治外交，而没有建设性的

经济商务外交作基础，中日关系的走向更不容乐观。无论人与人、集团与集团，
还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没有深厚密切、牢不可破的经济利益来

维系，所谓的和平与和谐关系只是空中楼阁，是靠不住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因

为“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惧”。情同手足的英美关系、欧盟合作中的新型法德

关系以及北美区域合作中的美墨紧密合作关系，就足以说明经济贸易合作特别

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

　　总之，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夹击，中国要慎重选择自

己的应对之策，不能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而要双管齐下，以国际利益的最大化

为优化标准，既有利于人类整体的经济一体化，又要得到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实

惠。

第七节　中国与 ＷＴＯ文化调适的战略认识问题３４

　　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文明的进步，都是建立于相应

的文化更新和积累的基础上。所以，民族文化更新和积累的速度，将决定人类

经济文明进步的速度”。３５这种“软权力和硬权力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

使它的权力在别的国家眼里看来是正当的，它在实现预期愿望时阻力会更小

些。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吸引人的，其他国家就会更愿意跟随。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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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惯例，那么这种国际惯例就不太可能改变。如

果它可以建立一系列的使其他国家希望开辟或限制它们的行为的组织，并且这

种方式是占主导地位国家所希望的，硬权力运作的巨大成本就会被节省”。３６

　　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文化是

一个行为的主流文化意识，通过影响国民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对国家的整体

行为产生作用。所以，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战略文化因从行为的源头上制约其

行为而变得十分重要，中国的战略文化源远流长，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与军事文

化的综合体，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商业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加入多边贸易

体制意味着中国战略文化转型进入国家建设的战略视野，即需要战略转型。

　　从１９８６年７月中国提出复关申请以来，围绕着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以及

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影响展开了一场场经久不衰的大讨论，可谓是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其讨论的核心就是复关入世所带来的市场开放、体制改革对中

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造成什么样的变迁，会给我们的

发展环境、建设环境、创业环境以及日常生活形成何种深层次的影响。虽说这

些大讨论夹杂一些片面的认识，甚至一些不准确、不客观的议论，但正是这种百

家争鸣式的思想与观念的冲撞、激荡，使我们逐步廓清了对复关入世复杂影响

的认识，逐步理清了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安全的辩证关系，越来越提升了对市场

经济意义的认识水准，并在全社会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依法行

政和政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舆论监督。一些先进的

西方文明理念如“公开透明”、“权力回归权力母体”、“民生民本”、“人权私权”、
“人的全面发展”、“财产财富”、“创业创新”、“理性和谐”、“双赢共赢”、“规则意

识”、“互补性竞争”等也逐步被政府认可，并频频见诸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以

及主流媒体。

　　以上这些讨论与争鸣所涉及的文明理念与先进思想，也在悄无声息、潜

移默化地撞击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甚至还在

改变着我们的日常文化与生活习俗。这种撞击和影响是无形的，也是最深刻

的，它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远远超出了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取消、国有企业改

制、服务业和农业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体制与法制改革和调整等所

带来的影响。所以入世在带来有形的门（市场）开放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无形

的心扉（思想观念）对外开放。入世启动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征程，同

时也引发了一场有关学习和普及 ＷＴＯ规则、国际规范以及市场经济、法治经

济和开放经济一般规律的启蒙教育，这其中体现着某种意义上的思想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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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

　　所谓“启蒙”，从历史发展和字面意义两方面来讲，是通过开启民智、启发理

性、相信科学和民主、减少懵懂、摆脱愚昧、冲破封建意识和宗教神学的桎梏和

统治。由此可见，在转型发展阶段的中国，光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光有市

场的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没有先进文化的复兴和思想的启蒙，就

谈不上经济振兴、民族强盛和富民强国。“民智不开，什么制度也无济于事”（严

复）。人只有把人当作人来认识，社会、民生才能发展，才能进步。人的灵魂、意

识、观念和思维如果不是现代的，一切的改革、发展、进步和现代化都将举步维

艰。十六大报告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伟大之点，就在于它充满着

与时俱进地贴近生活、关注实际、尊重实践、亲近民生、关怀民本、重视发展、鼓

励创业、保护财富、惠及百姓、构建和谐、开辟“四新”、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人本主

义的理性光辉，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这也从侧面

说明我们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日益走向成熟、务实、理性，并在经典思想上

回顾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理想描述的本来，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

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自由人的全面发

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本质和目标。

　　关于中学和西学关系的讨论，始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初期。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鸦片贸易，打开了中国几千年封闭起来搞建设的国

门。相继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震惊了清政府，但未震醒四万万

国人。早期受西方文明理念影响的思想家们开始以译介、办学和讲学的方式传

播西方文明学说中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从而引发了

一场有关中国文明学说和西方文明学说谁为主的大讨论。

　　另外，在１８４２年８月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署后的２０多年中，其他西方

列强看到英帝国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而纷起效尤，相继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

列名目繁多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一定程度上震醒了朝廷中

的达官贵人。这才开始使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从务虚走向务实，提出了

“师夷之技以制夷”的口号，以学习和引进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为突破口，来兴

办洋务。

　　但洋务运动的兴办主要从抵御列强入侵、维护封建王朝、重新确立天朝帝

国权威的工具主义出发而进行的，流行的主流官方意识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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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用”的“体用”之说。到了甲午海战，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一周之内被东临

的蕞尔小国日本全线击垮，一败涂地，清政府继而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
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不光震惊了朝廷，也开始惊醒某些国人，
如梦初醒地认识到“地球本是浑圆物，中国并不在中央”的现实，而且“师夷之技

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也受到了怀疑：连一个东瀛小国都制不了，何谈要制服当时

已工业化了几百年的西方列强。

　　这样以来，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进而继续并走向深入。“维新变

法、变法图强”的思想开始时兴，最终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出现。“百日维新”
虽以失败而终，但这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涉及体制创

新和制度创新的维新变法运动。从此之后，一些近代西学中的文明理念如民

权、民主、天赋人权、平等、博爱、自由、权力制衡、君主立宪和共和行政等开始

传入中国。而且中国传统文明中“民贵君轻”的思想也重新提出，这为后来的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

舆论基础。

　　但辛亥革命的胜利主要体现在形式上，它虽推翻了２０００多年封建王朝

循环往复、一代复制一代的帝王将相体制，但并未触及封建社会的根本———
封建意识与封建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具有明显的思想启蒙的性

质，它倡导“民主与科学”，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国门，力主反对封建思想、
封建文化和封建意识，高唱“人本主义”、“科学与民主”和“人性解放”的主旋

律，打破“君权神授”的思想羁绊。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不公平分赃和救亡图存的危难，致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走向了一场政治

运动，承担了似乎不应承担的历史使命，造成“思想启蒙”的曙光转瞬即逝。
从此以后，出现了长时间的中学与西学关系讨论的断层。相继出现的是军阀

混战、８年抗战、３年解放战争、２年保家卫国、２７年阶级斗争为纲与“文化大

革命”。故而半个多世纪（１９１９～１９７８年）的社会演变与进化的主旋律是暴

力革命、武装斗争、阶级对抗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时期只有中学为体，
何谈什么西学，更谈不上西学为用了。什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
法学、人口学等，统统被取缔，不留痕迹，像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样被割掉铲

除了。

　　历史的年轮到了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江南岸。当我们打开国

门，站在东方文明的岸边，面对着已汹涌澎湃了几个世纪和正在汹涌澎湃的西

方国家的制度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面对着海洋为魂的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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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文明的持久生命力，我们不禁心潮起伏，望洋兴叹，“我们大大地落后了”。
兴叹之余，改革开放事业果敢推进和兴起，从而又引发了沉寂半个多世纪的中

学与西学关系的大讨论，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真理标准”为开端的

思想解放运动。由于闭关锁国、封建落后的时间过于久远，面对改革开放事业

的迅猛发展，一时间什么“计划经济不坚持就是丢了老祖宗”；“开放放进了苍

蝇、蚊子，放进了精神污染，放进了自由化”；什么“多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

本主义”；“多一份民营，就少一块社会主义的阵地”；以及“姓社姓资”和“市场

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等极左思潮沉渣泛起，“体用”之说依然是主流意识，
对待西学所蕴涵的市场经济文明理念不仅戴着有色眼镜，而且抱着根深蒂固

的偏见和排外意识。只有到了１９９２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

方发表讲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少一点，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

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是要

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这无疑是冲

破中国现时的一切思想桎梏和理论禁区的战斗檄文。没有发展着的眼光和世

界的视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宽阔胸怀，要形成这样客观、理性

地对待西方市场经济文明成果的科学态度，似乎是不可能的。南方谈话的核

心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思想基础，使我们

真正睁大眼睛，摘掉有色眼镜，以客观、冷静、求实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明学说

和价值理念。所以追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史，不管那些

有识的早期思想家，还是后期的满腹西学经纶的国学大师，真正让国人睁眼看

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的思想与国学大师，不是别人，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

　　正是邓小平的那句“社会主义有市场”与“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文明成果”
的英明论断，才使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长达８年的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

答疑划上了一个句号，进而步入了有关市场开放、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谈判阶段。
１５年复关入世谈判不光是简单地为获得 ＷＴＯ成员资格的谈判，更为重要的是

两种文明、两种理念、相互冲撞、相互激荡、彼此融合、博弈共赢的广泛深刻而又

持久的一个教育过程。１５年艰辛谈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赖以睁眼看清西方文

明，看懂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看明西方价值理念的高而稳、位置好的暸望台。因

为没有这样一个涉及面广、涵盖内容深、持续时间长的入世谈判，仅凭礼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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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访、拜会、寒暄和外交辞令，我们是难以拉下脸子，抹下面子，铺下身子，宠辱

不惊、摸爬滚打地与发达贸易大国进行上下周旋、博弈较量、讨价还价、唇枪舌

剑、磋商谈判、折中妥协，甚至有时是剑拔弩张、刀光剑影，并最终达成一个平衡

共赢的协议，由此把中国从经济上纳入了国际社会。

　　基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和“一切文明成果”的英明论断以及１５年复

关入世谈判的碰撞、融合与发展的学习与教育过程，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

体，适时地倡导“四个如何认识”的讨论，继而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
使我们进一步摆正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根本上把握了“两学”的内在联

系，比较准确地界定了西学的科学内涵，揭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神秘面纱。
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吸取外国

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我们入世

之后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围绕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一切有益的管理、协调和建设文明成果，提供了重

要的指导思想。

　　１入世后我们所说的西学主要界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文明成果领域，一

部分是指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以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文明成

果。从人类历史的演变来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和经

济一体化，即政经合一，国家政治对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无孔不入地渗透，阻

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过程，这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政治

民主化的进程，因此，社会陷于长期的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实

现了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进程，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

展和人类文明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超经济强制为自由竞争所取代，自然经

济、封建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人类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汇成

一支庞大的自由劳动者大军；资本积累的巨大能力冲破了狭隘的封建社会结

构，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

和交换都成为世界性的，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渗透和竞争的局面。伴随

这一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把政治管理职能交给国家，而国家把经济职能归还

给社会３７。马克思认为，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国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

过程，它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在培育和构

建的市场经济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社会民主和政治进步的文明成

果。以等价交换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创造了民主政治赖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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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使资本主义用自由、平等、博

爱代替了“君权神授”和等级特权，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人道主义、个性解

放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代替了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学统治，从而推动了与这

种经济思想相适应的政治民主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

由市场经济思想，彻底冲垮了封建专制政治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系束缚，创造

了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广阔空间，建立在经济平等和经济自由基础上的政治

平等与民主自由构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正如马克

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其

历史的必然性。”

　　２入世后我们从西学中大胆吸收和借鉴文明成果，应主要集中在当代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围绕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所形成的反映社会化大生

产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

　　一是生产力发展方面，如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发展的波动性

减小，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力大大下降；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

化，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新兴产业不断

涌现，并成为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生产方式与金融业态和新

增长点层出不穷，现代物流、期货交易、技术交易、产权交易、衍生股票以及跨国

采购大大润滑了经济发展，丰富了财富积累的内涵；股权并购、产权并购、功能

并购等新的投资和企业重组方式应运而生；就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等等。

　　二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在坚持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

财产所有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出现了资本的社会化、职工化和国际化的趋势；采

取形式多样的调整和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集团与阶级矛盾的措施；在坚持按资、
按要素分配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减税减息、轻徭薄赋的税制改革，对收

入分配政策进行较大调整；等等。

　　三是上层建筑的精简协调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本着国家与社

会、政治与经济二元化发展的理念，注重确定政府与社会、市场与企业的平等关

系；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纠正市场经济的失偏，而不是直接去干预破坏市

场经济的机理和运行基础，充分相信市场，依托市场，维护市场，市场机制能协

调的政府绝不干预；市场机制无法或无力或难以协调的领域政府绝不推诿，用

于填空、补缺，进而建立以企业为本位和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小政府、大社会

和多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极大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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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盲目性、投机性、外部性和波动性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市场经济的

微观基础，激活了民间的创业创新精神，从而使其由古典市场经济形态进入了

现代市场经济形态的新经济阶段。３８

　　３从入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是一个系统、深刻和全

面的梳理和修理过程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从西学中大胆吸收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重点集中在 ＷＴＯ这一庞大的法律体系中。事实上，中国既然是 ＷＴＯ的成员，
就应自觉地按 ＷＴＯ的理念、规则来处理我们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否

认，以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战后由美英倡议发

起成立而逐步走向成熟完善的，其理念、规范、规则以及其运作基础和议事程序

大多根植于主要发达贸易大国的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和开放经济发展的社会实

践，来源于欧美的拿破仑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美国贸易法等。入世后，我们必

须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胸怀和态度来对待 ＷＴＯ
协议，不能因为 ＷＴＯ根植于西方文明体系，而像以往那样将它定性为“帝国主

义赖以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效工

具”，是“富人俱乐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再糊涂、再功利也绝对不能

加入这样一个“俱乐部”。其实，ＷＴＯ所倡导的一些规则和理念，如“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统一管理；市场开放，企业本位；减少干预，市场主体；灵活

例外，合理保障”以及“协商一致、协调折中”等都是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长期

积累和创造的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不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更不是哪个民

族的。

　　４在摆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

成果的同时，自然会有人担心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认为这样大胆

地吸收和借鉴，这样快地对外开放，这样多地吸引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这样密

切地进行科技文化交流，这样迅速地构建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将会制约中国

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张扬，冲垮我们的价值规范和既有思维，有走向经济和文化

殖民化的趋势。这种担心有其可谅性，但缺少客观性。如果对中华民族大一统

文化的对外交流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担心有些杞人忧天。试想成吉思汗

和努尔哈赤各统治汉民族数百年，最终结果依然是汉文化洁身自好、岿然不动，
均把异族文化同化掉了。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是先进的、有

生命力的文化和适应社会变迁的伦理习俗，自然会得到传承、张扬和光大，被淘

汰、淹没的无非是那些腐朽、落后的文化、习俗和意识。“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

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立足于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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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３９

　　中华文明中的中庸周全、和而不同、修身齐家、家族仁爱、仁义道德、无为而

治、民贵君轻、和睦和谐、重义轻利、重本（农业）轻末（商业）、杀身成仁、劫富济

贫、精忠报国、大智若愚以及位卑未敢忘忧国等思想道德和哲学思维，如果能大

胆地吸收和借鉴西学中的新文明因子来重铸、构建推动 “中学”走向现代化、国

际化、世界化、全球化和文明化的路径，那么，在新的历史时代定会释放出持久

不衰的生命力，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进而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文明

典范的伟大使命。

　　国民要生存，人类要进步，文明要发展，中国战略文化要借助多边贸易体制

的助力实现在自己优秀成果基础上的后发跃迁，根据自己面临的环境实现战略

转型，为尽快取得综合国力的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注释：

　　１刘光溪．全面理解 ＷＴＯ［Ｊ］．瞭望，２００１，１８：３－９．
　　２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Ｍ］．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１９９８：７５－８１．
　　３刘光溪．入世对 ＷＴＯ发展中成员利益格局的影响［Ｊ］．国际内参，２０００，１．
　　４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ｋ，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ｔｅ，２００２：１４２．
　　５刘光溪．从复关到入世———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大步骤［Ｎ］．国际商报，１９９９，１１
（２１）．
　　６刘光溪．风物长宜放眼量———入世周年话发展［Ｊ］．求是，２００３，８：３５－３６．
　　７艾博特．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６．
　　８ＳｕｐａｃｈａｉＰａｎｉｔｃｈｐａｋｄｉｋ，Ｍａｒｋ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ｔｅ２００２：４８－４９．
　　９艾博特．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１３．
　　１０刘光溪．当前应对入世的新形势及存在的问题［Ｊ］．国际内参，２００２，５；刘光溪．入世：
加快电信业开放与发展的挑战性机遇［Ｊ］．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０２，４：１－１２．
　　１１刘光溪．关于中国入世的基本战略考虑和认识［Ｊ］．ＷＴＯ动态与研究，２００１，８．
　　１２刘光溪．学会面对入世［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
　　１３ＦＡＨａｙｅｋ．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Ｓｅｒｆｏｍ［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ｅｏｒｇ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ｏｎｓ，１９４４：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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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１１：１３．
　　１５刘光溪．入世：政策与实务［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１６－２３．
　　１６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Ｌａｒｄ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Ｉ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ｕｐＵＫ，２００４：１２７－１２８．
　　１７刘光溪．关于中国入世的基本战略考虑与认识［Ｊ］．ＷＴＯ动态与研究，２００１，８．
　　１８刘光溪．碰撞、融合、发展———亲历１３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思索［Ｍ］．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２，２．
　　１９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Ｔｈｅ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Ｗｏｒｋ［Ｍ］．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９０－９１．
　　２０艾博特．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４５．
　　２１刘光溪．入世：政策与实务［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４３－８４．
　　２２刘光溪．中国法律与 ＷＴＯ协议的“调整适应”［Ｊ］．法学论坛，２００２，１７：２７－３０．
　　２３刘光溪．碰撞、融合、发展———亲历１３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思索［Ｍ］．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２，２．
　　２４程信和，霍阳．浅论中国经济法与 ＷＴＯ规则的契合［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

７５．
　　２５刘光溪．他山之石———ＷＴＯ成员应对入世的实践及经验［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３．
　　２６刘光溪．建立与 ＷＴＯ规则相适应的宏观经济决策机制［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０２，３：４－７．
　　２７刘光溪．美国贸易管理体制与中国进出口体制之比较［Ｊ］．外经贸调研，１９９２，８．
　　２８ＲｏｂｅｒｔＢＲｅｉｃｈ．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ａ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Ｗｏｒｌｄ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２００２：３７－３８．
　　２９刘光溪．入世与政府职能的战略转变［Ｊ］．发展论坛，２００２，１：２８－２９．
　　３０艾博特．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２７．
　　３１刘光溪．中国经济开放度是否过大［Ｊ］．中国外资，１９９８，１１：３５－３６．
　　３２刘光溪．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
绪论．
　　３３刘光溪．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动态及中国因应策略［Ｊ］．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０３，２：１－
１０．
　　３４刘光溪．碰撞、融合、发展———亲历１３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思索［Ｍ］．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２，２．
　　３５陈荣耀．富国论———文化选择与制度创新［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
　　３６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Ｆａｌｌ１９９０：１６７．



共赢性博弈论

２６０　　

　 　　３７ＲｏｂｅｒｔＢＲｅｉｃｈ．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ａ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Ｗｏｒｌｄ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２００２：１１９－１３６．
　　３８刘光溪．入世后的行政法治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Ｊ］．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３，５：１０－１６．
　　３９艾博特．世界贸易体制下的中国［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３８．



第十章　入世过渡期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

　　　　　　　　　　

２６１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择择择择择择择择

　　对中国来讲，入世不仅意味着加入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更大程度上意味着

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国家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实际上这也意味着，
国际贸易主体的改造和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改变是一个浩大繁杂的系统工程。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必须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并做出新的定位，因为每个国家的

发展战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要体现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要求，都要体现国

家拥有的战略资源，适应自己的经济体制，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战略问题，完成国

家在某个时期所面临的战略任务。本章拟基于共赢性博弈之论点，对入世过渡

期后中国和平发展与外交博弈的战略选择进行探讨。

第一节　战略的基本内容

一、战略的基本内涵

　　“战略”一词最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军事实践而产生的１，对其内涵的阐

述多是从军事的角度进行的。中国古代的书籍记载中，直接应用战略一词的也

不少，但符合战略内涵的概念多以“方略”的名目出现，就其根本的含义来讲，更

是如此，如在《孙子兵法》中就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

论述。西方文明则更注重于逻辑，注重从事物内在联系的角度论述战略。在西

方文明的发展史中，战略概念最早产生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较为发达的地中海

地区２，而比较全面的论述多出现在近代以后。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为了

战争的目的而运用于战斗的学问。”３ 利德尔·哈特认为：“战略是分配和运用军

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４ 通过把战略概念扩展到军事领域以外，大战



共赢性博弈论

２６２　　

　 略的概念随即产生。“所谓大战略—高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管理一个

国家或一组国家的全部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５ 把大战略思想进一步

延伸就形成国家总体战略，即“协调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工具”。６ 这样，国家

政策的三个方面———对外政策、经济政策和古典意义上的军事战略，是在同一

个框架之内运作，任何国家或一组国家为自己确立的目标都必须与这三个领域

相一致。简而言之，这些目标必须在一个统一概念指导下，而这就是“大战略”
所要表达的意思。７

　　所以，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现代战略观的逻辑包含以下几个依次深入的内

容：第一，战略是关系全局的指导方针；第二，战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第

三，战略的实现必须以实力和资源为条件；第四，战略是一种艺术和科学。也就

是说，战略就是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和目标的艺术和科学。８ 作

为一种总体思想，“战略是在综合考虑国家长期生存利益需求、国际形势和国内

局势动向及国家力量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国家如何运转所作的筹

划。其精髓在于它是对国家全局性事务的筹划”。９

二、战略目标的基本选择

　　就战略目标选择来讲，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条件，表现为由这

个条件所决定的国家需求，主要包括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内容。但是，国家都生

活在国际环境之中，随着自己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的紧迫需求也会变化。
比如，战争临近时，安全就成为首要需求；和平时期，发展就上升为第一位的需

求。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国家就要制定相应的计划，把需求转化为某个时期

的战略任务，这些体现了自己需求变化的战略任务就是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目

标。

　　其次，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国家虽然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但是，这个

最大化的需求还不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因为国家虽然有需求，但是，由于受到

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的限制，国家无法实现这些需求，那么，国家只能缩小自己

的期望值。这种建立在自己实力和资源基础上的需求，才是可以实现的真实需

求，即现实的国家需求，这个需求的转化形式才能构成国家的战略目标。也就

是说，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考虑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的限制。实力和资源不

仅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实现的支撑，还是国家战略目标理性化的依据。国家实

力和战略资源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支柱，没有它的支撑，任何国家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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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现实的空想。

　　再次，国际环境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制因素制约着国家战略目标的选

择。国际社会有许多国家，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目标相同的

情况下就存在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冲突和竞争现象。所以，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受到其他国家以及竞争性公共资源的限制，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考虑国际环境

对自己的要求。

三、国家战略制定的基本内容

　　国家战略的制定实际上包括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国家战略步骤的确定、
国家战略资源的配置、国家战略执行的策略选择等四步。

　　第一，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在国家战略资源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目

标与战略资源均衡。在国际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家战略目标进行产出投入

比较分析和可行性分析，最终确定国家战略资源能够支撑的、国际环境约束较

小的、最大限度满足国家需求的目标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时，在综合平衡的

基础上，确定国家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国家战略目标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和难

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家战略成功的关键是保证重点，攻克难点。所以，国家一

定要找出自己战略中的重点环节，并在战略资源配置上进行倾斜，其他环节上

做出战略配合，保证国家战略重点的实现。另外，对限制国家战略成功的难点

进行攻关，保证国家战略不会因瓶颈而受到掣肘而全盘皆输。

　　第二，对最终确定的战略总目标进行分解，确定国家战略的步骤。国家战

略总目标涉及到各个方面，可以分解为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等分目

标。根据轻重缓急，国家总目标可以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等。根据这些不

同，国家要对这些分目标执行的先后进行统筹安排，对国家分目标进行统筹均

衡，确定国家战略执行的步骤，以保证有条不紊地执行国家战略。

　　第三，根据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安排，对国家拥有的人力、物力、财

力等战略资源进行配置，以保证国家战略的顺利执行。

　　第四，根据国家战略步骤安排以及资源配置情况，对国家战略执行的策略

进行配置，确定各个战略步骤上的方针、政策，确定不同层面上国家战略执行的

总原则。

　　这样，通过对战略目标的定位和分解，通过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通

过国家战略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通过国家政策的辅助，这个国家战略

也就成型，作为国家行动的总纲以指导国家战略发展。



共赢性博弈论

２６４　　

　
第二节　ＷＴＯ框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角色战略选择

　　“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要角色。”１０所以，在制定自己的国家

发展战略时，我们首先要明白多边贸易体制对各个博弈主体的要求，只有采取

适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行动，才能减小因其他主体的掣肘而带来的行为成本，最

大限度地取得自己的利益增进。行动只有符合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才能受到其

他主体的欢迎，得到其他主体的支持。所以，熟悉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做该体制

下的模范“公民”即负责任的成员，就成为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必然选择。

　　作为合作性博弈，多边贸易体制最主要的是形成合作能够进行的“有约束

力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理论上讲，每个成员都是在认可这些规则

的基础上才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也就是说，在享受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权利

的时候，各成员已经承诺遵守多边贸易规则，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多边贸易

体制对其模范“公民”是有其严格的标准的。

　　首先，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负责任成员，每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都有自己

的利益，而且都极力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多边贸易体制的成立事实上有一

个前提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它假定每个成员都是理性的，能够在自立的基

础上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所谓的理性是以国际贸

易博弈主体自身为参照系的，国际贸易主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目标参与

国际贸易博弈，而不是为了各国际贸易主体集体的利益而参与国际贸易博弈。
集体利益的实现是在“有约束力协议”这个“无形的手”的调控下，在各国际贸易

主体实现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不自觉地实现的。也就是说，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无疑促成了集体利益的实现。更直接地说，就是假

设各国际贸易主体具有自私的本性。二是各国际贸易主体本身必须是自立的。
各国际贸易主体具有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能力，不需要依靠其他主体的扶持或

干预。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之点，奠定了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一个政策价值

取向，依靠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自身的力量实现博弈，尽量减少组织对各主体的

干预。即尽量发挥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能动性实现博弈体制的运转，尽可能减

少组织对博弈干预的力度。这与市场经济的设计原理如出一辙，要求政府尽可

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多边贸易体制的这种价值取向给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

贸易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既减少了管理成本，又增加了博弈效率。

　　所以，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实际上就是具有自私本性又具有实现自己目标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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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能力的理性主体，这是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公民”的基本条件。同时，国际贸

易博弈主体追逐自己的私利被认为是正常的、理性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经

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首要前提）。相反，如果博弈主体本身只会追

求集体的利益，则不会被认为高风亮节，恰恰会被认为不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

基本要求，是不合格的主体，或是不具备博弈能力的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这里，
一定要搞清楚国际贸易主体私利的本性，严格把握其与舆论宣传所倡导的社会

价值的区别，以便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使自己的博弈行为到位。无论是在

市场准入谈判中，还是在实际的贸易过程中，都毫不客气地尽最大可能使自己

的利益最大化。不然，别的博弈主体就会把你看成异类，认为你是不合格的博

弈对象。

　　其次，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负责任成员，每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都要自觉

遵守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多边贸易体制是基于市场经济理念的体制，本质上是

一种法治体制，通过规则约束使各成员获得的最大化利益是合法利益。由于每

个博弈主体都尽最大努力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个最大化可以通过合乎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方式取得，也可以采用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不符的方式取

得。多边贸易体制的理想是要建立规则基础上的全球贸易关系，但是现实却离

规则基础上的贸易关系距离较远。实力在 ＷＴＯ活动中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大国操纵多边贸易谈判、操纵决策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实

力的基础是贸易大国的巨大市场和发达的经济，也就是说发展中成员需要发达

成员的市场远大于发达成员需要发展中成员的市场１１。当今世界上有说话分量

的不是那些出口大国，而是那些进口大国。由于这种依赖的不对称性，导致多

边贸易体制内违反规则的强权政治行为还比较多。所以，多边贸易体制就制定

了一系列的规则把各博弈主体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以邻为壑行

为的发生。自然，多边贸易体制也就必然要求自己的成员都要遵守多边贸易规

则。因此，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公民”，遵守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也就成为题中

之义。

　　再次，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负责任成员，每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都奉行市

场经济理念。多边贸易体制是建立在商业和市场文明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所以

多边贸易体制的“公民”最好要具有市场经济的体制。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成

员，国际贸易博弈主体最好经济上是市场经济、文化上是商业文化、国际贸易决

策结构上是双重博弈结构，即国际贸易主体要具有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良好体制

结构。既然世界经济环境是市场的、法治的，那么就便于市场经济体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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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和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国际贸易博弈主体只是在经济架构上是市

场经济的，而没有与市场经济的微观结构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文化，那么，微观主

体的行为就会因为行为动机的异化而扭曲，无法很好地与世界经济接轨。这不

仅影响经济体的和谐运作，而且还会加大国际贸易主体之间交易的成本。国际

贸易主体决策结构上的不吻合就会导致国际贸易决策机制难以与世界经济接

轨，也就给世界经济向一体化的演进构成障碍。所以，国际贸易博弈的理想就

是市场经济体，理想的多边贸易体制“公民”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博弈主体。

　　总之，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负责任成员，经济结构上最好是市场经济的，行

为动机上最好是自私的，最重要的是它要自觉接受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约束。

第三节　ＷＴＯ框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战略选择

　　既然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主体的模范标准之一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

化的自私性，而现实中贸易主体处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不择手段地

攫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即本身就有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所以，国

际贸易主体会不择手段地谋取自己的私利。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之处就是限

制国际贸易主体的私利追求在不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前提下谋取自己私利的

最大化。那么，多边贸易主体集体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就与国际贸易主体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主体的

行为就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即在这

两个条件约束下国际贸易主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谋取利益最大化，国际贸

易主体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举动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问

题是这种举动要符合多贸易体制规则的要求，要从国家的全局、宏观和整体利

益去统筹考虑，既不能被中期选择所左右，更不能为短期微观利益所干扰。只

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利益选择中拟订博弈主体的宏观战略，并付诸实施。１２

　　多边贸易规则反对和限制的是国际贸易主体以邻为壑的行为，所有的机制

都是引导国际贸易主体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寓

国际贸易主体的集体利益于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之中。建立在这种

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看出，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主体利益最大化的

出路就是：依靠自己博弈得益的提高在为国际社会生产出最大可能的得益的前

提下取得自己最大化的私利。也就是说，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实现自己博弈得

益是国际贸易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键。但从伦理角度上讲，国际贸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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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获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临界点则是再获取就会损及自身利益，就会迫使对

方放弃博弈，出现双输的困境。所以，博弈主体的良心谴责与自律自觉的理性

意识往往是协调个体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无形之手”。

　　理论上的分析如此，那么，实现国家贸易博弈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路子

在哪里呢？在国际贸易总得益一定的前提下，各主体之间分割实现得益最大化

的思路就是一条死路子，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路子，寻找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取决于博弈主体能否有全新的思维和共赢的理念，能否区分核心利

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应该说，宏观战略选择就是为了维护和增进核心利

益和重大利益，而不是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

　　国际贸易主体本质上都是经济体，只要每个博弈主体都生产出了国际贸易

产品，国际社会的总产品才能够增加；只要这种产品在世界各博弈主体之间分

配相对均匀，就能够保证各博弈主体的得益增加，实现各博弈主体福利总体水

平的提高。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主体利益最大化的主动权在各国际

贸易主体自己的手中。提高自己国民经济的素质，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

竞争力，是取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关键。

　　在分析共赢性博弈论的现实意义时曾提及，国际贸易主体是由资源环境子

系统、生产子系统、科教子系统、整合子系统、保卫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六大子

系统组成的巨系统。国家发展就是自身实力的增强、自身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

提高、生存能力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增强，集中表现为国民生活水平和安全感的

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明确各子系统之间协调运作的机制。

　　从国内层面来讲，国家各系统运作的本质就是，生产系统把资源环境子系

统的物质能量转化为国民能够利用的物质能量，满足国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

及各子系统正常运作的需要。这个过程就是：国民通过生产工具把自然环境中

的物资和能量加工成人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并通过再分配满足科教子系

统、整合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保卫子系统等各子系统的需要。在这些人工能量

和物质的支持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生产子系统把转化来的物质

和能量提供给其他子系统，废弃物回归资源环境子系统，构成一个循环。如果

生产的物质和能量与国家整体消费的正好相等，也没有超出资源环境子系统的

供应量和负荷量，国家就会处在相对平稳的良性循环状态；如果在科教子系统

的支持下，生产系统不断升级，提高物资和能量转化的效率，产品有剩余，而资

源环境子系统没有因环境污染或资源不足而消耗掉过剩产品，国民和各子系统

就会得到更多用于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能量，国家各系统就会进入真正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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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状态。

　　从国际层面来讲，决定国家发展的因素还包括：国家在产业转移链中的位

置。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视野中，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通

过产业转移链连接在一起。国家利益的实现不只决定于国家自己经济规模的

大小，而且还决定于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链中的位置，国际体系的经济剩余要

在全球范围内再分配。在国际产业转移链中位置越高，分得利益越多。在国际

体系中，产业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扩散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推进，由一国向另一国

转移。技术的发明国在产业转移链中的位置最高，以此类推。处于产业转移链

高端的国家由于拥有知识产权或拥有效率优势，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因而也就

获得更多的利润分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都把注意力瞄准了经济剩余

积累，“世界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１３。在国际经济战中获取更大份额的最佳办

法就是进行新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进而形成标准化、专业化、数字化的规则体

系。因此，各国都充分重视科技教育系统的地位，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开发，“抢

占科技制高点”１４，顺应国际利润分配的“无形之手”，实现经济剩余的高速积累，
从高端保证国家建设进入良性循环。１５获取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经济剩余是

国家各子系统运作的终极目的，也就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

　　因此，如何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占领国际产业转移链的高端

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两者缺一不可。国家也就是国际贸易主体获取利益最

大化的最佳途径就显而易见：“以教育为先行，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国防为

后盾，资源和外交为保障的原则，”１６实现国民经济的竞争优势。通过教育的发

展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激活提供基础，通过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为科技的发展创

造条件，而科技的发展是国民经济通过优化提高竞争力的前提，也是国家贸易

产品结构和竞争力提高的基础，是实现与其他国际贸易博弈主体贸易产品错位

基础上的良性竞争的基础。通过这个传动链，国家就形成与其他国际贸易主体

错位基础上的竞争优势，不仅取得了国民经济效率的竞争优势，而且站到国际

产业转移链的顶端。由此带来的国家经济剩余的增加又会给国家各子系统的

良性运作提供基础，从而形成“马太效应”，进入好了还要更好的良性循环。这也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种科技发展战略风行世界的根本原因。

　　多边贸易体制“有约束力协议”的存在堵塞了国家通过打垮对方独占收益

的路子，国际贸易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出路就只有这一条途径，舍此别无他

途。事实上，谁先认识到这个途径就取得了竞争优势，那么，谁先脚踏实地地落

实了这个宏观战略也就意味着谁取得成功的成本更低，进而尽快实现全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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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为自己国家发展创造优越的条件。

第四节　ＷＴＯ框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中观战略选择：

　　　　内生型发展战略

一、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对其成员的要求是：非恶性竞争基础上的合乎体制规则

的竞争。而“中国的发展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度加大，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国

际市场价格的变化的影响，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带有政治色彩的歧视性

条款和政策等都需要我们承受风险、付出代价”１７，也需要我们慎之又慎地把好

自己的航船。“红海战略”与“蓝海战略”对国际贸易体制下国家发展战略的要

求是：以“红海战略”为基础，尽快实现从“红海战略”到“蓝海战略”的战略转移

（详见本章第五节）。面向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就是在这双层条件约束下的战

略。因此，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不是单纯的“红海战略”，也不是单纯的“蓝海战

略”，只能是体现两者结合的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即“由内部产生的发展，是着

眼于为人类服务的发展，就是说，其目标首先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愿望，从

而确保自身的充分发展”。１８其基本原则和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国家发展只能是建立在自己内部经济结构加速优化基础上的

发展战略。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使得中国不能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依靠殖

民和掠夺积累发展资金。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路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对

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掠夺基础上的。其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资金和强

行打开的市场为自己工业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这些国家今天的竞争

优势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不仅没有掠夺的

文化传统，现实的国际社会也已经形成对掠夺行为的有效制约。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的存在、国际道义、世贸组织的规则等都构成对国际掠夺行为的有效制约，
使得掠夺行为成为入不敷出的行为。中国不可能依靠从别国掠夺财富而建设

自己，一砖一瓦都要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积累，即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中国的国家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对国家系统结构认识基础上的国家发

展战略。国家是由六个子系统构成的巨系统，每个子系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没有外来财富输入的情况下，国家的发展只能依靠各子系统之间的优化，以

取得更快的建设速度。在国家产生的初期，教育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只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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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子系统的附属产物，是经济子系统支持了两者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人类

社会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之后，经济子系统的效率越来越受到生产技术等科

技含量的制约，甚至成为决定因素，出现了两者位置颠倒的现象。一个新的产

业不再产生于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一个科技发明的出现，催生出人类新的需

要，从而催生一个新的产业。科技成为经济子系统优化的起点，教育也因科技

的重要性而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在新的条件下，最高明、最有效率、最

能提供最大限度安全的保卫是依靠先进武器系统的保卫。因而，保卫子系统等

其他子系统对教育科技的依赖度增加。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着各自系统在

国家构成中的位置，使得国家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能够及时、清醒地认识到

国家结构的这种变化，才能够制定出适合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国家发

展战略只能是建立在对国家结构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国家发展战略，否则，就会

因无法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而贻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难以完成中华民

族崛起的重任。

　　第三，中国的国家发展只能依靠现有的产业参与国际贸易博弈。任何事物

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根，是在根的基础上长出茎和叶，然后才能枝繁叶茂，结出丰

硕的果实。中国也要依靠自己的现有产业为自己的发展奠定基础，为科技和教

育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为各子系统的优化提供经济动力。在此基础上，推动

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并利用科技和教育发展的创新成果尽可能地改造传统产

业，创造出具有绝对竞争力的新产业，优化国民经济的结构，提升国民经济的国

际竞争力。毕竟，“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自己有效利用技术的能

力。”１９反过来，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成果，进一步推动

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为其他子系统自身的优化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和科技支

持。从而，各子系统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为中国进军国际体系的经济和科技

中心奠定基础，为形成建立在“蓝海”基础上的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奠定基础，最

终促成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实现先辈们的强国梦。

　　第四，中国的国家发展还必须培育科技等战略根基，为实现国家微观层面

的“蓝海战略”准备条件。应当看到，取得竞争优势的强国梦的基础是现有产

业，但是，其关键环节是建立在教育发展基础上的科技发展和应用。没有科技

和教育的发展，中国的传统产业结构只能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而无法实现质

的升级，那么，在别国发展的背景下，就是倒退，逐渐变得落后，一如中国封建社

会曾经发生过的一样。在明代以前，中华文明因科技的发达和别国的蒙昧一度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之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是，后来由于西方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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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带来的科技和经济巨大发展，中国由于排斥商业经济和对外开放，压抑科

技创新，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了，最终被沦落为被动挨打的对象，引来了百年耻

辱。“而美国的崛起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科技和教育的重要。美国作为一个

移民国家，从一开始采用的就是当时最先进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技术，宽容的文

化环境以及鼓励创新的政策体制不仅鼓励了自己内部的创新，而且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优秀人才。”２０可以说，美国低成本的科技发展是建立在争夺其他国家花

大力气培养的优秀人才的基础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苏联的做法不

同，美国采取的是引进战败国人才、吸引其他国家人才的政策，为以后第三次科

技革命在美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可谓技高一筹。这种政策基本上奠定了两个

世纪实际霸主的宏伟基业。市场经济体制便于科技向经济的转化，为美国各行

各业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经济资源，也为美国称霸世界和缓和内部矛盾提供了

经济基础。教育和科技领先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美国的制胜法宝，也是美国采用

产业更新换代的“蓝海”竞争策略的秘诀。所以，中国在新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科技和教育这两个薄弱环节，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建立科技向生产力转化

的内在机制，建立适合自己发展的具有竞争力的战略文化，最根本的就是建立

完善的、具有竞争力的、法治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建立在科技巨大差距

基础上的产业领先“蓝海战略”准备条件。

二、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

　　“中国的最高利益是和平建设，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之路就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之路。”２１既然我们表明了实现“蓝海战略”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就要脚踏

实地规划好这个战略。下面就来论述一下中国自己的“蓝海战略”———内生型

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框架。

　　中国的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应当是一个动态的目标、双重的目

标。动态的目标就是指国家的发展目标的侧重点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作出

相应的调整，表现为目标在一定范围的变化。就近期来讲，国家应当利用现有

国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来谋求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

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所以，国家应当

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利用现有产业最大可能地拉开与其他国家产品的距离，实

现与其他国家博弈主体的互补性竞争，在与其他国际贸易主体的国际贸易博弈

中积累经济剩余。中国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开发具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传统产业，首先瞄准国际市场上对中国文化特色产品的需求，开发低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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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抢占别国没有竞争优势的市场。同时，借助现代科技给这些传统产业

注入活力，使传统产业现代化，开发出别国所不具有的新产品，使低科技含量的

产品现代化，进军“蓝海”的高端，满足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获取国家经济利

益，实现经济剩余积累的最大化。从长远来看，国家要把重心放在利用现有产

业积累的经济剩余，在保证国家基本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现代科技的发展，直接

介入“蓝海”高端市场的竞争，利用“红海战略”逐渐增加自己在这个市场中的份

额，为国家以后把主要立足点转移到高端和现代服务业市场奠定基础。因为，
历史在发展，文明在演进，现代要逐渐取代传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奠定

自己在“蓝海”高端市场的决定地位，国家才算占据了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领先地

位，本质上才把自己变成世界的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所以，中国内生型国家

发展战略的近期目标侧重于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获取最大化经济利益，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远期把科技、经济中心化作为最终目标，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

培育国家的科技力和经济力。

　　双重目标就是指国家要把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和对经济、科技中心的目标

追求结合起来。显性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隐性的是科技中心、经济中

心的追求，把对科技中心、经济中心的追求内化在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之

中，在近期目标的追求中逐渐实现最终目标。国家对近期目标的追求不能以牺

牲最终目标为代价，要把对最终目标追求的成果变为推进近期目标的动力。比

如，前沿科技成果要尽快转化成“蓝海”高端市场的产品，使中国经济竞争力的

着力点逐渐向高端市场转移，最终把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同时，经济利

益最大化的成果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地支持国家对科技中心目标

的追求，使两者互相配合，互为支撑，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两翼。

三、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步骤的确立

　　中国的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以国家科技力的发展水平为标准基本上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现有科技和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落后的阶段。在这个阶

段，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现有世界主体产业的“红海战略”带来的经济剩余，辅

以少量国外科技的引进和传统产业的差别优势的“蓝海战略”带来的经济剩余，
产业结构多为常规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比较少，国家总体上依托“红海”市场获

得发展，是科技引进阶段。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刚开始建立，把科技成果

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还处于培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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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阶段，就是科技在引进的基础上已经获得自主创新能力的初级发展

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个阶段，国家的自主创新体系

已经建立起来，原创理论已经开始在国内产生，国家已经能够为世界科技的发

展作出贡献。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在“蓝海”和“红海”两个市场上同时展开竞

争，国家经济自主性增加，许多产业已经处于世界的高端，国际贸易产品中高附

加值产品增加，国家获得的经济剩余大幅增加，已经具备很强的把科技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第三个阶段，就是国家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经济体制都已经成熟的阶

段，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市场机制也已经成熟。在这个阶

段，国家在科技领域处于世界的前沿，原创理论占世界科技原创理论的比重超

过半数，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由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大大缩短了科技成果转

化成生产力的时间，产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都相对较短，国家成为向世界各国

输出科技和产业的中心，在世界经济剩余分配中获得份额也已占据绝对优势。
这个阶段的到来意味着国家实现了国家安全由防御性战略向进攻性战略的完

全转移，国家依靠高科技维护自己的安全。由于国家威信的树立，其他国家威

胁相对较少，国内由于物资条件限制很少而内部矛盾也就减少，即使存在也有

了处理问题的强大物资保证。更可能的是，国民几乎不受物资条件的限制，演

变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四、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资源配置

　　既然中国国家战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那么，在不同的阶段上就有不同的

国家战略资源配置。

　　在第一个阶段上，由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劣势，对其他国际贸易博弈

主体不构成任何威胁，那么，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特别是世界大国的威胁较少，
防御成本较低，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建设和国内矛盾的解决积累经济资

本。国家应当把战略资源向经济建设倾斜，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积累经济

剩余，为国家向下一阶段的转移打下基础。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利益增多，国家由于与其他

博弈主体的经济联系增多而导致与世界其他博弈主体的摩擦增多。而且，由于

国力的增长，世界大国也会把中国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挑战而处处设置障碍。所

以，国家应当把战略资源向国防和外交这两个领域适当增加，加强国防力量，保

证国家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被卷入地区冲突而影响国家建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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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的国际环境的稳定。加强外交投入，特别是经济和金融外交投入，尽最大

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化解与其他博弈主体的矛盾，建立起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合作

关系，降低发展成本，把战略资源尽可能多地用到发展自己上来，尽快度过国家

发展的危险期。这个阶段处理国家发展的关键是要利用一切资源完善自己的

科技体系，为国家减少对国际科技市场的依赖实现自主发展奠定基础。同时，
国家要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高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有利于国家经济效率

提高和科技转化效率提高为优化自己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进行制度建设和创

新，使自己的综合竞争力立于世界前沿。

　　在第三个阶段，国家通过和平发展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国家要把战略资

源向科技和经济以及外交倾斜。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国

际社会相互依赖的主动权已经向中国倾斜，如何保持国家科技和经济的绝对强

势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所以，国家关注的中心应当在于自己内部的建设。同

时，由于以科技为基础的国防已经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国家相互依赖的主动

权落到中国的手中，国家不能够恃强凌弱，而要加强国家的外交力量，通过公平

基础上的谈判解决与其他博弈主体之间的矛盾。还有，由于国家成为国际体系

的强势国家，对人类整体承担的责任也就增加，国家应当投入资源维护人类的

整体利益，保障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并进行制度建设，
促进人类大同社会的到来，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五、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的策略选择

　　由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面临不同的任务，面对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所

以，国家要根据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国际环境的具体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和

方针，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执行。

　　在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执行的第一阶段，国家需要解决国内生产力落后与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所以，国家执行的政策要以“有利于生产力

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为标准，实行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宏观上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

制问题，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的优秀文明成

果，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战略文化，实现国家与世

界经济的接轨，力争使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下富有竞争力的、合格的国际贸

易主体，为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竞争奠定基础。同时，在国内改革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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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国际社会主流，建立与国际社会的真正联系。通过开放政策的执行，为国

家逐步适应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竞争提供试验田，也为国家建设寻求所需的生产

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广阔的国际市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利

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执行的第二阶段，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一定会引发

国内收入差距的出现，同时面临与其他国家矛盾的增加，可以说，这是一个由于

发展引发的内忧外患阶段。国家在这个时期要对内注意执行以稳定、和谐为价

值取向的政策，国家要加大治安的力度，同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收入

分配，避免“拉美化”现象的出现，极力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

格局，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使国家发展度过这个财富有了

增加但还不太丰富的危险期２２。同时，针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协调各

地区的发展进度，使国家建设整体推进，避免给国家稳定留下隐患。另外，随着

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建设与环境的矛盾也会进一步激化，国家要运用各种手

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科技发展进一步与经济建设挂钩，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同时，注意解决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能源

问题、市场问题等。所以，国家要通过调控保持国家各子系统在发展基础上的

协调运转，保证国家建设继续快速发展，保证国民共享发展成果。除了这些消

除内部隐患的政策之外，国家还必须保证教育、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培育自己

的世界级科技队伍、培育吸纳世界各国人才的机制、培育海纳百川的包容文化。
为建立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机制，国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因为这是国家进一步

发展的基石，是国家跻身世界强国的根本，是中国进军真正“蓝海”的希望。同

时，针对由发展引发的外患，国家应当通过转换思维方式，以国际社会普通一员

的理性心态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借以培育自己的软实

力。针对来自世界大国的压力，国家一定要通过外交搞好与它的外交关系，不

能做首当其冲的“挑战者”，因为处于强力发展的国家在国际上还有很多，不要

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定位为惟一的“挑战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与世界前

大国的争斗中，“挑战者”一般都会因耗尽国力而沦为国际体系的二等公民，得

利的都是前霸主的盟友。当然，国家也不应当屈服于大国的压力，应当巩固好

自己的国防，依靠国际道义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与大国的友好互动中实现

自己的发展。只要能在与大国的磨合中实现自己的发展，国家就能够借助全球

化的东风顺利实现自己的强国梦。

　　在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执行的第三阶段，国家的内生科技创新体系已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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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起来，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而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国家之间的

关系更加密切。这时的国家政策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科技中

心和经济中心地位，所以，国家要适应具体环境，采取强化自己科技中心和经济

中心地位的政策，特别是强化科技中心地位的政策，建立吸纳人才的社会机制。
同时，那时的政治更具国际色彩，国家应当举起人类一体化的旗帜，顺应历史的

潮流，极力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制止由大国争夺战引发的分裂可能，圆人类

的大同梦。这样，在那个背景下，国家就能够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的

同时，实现人类整体的利益。

　　中国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是对当今国际道义作用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约束

条件以及中国自身情况做出的反应，是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和平发展战略。这

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在于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力战“红海”，在实现共赢的

前提下取得自己的经济剩余，然后利用经济剩余进行再投资开发科技，通过先

进科技成果武装经济，通过自身的改革，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率，进军“蓝海”市

场，从而实现经济剩余的高效积累，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强国梦。它是强大自己、
泽被世界的国家发展战略，摆脱了霸权更替的零和逻辑。

六、内生型发展战略的重点：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和经济剩余实现

　　综观中国的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关键之点对国家内

生型战略的实现十分重要。在入世后过渡期，中国国家建设的资源不能像西方

列强一样靠掠夺取得，只能依靠自己国民辛勤劳动取得。所以，中国的国家发

展战略只能是内生型的。影响中国创造这些资源的根本因素有两个：经济剩余

和尽快加大经济剩余积累速度的因素即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内生型国家发展

战略的重点也只能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经济剩余两点。
（一）获取和实现经济剩余的内涵与意义

　　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点，实现和积累经济剩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第一，在入世后过渡期，经济剩余就意味着中国发展的第一桶金，是国家参

与国际贸易博弈的基础。新中国是在百年战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一

贫如洗，国家经济活动的成果满足国民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十分困难，哪里来的

剩余用于国家发展。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侧重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积累

起了一点经济剩余，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通过发展高精尖武器减

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改革开放后，在参与国际贸易博弈过程中，没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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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就意味着博弈主体的破产，就会因为无法再投资而退出市场竞争。市场经

济是获利经济，没有经济剩余，市场竞争主体就无法生存，所以，能否通过经济

活动取得经济剩余是中国发展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国家应当始终关注经济

活动的成果，把经济剩余获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

　　第二，经济剩余是国家经济活动的成果，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所需资金需

要从中支出。作为经济活动的净盈余，其大小决定国民可以用于福利提高的份

额。因此，经济剩余的多少关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程度对国民生产积极性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剩余的大小实际上直

接决定着国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

　　第三，经济剩余还是国家各项建设的经济来源，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的速

度和程度。没有经济剩余，国家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只能在原地踏步，甚至后

退。

　　第四，经济剩余是国家科技子系统和教育子系统发展的经济来源，没有经

济剩余，国家的教育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也就无法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内

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的执行，其影响是全局性的。因此，经济剩余关乎整个国家

发展的前途，通过经济活动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剩余是每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

的根本追求。对于没有外源性输入的国家来讲，更是性命攸关。
（二）影响经济剩余来源的主要因素

　　国家经济剩余来源于国家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凡是影响到生产单位

经济效率和规模的因素都会给经济剩余的多少带来影响。具体来讲，制约国家

经济剩余获得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第一，劳动力。企业的生产活动都是由人来进行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劳动者的素质都会影响到经济剩余的量。

　　第二，资金。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应量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的规

模。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作用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资金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成败。资金的流动直接带动产业在国际间的流

动，通过经济活动在全球的配置决定国家的前途。

　　第三，原料，特别是能源。所有的生产都是人把原料制造成产品的过程，没

有原料意味着生产无法进行，经济剩余当然也就无法生产出来。在当今世界，
由于石油等动力性原料是机器驱动的原动力，所以，能源决定国家经济活动能

否展开。

　　第四，科学技术。所有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进行的，不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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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产效率不同，原料的品种和消耗量不同，产品的质量不同。所以，生产技术

直接决定生产的函数，决定生产经济剩余的规模和效率。“技术的改变正在重

新塑造着全球的产业和商业。这种认识促使政界和商界精英都关注掌控技术

的能力，致力于提高使用技术的熟练度，纵然不是创造者，而是作为使用者。”２３

（三）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经济剩余获取与实现的效率和规模

　　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经济剩余的决定性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才成为中

国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点。中国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关

键在于经济剩余获取的效率和规模，而在现在的条件下尽快取得更多经济剩余

的方法无疑就是通过科技开发创新获得超额利润。所以，作为现代产业创新的

源头，科技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高端产业，也就只

能在“红海”中挣扎，获取血腥而又微薄的利润，是无法又快又多地获取经济剩

余的。开发传统特色产业的低端“蓝海战略”，如果没有高科技的介入来提高生

产效率，也是无法完成迅速积累经济剩余任务的。所有限制国家又快又多获取

经济剩余的瓶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科学技术。所以，在中国内生型国家发展

战略中，科技创新能力必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点。

　　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很多，关键的就是人的素质。科技创新是通

过科技人员的创新劳动取得的，没有一定素质的人员是无法完成科技创新的。
现代科技创新都是由有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来完成的。因此，人才是限制

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发挥的体制因素

是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另一个因素。科技人员即使有很强的创新能

力，而缺乏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也无法把潜在的科技创新能力变成现实的科技

创新能力，所以，科技体制是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另

外，科技交流活动的缺乏也是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限制因素。现

代科技创新并不是某个超人闭门造车所能够完成的，而是依托某个团队或依托

科技信息的交流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完成的。能否尽快获得最新科技创新前

沿信息决定了国家能否提高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科技交流的多少是影响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七、中国内生型发展战略的难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内涵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指国家建立的激励国民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并

尽可能多地生产科技成果的机制，其内容包括从事科研的人员标准体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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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体系、科研的支持体系、科研的组织管理体系、科研成果鉴定体系、科研成

果的奖励体系、科技成果的转化体系等，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国家科技创新

体系的建立要做大量的工作。

　　第一，要营造支持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科技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

下展开的，是社会需要推动了科研的发展。认识不到生产工具和新产品的开发

与科研的关系也就认识不到科技对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就认识不

到科研人员的重要性。这样，社会也就不会给予科技及其从业人员应有的社会

地位，就不会建立一套保障其权益的社会机制，就不可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人人争相从事科研的社会风尚。反过来，这样的社会风尚

的缺失也就不会鼓励人们从事科研，造成科技人员的流失，科研人员缺乏积极

性和能动性，科技创新效率低下，进一步制约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从而在激烈

的发展竞争中落伍。所以，一个崇尚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是科

技发展的必要条件。建立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

夕能够完成的，非下大力气不可。

　　第二，建立和完善科研的管理体系。要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有效性，就必须

建立一套提高效率、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管理体系。既然科技最终要转化成生产

力，那么，科研管理的价值取向无疑要“面向社会、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未来”，
尽力满足社会生产对科研的需求，为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而科研是人的

活动，所以，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就是科研管理体系设计的关键。而科

研人员无非都是有物质利益需求、有社会精神需求的人，所以，调动科研人员科

研积极性的手段就是建立满足这些需求的激励机制，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

前提下理顺科研与生产的关系，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并使得科研人

员取得自己的合理报酬。同时，与这些激励相适应，建立科研活动的保障体系，
在科技情报收集、科研设备等基础条件上保证科研活动的要求。

　　第三，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科研成果是科技人员的劳动成

果，应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对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使得科研人员拥

有对自己劳动成果的产权，并通过市场机制获取相应的收益，调动科研人员的

科研积极性，提高科研的社会地位。

　　第四，建立健全科技人员的监管体系。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导向的科研管

理、社会环境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以后，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就会大幅度提

高，造成社会精英流向科研领域的局面。国家要建立科技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晋升制度，加强对科技人员的监管，在科研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促使科研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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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使科研体系在自主运作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
（二）制约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的因素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之所以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难点，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重做官轻技术、重伦理

轻效率和重农轻商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人际治理，到处充斥着官样文

化，而轻视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斥之为雕虫小技而加以轻视。重官、重伦理和

重农业的价值取向就是重社会稳定，把稳定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价值，而把效

率放在次要位置。岂不知，满足了社会的物质需要之后，必然减小社会内部的

张力，自然而然地达到稳定的治理目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也适

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本质上走的是一条抑制人们社会需求的道路，而社会

需求恰恰是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所以，这种价值取向是一种舍本逐末或者说

本末倒置的。这也是中国始终难以走出封建社会泥沼的根本原因，这种渗透进

人内心深处的社会治理理念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中国历史上只有宋

代官府相对弱势，而那个时代却是现代中国人每每标榜自己对世界的科技贡献

时必须提及的。其他的时期都是官府做大的时代，以稳定为价值取向，强调伦

理道德的人际治理，把手工业者等科技人员贬为形而下的九流，压抑了人的创

造能力。今天的一些人仍然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争着去做官，而不愿从

事科研工作。而一旦为官，就使出与这种传统文化相对应的手段加入社会竞

争，多以作风问题相互攻击，陷入互相束缚创造性的泥潭不能自拔，实际上做着

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事情，利用社会赋予的权力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压抑他人

的需求。所以，基于人满足自己需求的本性，人们选择做官的路子“曲线救国”，
通过做官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泯灭了社会创造力。这种文化传统严重影响了

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成为中国发展的沉重包袱，严重制约了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的建立。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科研部门是接受政

府指令而从事科研活动的，研究课题多由政府指定。这种科研管理体制是计划

经济的产物，科研工作者缺乏自觉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另外，计划经济体制

下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分割，使得科技信息交流不畅，无法形成群体效应，制约

了科研的效率；使得科研与生产分离，无法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人员无

法直接看到科研成果的社会功效，也使得科研人员失去进行科研的兴趣。这种

体制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也不利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体制依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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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今天的科研系统，制约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的淡薄也是中国科技创新体系难于建立的一个因

素。由于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视科技为雕虫小技，不但不会受到

重视，而且也没有人保护他的产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成果是集体劳动的

结果也无产权可言。导致中国的一些企业不进行产品开发，缺乏自主知识产

权，丧失了核心竞争力，严重制约着中国进军“蓝海”的步伐。中国虽然极力倡

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国的大多数企业缺少产品研发部门。所有这一切表

明，中国建立自己的科技创新的路还很长，任务相当艰巨。

　　第四，科研基础设施落后。中国由于长期隔绝于世界经济主流，也就阻断

了与世界科技前沿的联系，许多基本的科研设备都不具备，许多重大科研成果

都是借用了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而科研成果也正是依靠了这一批具有强

烈爱国心的科研人员通过土办法制造出的设备来完成的。今天，中国的科研基

础条件虽然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有了很大改观，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

很大差距，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中国的科研设备制造业不仅理念落后，制造工艺

也落后。科研基础条件的落后降低了中国对科研人员的吸引力，无法形成科技

领域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像这样的限制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因素还很多，这

里不再列举。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都是中国内生型国家发

展战略的薄弱环节，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难点。

　　总之，经济剩余的获取是中国内生型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也是一个重点；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中国发展战略不可绕过的一个关口，是确保经济剩余获

取规模与效率的支撑点，不列为国家攻关的重点不行；这个战略的难点就是以

市场经济机制为导向尽快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第五节　ＷＴＯ框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微观战略选择：

　　　　由“红海战略”向“蓝海战略”转变

　　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国应当根据变化了的

环境选择自己的微观发展战略，以谋取更大的国家利益，推动国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只是国家战略的一种，具有更多的特殊

性，我们必须针对具体情况作出周密的安排。因为多边贸易体制主要是国际社

会的经济体制，而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型的经济体。所以，所有有关经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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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战略都可以作为中国制定多边贸易体制下国家发展战略的参照系。

一、“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的内涵与优劣比较

　　与国家相比，企业除了没有保卫系统之外，其他的都有相似之处，而且在市

场中的地位也与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几乎处于同样的位置，双方都在寻求自身

利益增长的发展战略。所以，企业发展战略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益的参照系

之一。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企业的发展战略可以归结为两种：“红海战略”和

“蓝海战略”。这两个概念是由欧洲商学院的 Ｗ钱·金教授和勒妮·莫博涅

教授提出的。“红海”和“蓝海”都是指市场，“红海代表现今存在的所有产业，这

是我们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代表当今还不存在的产业，这就是未知的市场空

间。”２４后者则是在对前者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所谓的“红海战略”就是传统的基

于竞争的发展战略，“企业试图击败对手，以攫取更大的市场份额。随着市场空

间越来越拥挤，利润和增长的前途也就越来越暗淡。产品成了货品，残酷的竞

争也让红海变得越发鲜血淋漓”。２５这种“企业战略受军事战略的影响颇深”，“意

味着与对手对抗，争夺有限和不变的土地”。２６首先，企业或选择“差异化”战略，
或选择“成本领先”战略，通过自身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然后打败

竞争对手，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然而，“差异化”战略意味着成本的增加；
“成本领先”为导向的战略又限制了企业所能获取的利润率。随着市场竞争的

白热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去瓜分和拼抢有限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无论“差异

化”战略还是“成本领先”战略，都无法扭转企业获利性增长空间缩小的趋势。
红海战略思想的主要代表作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这两

部战略管理专著，“竞争”是这个理论的主调。与此相反，“蓝海战略”就是基于

创新的发展战略。企业力图通过创造新需求，在已有产业边界以外或拓展已有

产业边界来开拓新市场，企业的关注点由市场供给一方转移到需求一方，实现

了从沉溺恶性竞争向为买方提供价值的飞跃。通过跨越现有竞争边界看市场

以及将不同市场的买方价值元素筛选与重新排序，企业就有可能重建市场和产

业边界，开启巨大的潜在需求，从而摆脱“红海”———已知市场空间———的血腥

竞争，开创“蓝海”———新的市场空间。通过增加和创造现有产业未提供的某些

价值元素，剔除和减少产业现有的某些价值元素，企业就有可能同时追求“差异

化”和“成本领先”，即以较低的成本为买方提供价值上的突破。２７

　　作为从红海中突围的选择，《蓝海战略》的作者提出了“蓝海战略”。因为

“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供给都超过了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日益萎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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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中为份额而战，虽说是必要的，却不足以维持企业的上乘表现。企业需要

超越竞争这一境界。它们必须开创‘蓝海’，以抓住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
但是，作者同时指出“能打败对手，在红海中遨游，这点永远很重要。‘红海’永

远有其作用，它是商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存在。”２８所以，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
“红海战略”是基础战略，“蓝海战略”是战略增长点。从而，金教授和莫博涅教

授通过对蓝海突围的战略分析，为企业指出了一条通向未来增长的新路。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蓝海战略”代表着战略管理领域的范式性转变，把给定结构下

的定位选择转变为改变市场结构本身，变零和博弈为正和博弈。由于“蓝海”的

开创是基于价值的创新而不是技术的突破，是基于对现有市场现实的重新排序

和构建而不是对未来市场的猜想和预测，企业就能够以系统性的、可复制的方

式进行操作，在现有产业疆域之外或在现有的“红海”之中寻找“蓝海”。这就要

求企业超越“成本优势”的境界，将精力放在为买方提供更多价值上，摆脱价格

战的陷阱。同时，通过价值创新，企业可以避免“差异化”战略带来的高成本、高

投入与高定价，从而实现买方与企业的双赢。企业需要做的，不是模仿现有的

产业最佳实践，而是改变产业景框，重新设定游戏规则；不是瞄准现有市场中

“高端”或“低端”的客户群，而是面向代表着潜在需求的买方；不是一味地瞄准

各种层次的客户群的不同偏好，而是通过合并细分市场，开拓新市场，满足新需

求。２９

　　“蓝海战略”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企业竞争战略，瞄准的是市场的潜在需

求，面向未来争取最早进入新的产业领域，追求一劳永逸的竞争优势，倡导谋取

超额利润。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人类生产的终极目的，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各

国人民，是一个多赢的博弈战略。对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国家来讲，这个战略

意味着致力于科技开发能力的培育，开发新产业，提升国民经济的素质，拉开自

己与其他国际贸易主体的产业级别，取得产业结构优化的竞争优势。这就要求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追求国际科技中心、经济中心的地位，站到国际经济的制高

点上。

二、“红海战略”与“蓝海战略”的启示

　　新企业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新旧两种战略之间的关系给中国国家发展战

略的选择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国家战略的选择要以国际竞争战略为

基础战略。虽然国际贸易中的竞争日趋激烈，但是，中国经济利益的来源仍然

是现有产业带来的利润。这些利润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福利提高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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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现有国际贸易，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约束下积极

参与国际竞争，力求利用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竞争关系，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

化。因为，只有在维持国家生存的基础上，国家才能够通过创新开拓新的产业

领域，获得产业升级，取得超额利润。其次，中国时刻准备着向“蓝海战略”转

移，并在现有基础上竭尽全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实践“蓝海战略”。“蓝海战

略”注重创新，开拓新的产业领域，作新产业的领头羊，本质上是在新产业扩散

之前争取站到产业链转移高端的竞争战略，其利润量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
“蓝海战略”是比“红海战略”更高级的国家发展战略，能够避免低利润的恶性竞

争，取得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中国应尽可能培育国家创新体系，建立

创新文化，为国家战略转移提供基础。

第六节　ＷＴＯ框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战略选择

　　国家的首要战略问题是安全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没有国家的存在何谈

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安全？也就是什么是国家实现安全的最

佳战略，我们不能舍本逐末。所以，我们有必要区分防御性国家安全战略和进

攻性安全战略。

一、军事基础上的防御型安全战略的缺失

　　所谓防御性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建立在军事防御基础上的传统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建立在与其他国家军事力量之间均势的基础之上，追求与其他国家的

军事力量对等。这是最常规的国家安全战略，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因为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就是由军事力量的差异带来的，而且人类发展史就是

一部人类战争冲突史。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安全困境”理论也就建立在这个基

础之上。所以，这种国家安全战略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这种战略的

意义更大程度上在国家建立的初期面对强大敌人的颠覆时更有现实意义，国家

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国家的武装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安全。但是，国家站住脚之

后，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减小，如果再延续这种国家安全战略就谈不上最优了。
因为国家武装力量的发展要依赖于国家科技的发展程度，要依托国家经济力量

的支持。没有这些依托，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而无法实

现，这种战略意识也只能算是穷兵黩武。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能够拖垮苏联，
更深刻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扭转因经济规模扩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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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复杂化带来的经济低效，国防优先的战略也无法最大限度地推进科技发

展，只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被美国拖进消耗国力的军备竞赛中而入不敷出，
最终自行崩溃。因此，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支点应该是经济和科技，高瞻远瞩

的战略意识应当是培育国家安全的战略根基：经济和科技。国际和平实际上为

国家培育战略根本和积累战略资源提供了战略机遇。正是因为如此，利用战略

机遇期，使用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技发展，积累经济基础，也就成为各

国战略家的必然选择。也正是因为如此，防御性国家安全战略也暴露出了自己

的局限性和弱点。

二、经济基础之上的进攻型安全战略的优势

　　进攻型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在安全保障能够实现的前提下尽力培育国家安

全战略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注重利用其他手段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着力发

展经济，推进科技发展，尽力积累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把忧患意识贯穿到平时

的和平建设时期。很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事实上，
迟至１８２０年，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２８２％（这比美国现在所占份额还要

大得多），远远领先于第二位的印度，它只占１６％的份额。法国占到５４％，是

被远远摔到后面的第三。而那时的美国只处于第九，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１８％。”３０此后，由于没有搭上工业化的快车，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下滑，成为被

蹂躏的对象。而进攻型安全战略把保障国家安全和提高国民福利融为一体，同

时兼顾国家安全和人类发展的总目标———人的生存和发展，彻底解决了国家永

久安全的问题，也为自己给人类整体利益做贡献留出了空间，占据了国际道义

的制高点。建国之初，中国适时提出了发展原子武器的战略决策，为保证中国

的基本安全奠定了基础。然后，国家又适时地把目光瞄准了经济和科技的主战

场。但是，由于受时代的限制，新中国的一切建设都处于探索阶段，再加上国际

国内环境的影响，我们无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接过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旗帜，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

标，大胆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打通

与世界经济的通道，实现了中国国家战略的转型，使中国转到依靠培育战略根

基的轨道上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与思想基础。

　　邓小平国家发展战略之所以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关键在于理顺了国家六

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首先，按照进攻性国家安全战略的逻辑，提出了教育兴

国和科技立国的基本国策。既然国家由六大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的发展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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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教育和科技子系统的发展提供支持，那么，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就从源头上

为科技力转换为经济力提供了源泉。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实际上优化了国民经济结构，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清除了科技向经济

转化的障碍，还为国家武器系统的升级提供了科技和经济支持，使得经济力和

科技力转化为国防力成为现实，而不是处于构想阶段的期望。再次，对外开放

也为经济体的高效运转提供了条件。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找到了自

己的差距，获得了因竞争压力带来的动力；国际生产技术和前沿科技的流入、国

外资金的注入为国家经济主体全速运转提供了基础，也为接受国际产业转移、
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基础，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更是扫清了中国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障碍。总而言之，中国生产的能

力得到全方位的解放，发展国防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障碍就根本扫除。
最后，一个隐形的影响就是潜移默化地促进了中国战略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文

化传统是排斥私利的，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产权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法治的观念也在中国生根，使人从耻于言利转化为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合

法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为经济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原动力。这样，国家发展的障

碍得到了清除，国家安全所需得到了保障。所以，这是一个既有利于国家强大

又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国家发展方案。

　　多边贸易体制限制的就是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能通过生产增长、贸易扩

大、强化合作来避免对抗和战争，所以，国际环境的发展趋向应当是和平、发展、
合作，主流是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进攻性国家安全战略

就更加具有价值，因为这种安全战略包含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价值，也解除

了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担忧。

　　总而言之，进攻性国家安全战略理顺了教育、科技、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
兼顾了安全和民生两个目标，实现了国家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运作，是国家安

全战略的最佳选择，在多边贸易体制环境下就更是如此。

第七节　ＷＴＯ框架下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选择

　　在多个约束条件下，中国发展的出路是：内生型国家发展。在入世后过渡

期，中国选择的这条出路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机遇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

体化带来的世界市场的融合和产业结构大调整；面临的挑战就是基于“霸权稳

定论”的威胁以及台海局势的发展给中国的影响；而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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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共赢性博弈。

一、中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中国面临的机遇———世界市场的融合。世界市场的融

合不是一句空话，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内容，确实给艰难行进中的中国提供了许

多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

　　第一，中国通过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而参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在这个大市场

中，科学技术是流动的。由于商品和技术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中国就能够迅速

获得先进的技术，来改造中国落后的产业，发挥后发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为积

累更多经济剩余提供了条件。由于商品的流动，中国在接受别国商品的同时，
实际上也就接触到了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为中国比照这种产品提升自己的生

产技术提供了参照系。同时，由于面对高效率、高质量的产品竞争也以压力的

形式给中国厂家改造自己提供了动力。这种局面的结果就是从整体上提高了

中国企业的素质。另外，中国企业以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开发自己的产品，也

就给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进军“蓝海”的路程提供了契机。

　　第二，世界市场的融合给中国提供了无障碍的世界大市场，使得中国的“红

海”面积和“蓝海”面积都无形地扩大了。这种市场的扩大也就扩大了中国企业

的市场容量，为中国企业进行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益提供了基础，也就为中国

获取规模经济剩余提供了基础。同时，由于市场的扩大，也为中国的产业结构

调整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回旋余地，减少了调整的痛苦。

　　第三，由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市场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在获得其他国家市

场的同时，别的国家企业也进入到中国市场，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与其他成员

的企业同在一个大市场下按照市场规则竞争。其结果则是中国的市场就是世

界的市场，世界的市场也是中国的市场，占领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就等于占领了

世界的市场。由于中国多数企业相对落后，所以，在与其他企业竞争的同时，中

国企业在熟悉规则的同时就借鉴到了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使得中国企业在比

较高的起点上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从而为中国国民经济素质

的提高提供了机遇。

　　第四，由于面对许多先进企业的竞争，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现实地面

对，而不是应对；就要迎接挑战，而不是回避。这样，由先进企业竞争带来的压

力就变成了企业奋起的动力，从而加快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为加快中国

企业进步的速度提供了契机。由此，也就缩短了中国变成合格的多边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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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主体的时间，为中国快速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注入了活力。

　　第五，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约束也为中国政府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

供了参照系和动力，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政治体制改革和战略文化的转型，无形中推动了中国有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竞争

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加快中国内生型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第六，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的稳定国际经贸环境，也为中国一心一意搞建设、
协调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总而言

之，入世过渡期后，由于中国入世而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使得中国获得

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好处，为加强中国国际贸易博弈主体的竞争力提供了平

台，加快了中国经济剩余积累的速度，有利于中国内生型国家战略的实现。

二、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发展战略的执行也面临一些困难：基于“霸权稳定论”给中国的影响。
对此，关键在于“霸权稳定论”所揭示的霸权更替周期以及“世界霸主”与“挑战

者”的国际冲突。“霸权稳定论”认为未来的几十年是霸权更替的年代，在这个

年代里将产生世界霸主的挑战者，并发生挑战者与霸主的争霸战争。这个理论

在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很有市场，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支柱。
所以，美国在拖垮了苏联以后正在急于寻找下一个挑战者，一旦被锁定就将成

为美国打压的对象。从理论上分析，那些国土很大、资源丰富、综合国力迅速上

升的国家很可能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不言而喻，正在执行改革开放政

策、国力迅速上升的中国就极易被定位为挑战者。所以，中国现阶段实际上正

面临来自美国的有意和无意的打压，这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什么说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意义深远，原

因就在这里。

　　总而言之，入世后过渡期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要顺应历史

的潮流很好地把握机会；同时，挑战也是事实，中国不得不面对。幸运的是，我

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挑战，只要找到解决的应对之策就能够保证国家发展战略的

顺利实施。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有关处理内政外交和一些敏

感问题的一系列讲话，牢牢把握基本路线不动摇。

三、中国实现战略突围的外交战略选择

　　中国面临这些挑战是每个战略家都明了的事实，如何实现中国的战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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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既然是这些挑战影响了中国发展战

略的实现，构成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围堵，那么，只有釜底抽薪才能从根本上止

沸，中国战略突围的道路就在对这些挑战的破解之中。

　　对于由“霸权稳定论”引发的中美僵局，我们首先要明了事情的缘由，才能

找到应对之策。根据“霸权稳定论”的逻辑，由于国家是彼此分立的主体，每个

国家都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谋求利用国

际霸主地位赋予的国际体系行为规则制定权，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导致

后起的挑战者推翻霸主而自居的战争。这个战争的周期大约每一百年左右发

生一次，这是从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美国是现有体系的霸主，而且霸主更替

的时间即将到来。所以，美国当今首要的任务就是定位出挑战者并阻止它的强

大，避免战争的发生，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指导美国对外

政策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霸权稳定论”。因此，中国面临美国压力的判断是正

确的。破解美国带来的挑战的秘诀就在“霸权稳定论”的逻辑中去找，解铃还须

系铃人。首先，美国“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前提是，国家是彼此分立的行为主体，
彼此最终在霸权争夺中刀枪相见的原因是各自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既

然各国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利益的总目标是不会变的，但

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却必须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则是经济的全球化，彼此已经不是彼此分立的主

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状态，无法分清哪是你的、哪是我的，自

己的经济政策不仅受制于他人，而且有些甚至可能是对方制定的。既然如此，
国家在开战的时候毁坏的就不纯粹是对方的利益，也必然会损害自己在对方的

利益。历史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过去零和博弈的状态，国家面临新的抉

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并不一定是推翻对方，以共利

互赢的合作方式协调政策更符合双方的利益，霸主和挑战者通过协调起码减少

了由于战争对双方的损害。战争的结果只有利于在战争中获得了实力增长的

第三者，对参战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冲突绝不是双方解决的最佳方案，事实

是谁也不愿为第三者火中取栗。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动下，国家之间通

过外交途径，协调彼此的分歧，实现共赢性博弈，已经成为双方的最佳选择。
“霸权稳定论”的前提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在美国国内，“霸权稳定论”也已经

越来越受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论的挑战。实际上，这给中国战略突围指出了

一条道路：改变战略思维定式，以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为依据，建立双方畅通的沟

通机制，批驳“霸权稳定论”，多作美国的外交工作，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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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增加双方的共同利益。正如温家宝总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吉隆坡举

行的首次东亚峰会上发表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

赢。”３１如果中国本着互利共赢原则处理与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劲也使不

出。而且，一向势利的山姆大叔绝不会拒绝利益的。本着这个外交理念，中国

的发展就不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就谈不上什么争霸战争。双方会在利益交

融之中加深了解，密切交流，增进友谊，成为很好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这里

应该指出的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的，绝不是说中国对

美国单方面让步，以牺牲自己换取所谓的关系友好。

　　另外，还有一条战略突围的通道：避免误区，和而不同。事实上，世界范围

内处于急速发展的落后国家还很多，美国眼中挑战者的候选人还很多，中国是

其中的候选对象之一。在国际格局的调整进程中，霸主心目中的最终挑战者就

会像走马灯一样轮番调换，中国也就在这种模糊中开拓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无论中国以什么方式参与这种战略博弈，必须把握住的一点就是必须保

证国家取得经济剩余。

　　总而言之，由“霸权稳定论”造成的战略合围中，中国应当主动揭穿这个谎

言，找到战略突破口；然后，借助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造成的战略制胜态势，主

动与美国接触，寻求双赢；最后，在战略互动中，巩固中美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举起人类大同的旗帜，引导人类走出战略拼杀的迷谷，在获得经济剩余的基础

上冲出战略重围，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

　　总之，中国以适当的方式采取和而不同、睦邻友好、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和

和平崛起的共赢性博弈与外交战略，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战略重点的落实，
尽快获取合法的最大经济剩余，克服战略难点，构筑战略要点，抢占战略制高

点，中国的内生型国家发展战略就能够得以顺利实现。所以说，“共赢性博弈”
不仅在政策实施层面应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重要理论指导，而

且在价值理念上也应升华为中国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外交哲学观。

　　注释：

　　１李少军编．国际战略报告［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３．

　　２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Ｍ］．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９７．

　　３［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１）［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４［瑞士］约米尼．西方战略经典（下册）［Ｍ］．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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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Ｗ钱·金，勒妮·莫博涅著，吉宓译．蓝海战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ⅱ．
　　２８Ｗ钱·金，勒妮·莫博涅著，吉宓译．蓝海战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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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贸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
该大会创建了关贸总协定，是中国与关贸总协定打交道的起点。

　　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１日，中国政府签署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从

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１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标志着中国加入了关贸总协定，
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方。

　　１９５０年３月６日，适应冷战的需要，台湾当局根据美国政府的授意由其“联

合国常驻代表”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

协定，中国中断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１日，台湾当局根据当时国际贸易战的形势以及自身经济发

展的需要，提出观察总协定缔约方大会的申请。同年３月，第２２届缔约方大会

接受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方大会。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根据联合国大会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通过的２７５８号决

议，关贸总协定第２７届缔约方大会决定取消台湾当局缔约方大会观察员的资

格。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国政府获得观察员身份，并首次派团列席关贸总协定第

３６届缔约方大会。此后，每年出席缔约方的年度会议，这是当时条件下中国参

与关贸总协定的主要活动。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务院批准由外经贸部草拟的中国申请参加关贸总协

定的报告，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活动开始在国内高层酝酿。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３日，中国香港以单独关税地区（ＳＣＴ）的形式加入关贸总协

定，成为关税总协定缔约方。此后，中国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地

位的申请，但随着关贸总协定被世贸组织取代，中国先后经历了复关和入世两

个阶段，才完成了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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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０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向关贸

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

位。实际上，这是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漫长征途的开始。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２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成立中国复关问题工作组，并在日

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工作日程，标志着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谈判正式启

动。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８～１９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７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评估。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４～２８日，中美第５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磋商取

得实质性进展，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复关谈判有望在１９８９年底结束。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２～１４日，由于受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关贸总协定中国

工作组第８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实际上重新开始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是在

中国复关问题上的倒退。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名义申请加入

关贸总协定，增加了中国复关问题的复杂性。

　　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１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范国祥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

邓克尔递交中国政府关于中国澳门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声明，中国澳门

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这标志着中国找到了解决关贸总协定中一国四席的

出路。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中国总理李鹏致函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首脑和关贸总协定

总干事，阐明中国复关问题的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举行工作会议，开始议

定书实质性谈判，在与中国政府协商并取得一致前，不得成立中国台湾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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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９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主席根据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谈判达

成的谅解，就处理中国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发表声明，声明基本反映中

国政府关于处理中国台湾入关问题的三项原则。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经过艰苦谈判，中美达成《双边市场准入备忘录》，美国

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为中国复关奠定了政治基

石。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２～１５日，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
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与会各方签署《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和《建立

世贸组织协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谷永江副部长率团参会并签署《最后文件》。

　　１９９４年８月底，中国提出改进后的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减让表。
作为解决复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并从９月至１０月派出以海关总署关税司司

长吴家煌为团长的市场准入代表团在日内瓦与缔约方进行了５０多天的谈判。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

兰。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大使分别约见驻在国高级官员，通报

中国政府关于复关谈判最后时限的决定，中国复关谈判进入冲刺阶段。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９日，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市场准

入和议定书与缔约方进行谈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关贸

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１９次工作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

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在会上严厉谴责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无理阻挠，致使复

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中国丧失了成为 ＷＴＯ创始成员的机会。１９９５年１月１
日，世贸组织成立，从体制上取代关贸总协定。



共赢性博弈论

　　　　　　　　　　

２９６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历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１３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访华，与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就复

关问题达成８点协议，同意在灵活务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复关的谈判，并同意

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

　　１９９５年５月７～１９日，应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１ 主席吉拉德邀请，外经贸

部部长助理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与缔约方就中国复关问题进行非正

式双边磋商。此次磋商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入世的“试水”谈判。

　　１９９５年６月３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观察员。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政府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笔者受托在

ＷＴＯ总部亲手转交这一外交照会），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

组；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照会”世贸组织，把关贸总协定中国台湾问题工作组

更名为世贸组织中国台湾工作组。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美方向中国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入世的非正式文

件”，即所谓的“交通图”，罗列了对中国入世的２８项要求。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２日，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了第１０轮双边磋商。中国对

美方提出的“交通图”逐点做出了回应。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２日，龙永图率团赴日内瓦出席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一次

正式会议，并在会前会后与世贸组织成员进行双边磋商。

　　１９９７年８月６日，中国与新西兰在北京首先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

议。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６日，中国与韩国在汉城（现在为“首尔”）就中国入世问题达

成双边协议。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３～２４日，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率团在日内

瓦与欧盟、澳大利亚、挪威、巴西、印度、墨西哥、智利等３０个世贸组织成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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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双边磋商；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签署了结束中国入世双边市

场推入谈判协议，并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等基本结束了中国入世双

边市场准入谈判。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２日，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美，在

与克林顿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加快中国入世谈判，争取尽早结束。江

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参加信息技术协议（ＩＴＡ）的意向。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１６日，随同李鹏总理访日的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

图副部长与日本外务省副外相原口就中国入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日双

方已在服务业市场准入谈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表明中日两国关于中国入

世双边市场准入整体谈判已基本结束。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日，出席渥太华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部长级会议的中美

高级贸易官员就中国入世问题全面地交换了意见，并一致认为双方代表团应加

强努力，尽快落实中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关于加强中国入世谈判的宗旨。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１２日，以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为团长的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出席了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６次会议，就议定书和工作

组报告的绝大部分内容达成了谅解，期间还与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巴

西、墨西哥等国进行了双边磋商。

　　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９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７次会议召开，中国

代表团向世贸组织秘书处递交了一份近六千个税号的关税减让表。中国在入

世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实际行动得到了主要成员的积极评价。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８～２２日，龙永图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了多边贸

易体制５０周年大庆和世贸组织第２届贸易部长会议。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７日，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入世三原则：ＷＴＯ没

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入世；中国的入

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基础的。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江泽民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 ＡＰＥＣ吉隆坡会议上会

晤，双方都表示希望在１９９９年早些时候结束中美双边谈判。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的谈

话，龙永图说：“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不再把入世当作一个优先任务，这是一种误

解。我认为中国越早入世越好。”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日，中美高级贸易代表团就降低关税，进一步敞开农业、电

信、金融和保险市场谈判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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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进行复

关和入世谈判已经１３年，黑发人都谈成了白发人，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

在这种机遇。第一，ＷＴＯ成员已经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ＷＴＯ就没有代表

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

的积累，使我们对入世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

国准备为入世作出最大的让步和努力。”

　　１９９９年４月６～１３日，朱镕基访美。４月１０日，中美签署“中美农业合作

协议”，并就中国入世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于１９９９年入

世”。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３日，克林顿与朱镕基通过电话达成一致，即双方应进行紧张

的谈判来解决中美关于中国入世会谈中的遗留问题。

　　１９９９年４月底，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卡西迪率团来京，就双方遗留下来的问

题继续谈判。

　　１９９９年９月６日，中美恢复谈判。

　　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江泽民在澳大利亚重申中国入世三原则。他说：“中美双

方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１９９７年我访问美国，１９９８年克林顿总

统访华，双方本来是要解决中国入世问题的。但是，据说由于美国国会方面的

原因没有能谈成。今年春天，美国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朱镕基总理访问

美国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据说又是因为美国国会的原因没有谈成。中澳两国

现已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了协议，中美之间谈得好不好，能不能达成协议，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１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奥克兰 ＡＰＥＣ第七次会议上正式会

晤。江泽民说，中国对入世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入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

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我们希望谈

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

国尽早入世，希望尽快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努力。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双方经过六天六夜的紧张谈判就中国入世达成协

议。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中国入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清除。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国与加拿大签署中国入世双边协议。加拿大多伦多

当地时间上午９时，中国入世代表团团长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佩蒂格鲁经过

最后一轮谈判后，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与加拿大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双边协议。此前，双方在北京进行了一轮谈判。中加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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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中国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在西雅图表

示，中国对中国台北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入世不持异议，但是中国台湾

入世后不能使用“排除条款”，必须按世贸规则落实“三通”。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国与古巴、委内瑞拉结束 ＷＴＯ双边谈判。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７日，中国与古巴签署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２日，中国与印度结束就中国入世的谈判并签署双边协议。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１～２４日，中欧举行为期４天的技术性谈判。欧盟代表团团

长、贸易总司司长贝斯勒说谈判“差距已经缩小，但我们还没有走到一起”。谈

判未达成任何协议。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０日，中国与泰国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泰国对中国入

世开放市场的关注点是大米、橡胶、木薯制品等。双方经过友好建设性的磋商，
终于达成协议。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７日，中国和马来西亚 ＷＴＯ技术级谈判全面结束。马方将

谈判结果报告马政府批准、确认后，双方将正式签署协议。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８～３１日，中欧再次举行 ＷＴＯ谈判，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未

达成协议。

　　２０００年５月６日，ＷＴＯ入世办公室与美国、欧盟等世贸主要成员就两岸

入世达 成“中 国 内 地 应 比 中 国 台 湾 先 一 步 入 世”共 识，将 以“茶 歇”（Ｃｏｆｆｅｅ
Ｂｒｅａｋ）“技术性”间隔通过两岸入世案，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５日，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抵京，中欧入世会谈继续，双方进入

第四轮谈判。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中国与拉脱维亚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９日，中欧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入世又扫清了一

大障碍。至此，中国已经与３２个提出双边谈判要求的 ＷＴＯ成员完成了双边

谈判。还有５个成员尚未与中国签署协议，即墨西哥、瑞士、哥斯达黎加、厄瓜

多尔、危地马拉。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５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ＰＮＴＲ）的法案。有２３７张赞成票（共和党籍议员占１６４票，民主党占７３票）、
１９７张反对票和１张弃权票。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１日，印中入世全部双边谈判将结束。在世贸组织１３５个成

员中，有３７个成员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迄今为止已有包括美国和欧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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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３２个成员与中国结束谈判，并签署了双边协议。尚未达成协议的仅剩墨

西哥、瑞士、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中国入世还有４步：第一步，与

最后５个要求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 ＷＴＯ成员完成谈判并签署协议；第二

步，在２０００年７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工作组第１１次会议上，继续审议中国入世

的议定书和报告书；第三步，等待 ＷＴＯ总理事会召开会议通过上述议定书和

中国工作组报告；第四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核准中国入世议定书后，由中国政府

代表将批准书交存 ＷＴＯ总干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７日，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此前，
中国还完成了与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双边谈判。目前在与中国进行双边

谈判的３７个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瑞士和墨西哥尚未与中国结束谈判。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９～２７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第１１次会议在日内瓦召

开。工作组会议继续通过多边谈判起草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会议取得一定

进展，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正在形成一致意见。这使中国入世的多边进程向前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外经贸部发表２０００年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预

测中国将在２０００年内由世贸组织观察员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９日，美国参议院以８３票对１５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给予

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ＰＮＴＲ）。按照此法案，在中国入世后，美国将终止

按《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进行年

度审议的做法。但参议院通过的议案保留了众议院文本中损害中国利益、干涉

中国内政的内容。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国坚决反对的严正立

场。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６日，中国与瑞士签署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协议。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１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

案，从而使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１３次会议在世贸组织总部日内

瓦举行。由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

为期一天的工作组正式会议。龙永图在会议发言中表示，同意主席对此次会议

成果的评价，指出中国与世贸组织各成员在这次会议中向最终全面结束谈判的

目标迈进了关键的一步。中国将信守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的承诺，为确保履行

这些承诺，目前中国已经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清理和修改法

律法规以及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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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国同墨西哥就中国入世举行谈判，双方就中国入世

的谈判已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一致，但由于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分歧，未签署协

议。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１４次会议在日内瓦世贸组织总

部举行。会议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的许可程序和非关税措施等领域取得了重

要的进展。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１日，中国入世谈判在日内瓦继续进行。中国就服务业的广

泛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承诺，包括金融、保险、电信和医药服务等部门，但未

能满足一些成员的要价。在涉及工业产品补贴的一些方面，双方意见更加接

近。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包括商业和农业。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中国入世谈判因农业支持问题而搁浅。

　　２００１年３月４日，中国宣布将废除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法规、规章。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

曾建徽说，凡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承诺的法律、法规、规章将废除。曾建

徽透露，目前准备修改的外贸法律、法规、规章有１４０多件，准备废止的有５７０
多件。另外为适应入世的需要，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还将制定反倾销条

例、反垄断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３日，布什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并欢迎中国入世。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布什支持延长中国正常贸易地位，使中国的入世气氛回

暖。

　　２００１年７月，外经贸部新闻发言人指出，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４日在日内瓦召

开的第１６次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会议已就多边谈判中遗留的主要问

题达成全面共识。这表明，中国入世的实质性谈判已经完成。将于７月１６日

召开的第１７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将审议最后形成的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议

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７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１７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本次

会议将审议中国入世议定书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这是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１７次会议结束。会议对中国入

世的法律文件及其附件和工作组报告书进行了磋商，并最终完成了这些法律文

件的起草工作。工作组成员在会上纷纷表示，世贸组织已做好准备，于今年１１
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接纳中国为世贸组织正

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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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６日，中墨两国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双边会谈，但这次谈判的

结果不会影响中国在１１月的 ＷＴＯ多哈部长大会上成为正式成员。墨西哥是

当时惟一未与中国达成入世协议的世贸组织成员。墨西哥与中国的入世会谈

尚有二、三个议题未达成协议。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中国入世

大局已定，与墨西哥的谈判是我国谈判代表团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谈判

的焦点将集中在纺织、机电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上。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墨西哥经济部长德尔贝（当地时间８月１３日）在墨西哥

城表示，希望在未来８年内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鞋袜和纺织品征收关税，并将

此条款写进墨中双方正在竭力谈判、试图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中。德尔贝说，
关税问题一直是墨中两国谈判的一个难点，墨西哥希望能对从中国进口的这两

个行业的产品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中国则建议，墨西

哥对鞋袜和纺织品征收关税不应超过３年。

　　在世贸组织的成员当中，墨西哥是惟一一个至今尚未与中国达成双边协议

的国家，这可能将会影响到中国入世的最后进程。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日，中墨谈判节外生枝，中国入世进程受阻。墨西哥成为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意外障碍，因为墨西哥制造商担心，他们无法与中国的超廉

价商品竞争。

　　中国经十五年努力，眼看即将入世，已经克服了意料中的主要障碍。但目

前与墨西哥的分歧至少会拖延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２日，因美恐怖事件 ＷＴＯ中国工作组正式会议推迟到１７
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日内瓦时间１３日中午，中国与墨西哥结束了关于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至此，中国完成了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双边市场

准入谈判。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和 ＷＴＯ已就中国入世的所有问题达成一个非正

式协议，从而为中国如期入世铺平了道路。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１８次会议的非正式会谈在世贸

组织总部圆满结束，会议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达成一致。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瑞士日内瓦时间９月１７日下午１６：４０左右，世贸中国

工作组达成协议，正式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９日，中国１５年入世谈判画上圆满句号。作为谈判的结果，
中国同意承担一系列的义务来改革开放其经济制度。这样才有利于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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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发展，为贸易和外资提供可预测性的环境。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入世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国入世议定书，并向 ＷＴＯ秘

书处递交了中国入世批准书。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正式成为 ＷＴＯ成员。

　　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宏观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的复关入世谈判进程

不仅取决于具体的谈判，而且也受到国家国际战略（比如，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国

际战略的变化就给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平添了许多曲折）的深刻影响，有些甚至

是关键性的限制因素，也是博弈论专家所忽略的因素。

　　注释：

　　１因１９９４年底中国复关谈判“冲刺”在 ＷＴＯ生效前未获成功，故谈判陷入僵局，鉴于当

时的形势，中国未在 ＷＴＯ生效之前及时提出把“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更名为“ＷＴＯ中

国工作组”的申请，直至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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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无数个潜思冥想的不眠之夜，历尽无数个目不窥园的专心之日，终于

有了这最后一稿。面对厚厚一沓的书稿，我心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孕

育、构思、升华已久的理论观点———“共赢性博弈”之哲学观，终于系统地见诸文

字。同时，面对这个稚嫩的“新生儿”，也有一种惶恐和不安的感觉。我从事２０
多年经济外交工作，本书可以说是涉及多学科的一个较大工程，许多学科的知

识对我来说是初入堂奥，全靠自学补足，且繁重的行政事务不断蚕食着我思考、
学习的时间，书中缺失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敬请各位学长和同辈学人

不吝赐教，以便使之日臻完善。

　　本书脱胎于我的同名博士论文，其撰写倾注了许多老师和学术好友的支

持、关怀和关心。

　　我的博士导师樊勇明教授，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就开始对我正在酝酿的

论文题目、提纲以及与此主题相关的深层次国际关系背景、东亚政治经济形势

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在写作中，樊教授针对论文有关的国际关

系博弈中涉及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权利与财富、干预与自由的内涵以及

论文主题的现实性和理论性等诸方面，给予了具体指导。

　　沈丁立教授、徐以骅教授、陈志敏教授和倪世雄教授在百忙的教学科研和

社会活动之余，拨冗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立论和分析方法等诸多方面提出了

许多有针对性和中肯的指导意见。

　　我的前辈及学长 汪道涵 、张全景、李灏、丁家祧、李道豫、周小川、龙永图、

谷永江、佟志广、张志刚、沈觉人、胡晓炼、吴建民、朱启桢、杨洁篪、乔宗淮、刘

吉、廖晓淇、厉以宁、吴敬琏、王新奎、魏本华、王生洪、朱铁臻、谢明干、江小涓、
江春泽、郭振英、燕爽、吴家煌、薛荣久、朱晓明、丁家义、林毅夫、樊纲、王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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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春江等在我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的２０多年中，始终给予了一以贯之的指导、
呵护和培养，我也始终是心中惶惶然而不胜感激。

　　尤应让我感怀心间的是，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的陈友琴老师，凭着她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对莘莘学子的

理解与呵护之心，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与完成学业和论文答辩相关的沟通与协

调工作。可以说，陈老师的关怀、关心与关注是我目不窥园、专心致志地撰写好

论文的一种无形力量。

　　我的学术好友徐长春和杨国庆博士有鉴于“学子识天地”的共识和对本书

主要观点的浓厚兴趣，凭着他们各自在国际政治关系研究领域里丰厚的知识学

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不仅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搜集和整理了许多文献资料，而

且饶有兴趣地就书中所涉及的某些敏感和创新内容经常与我进行碰撞与融合

式讨论。这些讨论启发了我的思维，丰富了我的论据，完善了我的论述，进而使

我饱尝了一顿丰盛的“以文会友”的精神大餐。

　　对外经贸大学的陈泰锋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卫旭东、王大伟、陈文刚和

辛朝阳等几位同志，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技术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誊录和校

对工作。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以示谢忱。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除文中列出的之外，还有一些因

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列出，在这里，我对未曾提及的但启发了我的写作思路的文

献作者一并表示感谢。

　　在论文变成专著出版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上述多位老师和朋友的大力支

持，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过我、支持过我、帮助过我同样也期待着本成果面

世的人们，同时献给所有经济外交战线上正在默默奉献的人们！

刘光溪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