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际金融危机急速向实体

经济蔓延的形势下，一些国家纷

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相继提出

“再工业化”、“产业回归”、“买国

货、雇国人”等观点。全球贸易保

护主义势头悄然兴起，而外贸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贸易保护

主义必然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巨

大的影响。那么，这一轮贸易保

护主义特点以及对出口的影响如

何？中国应对世界各国贸易保护

措施的对策如何？

一、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新趋势

2007 年上半年爆发的次贷危

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

济危机，与过去经济危机从实体

经济爆发尔后向金融行业蔓延有

所不同，其特点是从虚拟经济引

发的危机，然后向实体经济蔓延

和扩展。各国治理经济危机一般

采取减税、降息和扩大投资，其目

标是增加消费、稳定就业和维持

经济增长。这次经济危机爆发

后，各国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包含国家资助、补贴以及“购买本

国货”等内容，这些措施必然会引

起本国产品对进口产品的不公平

优势，这也属于贸易保护主义。

说明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新趋势。

1．采取货币贬值方式输出经

济危机。从 2008 年以来美元走

势可以看出这次危机“货币战”苗

头。在危机爆发和经济振荡过程

中，首先美联储多次降息，遏制金

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进一步泛滥的

危害；其次，迫使各个国家增加美

国的国债，实现美元对欧元币值

的稳定和适当升值，对日元和人

民币实现一定的贬值，目的是增

强市场的信心和美元的全球流动

性；再次，发起购买美国货。最近

又突然大量发行钞票，迫使美元

再贬值。其次，对国际资本流动

从限制外资转向限制内资对外投

资，鼓励赴海外资本回流。据国

际金融协会调查显示，2009 年流

入新兴国家的私人资本将由 2007

年 10000 亿美元，骤降至 1650 亿

美元，降幅高达 82%。美、日、欧

银行纷纷从新兴市场撤出，停止

向外国贷款，侧重解决国内问题。

这样的美元及主要货币汇率走势

可能会引起各国竞相采取货币贬

值和爆发“货币战”。再次，一些

发达国家利用其所控制的国际金

融组织在实施援助时对一些发展

中国家附加苛刻的贸易条件，而

且还运用金融创新工具，推动国

际投机资本在世界各地迅速掠夺

和转移财富，这些都说明运用贸

易保护方式转嫁经济危机时，货

币化方式及金融手段起到了重要

作用。

2．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

性。与以前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环

境相比，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明

显不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

一体化把世界各国和地区联系在

一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

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通过多条途

径向世界各国和地区蔓延，一国

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

新趋势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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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多国

“报复”，由此引发贸易保护“多

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

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贸易保

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

向发展。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

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 FTA，区

域性经贸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

政策，在成员国内部实行自由贸

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成员

国的市场，联合抗衡和抵制外部

国家的报复与竞争。当今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这次的

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域化的趋

势。

3．保护目的多样性和易变性。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保护本

国幼稚工业为主，而新一轮贸易

保护主义由经济危机引起，其保

护目的趋于多样化，保护国内传

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维持就业和

经济增长等。为此，各国即使达

成避免贸易保护的协议，仍有机

会主义行为破坏协议。世界银行

的研究报告显示：自 2008 年 11 月

20 国集团签署承诺避免采取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以来，仍然有 17 个

国家已经实行了 47 项贸易限制

措施。如美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

划中实施了“歧视性政府采购”政

策，制订优先“购买美国货”和“雇

用美国人”条款；法国推出 60 亿

欧元的救助汽车产业计划，提出

不裁员，不转产，外资持有法国公

司股份不得超过 50%的方案。有

些国家表示要遵守WTO规则，但

又利用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

障措施限制贸易。

4．保护手段复杂多样化。新

一轮贸易保护壁垒涉及的多是技

术、标准及国内政策和法规，不仅

有进口限制，还有出口鼓励，比传

统贸易壁垒中的关税、配额和许

可证方式等要复杂得多，实施程

序更加复杂，所需时间更长。在

进口贸易限制方面，发达国家主

要采用非关税壁垒，包括政府采

购、附带条件的优惠贷款等，而发

展中国家则采取关税壁垒，比如

俄罗斯、印度、埃及等国直接提高

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出口促

进方面，各国政府都采取直接或

间接手段扩大本国出口，如加大

出口退税、出口信贷支持等，部分

国家还采取货币贬值策略来鼓励

出口，实际上采取了贸易出口“进

攻”替代进口“防守”的贸易保护

策略。

5．政策更加显性和柔性。新

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从隐性转向显

性，并从刚性走向柔性。过去保

护贸易通常采取隐蔽性手段，比

如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

和卫生检疫规定等，现在更直接

更显性，美国明确提出“购买国

货”，印度公开透明的关税操纵，

而且命令禁止中国的玩具进口。

另一方面，过去通常采取刚性的

法律手段，现在采取比较柔性的

谈判和合作以及可以变通的手

段，比如通过 IMF、WTO、G8、G20

等多边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拓展

双边的 FTA，目的是创造良好的

内部金融环境和外部经济环境，

从而促进就业和维持产业发展。

二、新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

出口贸易的影响

自 2008 年下半年来，金融危

机和经济危机已对中国外贸产生

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是出口市

场萎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据

商务部统计，2008 年 9 月中国出

口增长率超过30%，10月份为19%，

11 月份为－ 2.2%，12 月份为－

2.8%。2009 年 1~3 月份，中国出口

1837.0 亿美元，同比暴跌 39.9%。

二是加工贸易额明显锐减。自

2008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加工贸

易出口年增长率为 9.3%，明显低

于一 般 贸 易 的出 口 年 增长 率

（18.5%）。据统计，中国全国加工

贸易直接从业人数在 3000~4000

万之间，同时还带动了相关产业

如服务、运输和餐饮等行业的大

量就业，加工贸易的衰退会对中

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三是实际利

用外资减少。2008 年 8~12 月份，

实际利用 FDI 为 316.71 亿美元，

同比减少 16.3%，2009 年 1~2 月份

实际利用 FDI 是 133.7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6.23%，外资外逃趋势

日益严重。世界市场疲软、实际

用工成本上升及发达国家鼓励产

业资本回归等因素，加快在华投

资的外商企业出现资金转回国内

或“外逃”现象。

如果经济危机继续蔓延，贸

易保护主义泛滥，中国出口及其

利益势必受到更大的影响。实际

上，中国近几年已经频繁遭遇各

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危害。

通常使用的反倾销、基于环保和

安全的进口限制措施等，一些国

家针对中国使用了较少使用的反

补贴、一般保障措施、WTO 特殊

保障措施等。

1．遭遇“反倾销调查”。2005

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反倾销调查

总计 651次，最终被实施的反倾销

措施数为 139 次，占世界比重的

32.32%，如表 2 所示。从中国出口

热点问题



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商品类别

看，主要涉及到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塑橡胶及制品、纺织材料

及制品、贱金属及制品、机电设备

以及家具等，占调查案例的 78%以

上，占实施反倾销案例的84%以上。

2．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根

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仅

2008 年初至 2009 年 3 月底，中国

出口产品就遭受来自以美欧为主

的 22 个国家和地区 118 起贸易救

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 68.4 亿美

元。在对华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

济调查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位于

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印

度（25 起）、美国（15 起）、阿根廷

（10 起）、巴西（9 起）、土耳其（8

起）、欧盟（7 起）、加拿大（7 起）、

印尼（6 起）、澳大利亚（5 起）、哥

伦比亚（5 起），其中发展国家占

贸易调查数的 56.70%（55 起），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

3．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据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2009

年 1 月份，WTO 主要成员共向

WTO通报了 248 项技术性贸易措

施，其中通报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175 项，动植物卫生及检验

检疫措施（SPS）73 项。与中国贸

易关系比较密切的成员美国、欧

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共通报

技术性贸易措施 83 项，占 1 月份

WTO 各成员通报技术性贸易措

施总数的 33.5％。

贸易保护也直接影响到了广

东的出口贸易，据广州 TBT 中心

分析认为，欧盟此次修订的《关于

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

有害物质指令》（RoHS 指令）和

《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WEEE 指令），筑起新的技术贸

易壁垒，据不完全统计，受以上两

条指令影响的广东企业超过 1500

家，直接受影响的出口额将超过

百亿美元。

4．遭遇“歧视性政府采购”的

损害。美国政府提出的“歧视性

政府采购”政策实质上是新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钢铁和纺织品等

产品包含在内。据商务部统计数

据，2009 年 1~2 月美国从中国进

口纺织品服装 22.8 亿平米，同比

下降 12%，占美从全球进口纺织

品服装的 36.7%，比去年同期提升

了 1.5 个百分点。随着今年中国

取消对纺织品出口许可证管理，

有的国家开始以担心中国纺织品

出口“激增”为由，要求对纺织品

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中

国纺织品的出口面临

的形势将日益严峻。

5．利用信息不对称

对中国产品“抹黑”。

恐吓消费者购买中国

产品，构成另一种贸易

保护壁垒。最近，一些

国家通过制造所谓的

中国“毒建材”和“网络

间谍”等类似的恐怖信

息。美国单方面裁定

中国的板材在对人体

健康上“有问题”；美、英、澳大利

亚等发达国家指责“中国网络间

谍”对其基础设施造成安全隐患，

企图限制联想、华为等公司在其

市场上正常的贸易活动，而事实

证明上述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

这种“摸黑中国”是另一种更具有

隐蔽性的贸易壁垒。

三、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

对策

一般历史经验显示，在危机

过后的几年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盛行的阶段，美国刺激经济方案

中的“购买美国货”提议被视为又

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先兆。中国

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遭遇了严重损

失，还必须做好应对别国贸易保

护主义行为的各种措施。

（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和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必须联

合世界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一是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

首位，但也必须兼顾其他贸易国

表 1 中国大陆遭遇反倾销情况（2005-2008 年）

年 度
世界反倾销

调查数

中国遭受的反

倾销调查数

占世界

比重（ ）

世界实施最

终反倾销

措施数

中国被实施的

最终反倾销

措施数

占世界

比重（ ）

月

合计

数据来源：WTO AD Initiations: By Exporting Country From 01/01/2005 To:30/06/08

WTO AD Measures: By Exporting Country From 01/01/2005 To: 30/06/08

热点问题



家的利益。2009 年 2 月下旬，中

国赴欧采购团体现了中国作为一

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体现了中国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二是

坚持采取适度贸易保护政策，积

极倡导国际经济合作，逐步推进

贸易自由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

际贸易环境。三是参与多边贸易

规则的制订和修改，推进符合各

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 WTO

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多边贸易规

则来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

行为。

（二）对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

摩擦关注的重点产业和领域进行

战略性防御

当今，欧美等发达国家将贸

易摩擦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

社会问题，制造贸易麻烦，打压

中国产品进口。面对这一困难

和挑战，既要认识到中国出口贸

易中确实也存在产品技术档次

低、相互压价，甚至知识产权侵

权以及诸多社会问题；也要注意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长期性，

充分关注国际贸易保护与摩擦

易发产业和重点领域。对此必

须避开国际贸易争端的短期锋

芒，进行战略性防御，从根本上

改变“被动应付”局面。一是重

新评估中国当前比较优势，积极

推进现有比较优势向长期的竞

争优势的战略转变。二是从战

略上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力度，把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的重点放到科技竞争上，抓住时

机提高出口产业技术水平和国

际市场竞争力。三是加快完善

国内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劳工

标准及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

和服务贸易开放等，使国内标准

与国际标准逐步接轨。

（三）积极应对各种贸易保护

主义的战术选择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时必须注

意各国国家贸易保护措施差别，

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中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差异。

从战术上，整合贸易争端解决力

量，分别应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

和贸易摩擦。针对发达国家非关

税壁垒引起的争端，可以采取磋

商谈判、向WTO提起诉讼和打贸

易战等方式解决，积极依靠双边

磋商和谈判来解决贸易纠纷和摩

擦；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应诉外国

“反倾销调查”。发展中国家频繁

使用关税壁垒等措施限制中国出

口贸易，必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

的交流和协商谈判，努力打破区

域贸易壁垒，为中国营造一个良

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四）完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的预警机制

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贸易

保护主义行为将处于高发阶段，

必须加强各种摩擦的应对，建立

和完善应对贸易壁垒的预警机

制。一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内外

贸易数据库，及时发布进出口商

品的变化信息，依靠专家和企业

的力量建立定期信息分析机制。

二是提高预警机制的准确性和时

效性，对有潜在贸易壁垒风险的

产品加强争端发生前的预防和化

解。三是组织力量及时应诉贸易

争端案件，发挥企业和行业组织

参与贸易摩擦的应诉的积极性，

并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中介组

织在预警机制中的定位和职责，

推动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业自律相

结合，保证出口秩序协调的有效性。

（五）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

设

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规避

区域化的贸易壁垒，遏制贸易保

护主义，稳定国际贸易环境。一

是调整中国贸易方向，重视区域

经济合作，避免贸易进出口过分

集中于某几个国家的现象。二是

强化与已建自由贸易区的合作，

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APEC等区域经济组织的一体

化进程。三是加快与澳大利亚、

新加波、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自

贸区谈判。

（六）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战略对国民经济发

展有重大意义，它能有效地规避

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在“购买美

国货”和“雇用美国人”条款引起

发达国家连锁反应，发展中国家

纷纷提高关税、筑高技术壁垒限

制产品进口的国际背景下，中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地绕

过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因此，

必须制订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投资

战略，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支持企

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使企业

“走出去”地更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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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