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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日举行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转
变”互动式会议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副校长林桂军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所长亚当·珀森的一番争论，多少反映
出对美国在部分跨区域贸易协定做法上
的不同观点。

争论由“世界贸易体制能否推动双
赢”这个话题引起。珀森表示，在贸易问
题上，除非出现不遵守规则的情况，自由
贸易还是能够带来双赢。他表示，目前这
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解决好
彼此间经贸关系问题。

林桂军接过话头，他表示，比如如何
减少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是中美经贸
关系的重要话题。为什么美国不能充分
对华出口？这涉及中美如何合作的问
题。中国在这方面也确实面临严峻的挑
战，特别是 TPP 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

珀森打断了林桂军的发言，“这涉及
中国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体制有许多需
要改革的地方”。林桂军也不甘示弱，称
中国已经采取措施，上海自贸区的建立，
在取消投资审批、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中
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争论在继续，话题也转向了跨区域
贸易协定规则制定的敏感话题上。林桂
军表示，目前相关跨区域贸易协定不少，
甚至多到让人无所适从。但在他看来，
重要的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应该由各方
共 同 参 与 ，“ 美 国 定 标 准 ，让 我 们 去 遵
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入世的时候已经
发生过一次，现在要让中国再按美国人
制定的标准加入 TPP，“相当于二次入
世，这是不可能的”。

对此，珀森也针锋相对地表示，选择
美国标准，是因为这个标准更能推动自由

贸易和开放。他表示，十多年后来看中国
加入 WTO，能发现中国从中受益很大，

“标准并没有阻碍中国的快速发展”。不
过，珀森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在成熟的
WTO 框架内来推动自贸谈判，而非要另
起炉灶开启 TPP谈判。

尽管有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在讨
论中，嘉宾们也就目前各类跨区域贸易协
定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府事务总裁
拉里·斯通对 TTIP 谈判寄予厚望。他表
示，TTIP 一旦达成将是全球最有潜力的
区域贸易协定。在具体问题上他强调，贸
易协定谈判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监管的融
合。他以 TTIP谈判为例，“无论是双边还
是多边达成监管融合协定，都是非常艰巨
的任务”。此外，在 TTIP的每个协议中都
有自身的监管框架，这些谈判达成之后整

个协议的监管和执行框架要统一，“不然
要解决争议非常麻烦”。

珀森对 TTIP的态度并不乐观。他认
为，TTIP 是个选择性的协议，是否达成受
到很多地缘政治的影响，“欧美想达成的框
架太大，欧洲愿意当然好，但是也要看到欧
洲内部已经有自己的协议”。

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冈
萨雷斯·迪亚兹很看重 TPP对本国经济的
影响。他表示，WTO 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出口对墨西哥经济又至关重要，因此区域
性贸易协定对墨西哥而言是一种办法。

尽管嘉宾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推动
全球贸易自由发展，实现双赢乃至多赢这
一点上并无太多分歧。实际上，全球贸易
体系转变能否成功，还需要各方求同存异
共同参与其间，争端无助繁荣，扩大贸易
才是正途。

扩大全球贸易是正途
本报记者 连 俊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自贸谈判的进程陷入停滞。世

界上许多国家逐渐将目光投向跨区域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

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谈判应运而生。然

而，一些由美国主导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在谈判推进中掺杂了过多的地缘政治因素，从谈

判规则制定到对参与成员的选择，指向性不仅十分明显，而且隐约透露出对抗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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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加速走向全球，参与境

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进程。如何让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跨境

并购更加顺畅、更加合理？这一话题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关注的焦点。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

发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资本带来积极的推动和补

充。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规模不

断扩大，“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

高，中国对外投资也对世界经贸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一位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

均 GDP 达到 4750 美元时，必然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

也是欧美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程。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

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的规模也随之

扩大。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年均增

长 44.6%，在去年全球对外投资同比下降 18%的形势下，中

国对外投资仍然实现了同比 28%的增长。另据统计，中国

约有 1.6 万家企业在海外有投资或者曾经有过并购行动，这

1.6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多数。

但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也引起了一些

非议，认为这是为了掠夺资源。但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

寻求市场机会的意愿，远远大于资源性并购。参加夏季达

沃斯论坛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也认为，中国企业到

海外投资早已超越单纯资源投资的阶段，他们更希望可以

和客户拉近距离，并充分利用其他市场的优势，这是中国企

业海外投资实践的一大进步。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虽然取得了一些令人

振奋的成果，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与挫折。值得注意的是，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失败率较高、效益比

较低等难题，一些在国内经营得顺风顺水的大企业，也不得

不承受较重的亏损压力。

之所以面临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一方面由于这些企

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且企业自身未必擅长海外管

理，有些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连海外工作经验都没有。这些

企业走出去以后，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程度很低。更重要的

是，不少企业误以为做大了就应该走出去，结果缺乏通盘考

虑和长期规划，仓促行动，很难获得持久发展的后劲。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仍需

加强，还需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企业规避海外市场和地缘政

治等风险。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

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

势。但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企业不妨把“走出

去”的步伐放慢一些，把更多精力放到审视和提升自身海外

经营管理能力上来。

同时，为更好地融入国际化潮流，中国企业也应更加注

重全球化经营的人才培养。例如，在海外投资之前，不妨把

年轻的管理层送到海外去工作，并把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

人引入管理层，在国内首先实现用国际化的理念管理企业。

此外，中国企业还应更加谨慎小心，主动学习和熟

悉国际贸易投资的规则，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法制和透

明的规定从事海外运营。在政府层面,在向企业“走出

去”提供政策、金融等方面支持的同时，也要

积极参与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的修改和制

定，努力破除保护壁垒，为企业“走出去”营造

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做好"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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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

期，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发达经济体复

苏缓慢，您作为论坛导师，认为“创新：势

在必行”这一主题有何现实意义？

柯爱伦：世界经济经历了重大的变
化，而且这种变化仍在持续。这要求企业
寻求创新，包括创新性地思考自身业务组
合、商业模式，推动科学创新实现可持续
发展。过去的 200 多年里，杜邦一直积极
推动创新，“用科学创造答案”，持续改善
人们的生活。

地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带来了诸多巨
大挑战，包括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

物、能源以及安全防护领域的需求。我们
发现，单一科学难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挑
战。需要整合在多个科学领域的知识，提
供完整的科技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成
功，进而协助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
战。科学是全球性的，而应用一定是本地
化的。这就需要本地化协力创新，集合大
学、中小企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公私合作
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记者：您对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有何

展望？

柯爱伦：我们非常重视像达沃斯论坛
这样的平台在推动创新进程中的价值和
作用。在这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不
同领域的新领军者可以相互交流想法、碰
撞灵感。而且，这种在会场上的交流还可
以延伸到场外，形成切实的合作。人类所
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是如此的巨大和
复杂，任何一个国家、一家企业或者单一
组织，都不可能独立应对，只有各方创新，
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像达沃斯
论坛这样的平台为与会者的创新与合作

提供了机会。
记者：中国正以改革创新驱动经济长

期持续健康发展，打造经济升级版，您对

此作何评价？

柯爱伦：中国变化太快了，作为一家
跨国企业，我们必须跟上这种变化。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市场
的主导力量，不仅具有制造业优势，而且
越来越体现出整体的竞争优势，包括在创
新领域的优势。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人民
提供了舞台，这是世界经济的巨大福祉。

中国正成为全球商品进口市场，向消
费型经济转变，这很鼓舞人心。我注意到
中国政府特别关注经济的稳定和平衡发
展，并相信这样的关注对于中国经济和社
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
国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发展将会面对不
少新的挑战，在应对那些挑战的过程中，
创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
的发展意义深远。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

中国国内新能源消费的发展、中国光伏企
业对产品品质的提升，不仅将推动世界光
伏产业的技术发展，也将让绿色能源的未
来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记者：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

杜邦是如何通过创新来实现绿色增长的？

柯爱伦：创新需要资金投入。研发投
入的关键不在于投入规模的大小，而在于
持续性的投入，以及对投入成果的管理与
衡量。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历次经济危机中
都不减少研发投入的原因。只有保持对创
新的投入，一家企业才能够确保有新的、有
效的产品来解决客户所遇到的业务挑战。

杜邦非常重视在金砖国家等成长型市
场中的研发创新投入，与当地客户及合作
伙伴一起协力创新。我们在成长型市场中
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创新中心，加强在当地
的科研开发活动与杜邦全球研发网络的融
合，通过现代通讯技术，例如视频会议的形
式，让处在不同地区的杜邦技术和工程人
员，共同为解决某一地区的客户需要而努
力。这也是整合创新活动的力量所在。

中国舞台 世界机遇
——访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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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柯爱伦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以中国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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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领军者村在新领军者村，，中外嘉宾围中外嘉宾围

绕绕““创新创新””主题主题，，畅所欲言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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