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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显失公允
徐 梅

点点 评评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在此情形

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升温，贸易保护主义

重新抬头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便成为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贸易

保护主义的借口和遮羞布。实际上，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世贸组织成员越应当团结

起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发挥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避免“多输”的局面。 （时 锋）

要“多赢”不要“多输”

京 津 冀 旅 游 一 体 化 先 行

邹伟南
北京市旅游委委员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度关注银行隐性不良资产

李 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自 2011 年第四季度开始，随着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及企业盈利和偿债能力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趋势终止。截至今年

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连续 19 个季度

上升，并创下自 2005 年第一季度以来 45 个季度的

新高；同时，不良贷款率亦为 2009 年第二季度以

来 28 个季度的高点。除显性不良贷款外，还存在

若干潜在的不良贷款因素。这些问题，必须引起足

够重视和持续关注。

对发展中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京津冀旅游投融资项目平台有益于三地旅游部

门、旅游企业及旅游项目之间的沟通交流、深度合

作，最大程度实现资金、人才和市场资源优势互补，

迅速提升京津冀旅游软硬件水平，满足三地居民对

高质量周末休闲旅游的庞大需求。此外，在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的行动计划中，旅游示范区将成为三

地共建旅游大格局的新标杆。示范区建成后，将由

单一景区、景点拓展到旅游线路，再拓展成旅游带、

旅游圈，让示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旅游目的地出现。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在进一步

的发展中加以解决。引领经济新常态，一方面，要

巩固企稳基础，有效管控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要

继续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由降

转稳夯实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

革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

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其中，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关键。

日本异常“高调”背后的深层“病根”
郭 言

朱慧卿作

赵瑞政
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低温补贴“遇冷”期待政策加温
不应只是把低温补贴看作一项临时政策，对黑

龙江等寒区省份而言，低温补贴如果施行，在保障

户外劳动者低温条件下的劳动权益的同时，也会起

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刺激人力资源流动的作用，

激发寒区省份的经济社会活力。为此，国家应该进

行低温补贴的基本制度设计，再授权相关省份细化

政策。把低温补贴温度、工作时间长度等因素的设

定分层级、具体化，便于基层进行操作。

一向强调“契约精神”的美欧日，却无视国际法规、违背当初承诺，在中国加入WTO15年过渡期

结束后，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在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开放与进

展，正是中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对美欧日等国的做法，我们有必要在WTO框架下捍卫自身合

法权益，同时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深层次合作

12 月 11 日，根据中国加入 WTO 时

签署的协定，15 年过渡期结束，中国即

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本应顺

理成章的事情如今却成为中国与美欧之

间的一大争议。近日，日本更是高调宣

称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将继续

采用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一向

强调“契约精神”的美欧日，为何无视

国际法规、违背当初承诺？

从经济因素看，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至今复

苏乏力。有研究显示，全球经济周期与

WTO 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密切相关，

经济萧条时期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比

经济景气时期约高出一倍。据 WTO 统

计，在全球反倾销立案数量中，中国所

占比重在 2002 年之前一直低于 20%；国

际金融危机前后，这一比重升至三分之

一左右，中国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案件

数量最多的 WTO 成员。目前，在世界

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全球贸易增速

下滑、外需不振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

在为本国贸易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加大

对自身产品的保护。产业竞争力不断增

强的中国，是美欧日等国反倾销、反补

贴的主要对象。

当然，经济现象背后还有着深层的

政治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

实力日益增强，并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在贸易上已赶超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贸易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所

倡议和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构

想稳步前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

升。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

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唱

衰中国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这些言论

及意图反映在行动上，便是寻找各种理

由遏制并打压中国。

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一直积极履

行各项承诺，逐步下调关税水平，促进

贸易便利化，并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努力推动中日

韩、亚太自贸区等多边合作。在金融领

域，今年 10 月，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

提款权 （SDR） 一篮子货币；12 月初，

深港通正式开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迈

上新台阶。此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

的比重显著提升，交易和储备功能亦有

所增强，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在投资

方面，中国从过去以“招商引资”为主

转向内外投资并促，本国企业越来越多

地走向海外，一些企业开始进入美欧日

等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说，上述领域的

开放与进展，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结果，倘若没有市场化运作，

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甘愿

与中国保持长期合作。

实践已经证明，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

确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市

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市场经济建设

水平不断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入

世后取得的成绩，是处于美欧日等国对

华加大反倾销力度、集体唱衰中国的环

境之下，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外部环境

对中国影响有限，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当然，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

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产能过剩、企业债务，有些问题在

美欧日等国的不同发展时期也曾出现

过。因此，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

评判“市场经济地位”混为一谈，无疑

有失公允。

对美欧日等国无视中国努力和市

场化改革进展、拒绝承认中国“市场

经 济 地 位 ” 的 做 法 ， 我 们 有 必 要 在

WTO 框 架 下 捍 卫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 同

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

提高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和市场开

放度，拓展双边自贸区等合作，推进

多边磋商与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

经济的深层次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

日本经济产业省近日对外称，决定

继续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将维

持征收“反倾销税”的做法。这一表态，

与欧美此前从各种渠道透露出来的立场

没有本质区别，却又不同于欧盟的“遮遮

掩掩”和美国的相对委婉，显得异常“高

调”。其背后，反映出日本政治不独立并

缺乏战略眼光的深层“病根”。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相关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对华反

倾销“替代国”做法于 2016 年 12 月 11

日终止。不过，今年以来，一些发达经

济体故意混淆“市场经济国家”与履行

议定书第 15 条这两个不同概念，片面

强调少数成员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国

内法标准，刻意淡化履行议定书第 15

条的国际义务。

具体到日本，其在有关问题上异常

“高调”的态度则是出于贸易保护心态使

用的伎俩。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

景下，各主要经济体无不面临贸易下滑

的窘境。据日本海关统计，2015 年日本

货物进出口 12736.4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5.3%，贸易逆差达到 235.6 亿美元。不

过，由于日本在积极推动货币贬值政策，

其贸易状况自去年以来实际上处于不断

改善的状态。今年 1 至 9 月，日本货物进

出口额为 9257.0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3.7%，同时实现贸易顺差 264.6 亿美

元。不仅如此，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也在下降，今年 1 至 9 月为 342.8 亿美元，

下降 11.5%。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

日本宣称的担心“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

入”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日本的相关政策，选择无视中国与

外部世界、与日本经济高度关联、互利共

赢这一基本事实。2015 年，中日双边贸

易额为 2698.6 亿美元，在日本全年货物

进出口总额中占据 21%左右的份额，而

同一时期，中日双边贸易额在中国全年

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不到 7%。由此可

以明显看出，中日之间一旦发生贸易争

端，对谁将更加不利。

不仅如此，日本在主要政治政策选

择上也难言主见与独立，受他国影响摆

布较为严重。正如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专

家维克托·帕夫利亚坚科在接受媒体采

访 时 所 指 出 的 ，“ 日 本 作 为 七 国 集 团

（G7）成员国无法采取其他处理方式。

日本能有今天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得益

于与西方的合作和加入 G7。总体来说，

目前日本只能与西方伙伴保持一致立

场，所以日本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不让

人惊讶”。

对那些至今仍未履行第 15 条义务

的世贸组织成员来说，有必要如期履行

义务，避免因此给双边经贸关系正常发

展带来影响。对 12 月 11 日后坚持在对

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

的少数成员，中国商务部也已作出明确

表态，“中方将依据世贸组织规则采取必

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