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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
∗

苏庆义

内容提要: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全球治理领域的长期工程ꎬ 其未来走向直接关系到各 ＷＴＯ 成员

的利益ꎮ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等 ＷＴＯ 成员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

影响力最大ꎬ 其动向最值得关注ꎬ 并正在积极提出建议或表达诉

求ꎮ 拉美国家同样已经在 ＷＴＯ 平台和非 ＷＴＯ 平台采取积极行动、
表达自身立场ꎮ 本文梳理了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和立

场ꎬ 并分析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用ꎮ 本文认为ꎬ 在世

界各大区域中ꎬ 拉美国家发挥的作用大于大洋洲和非洲地区ꎬ 小于

北美、 欧洲、 亚洲地区ꎮ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将是拉美国家中最

具影响力的经济体ꎬ 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扮演影响者的角色ꎮ 其他拉

美国家则将扮演跟随者的角色ꎮ 同时ꎬ 拉美国家内部也存在利益协

调问题ꎮ 其中ꎬ 巴西的动向最值得关注ꎮ 中国应积极寻求和拉美国

家之间的合作ꎬ 共同推进 ＷＴＯ 改革ꎮ 中国和巴西之间虽然存在利

益分化ꎬ 但也存在多种合作的可能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可

以遵循 “抓大不放小、 一事一议、 多种平台” 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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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改革这一话题已延续 ２０ 余年ꎮ 根据笔者查询到的

文献ꎬ 早在 １９９８ 年ꎬ 也就是 ＷＴＯ 成立之后的第 ４ 年ꎬ 就有学者开始研究

ＷＴＯ 改革问题ꎮ 托马斯Ｊ 勋鲍姆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ｍ) 在评估 ＷＴＯ 争

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ꎬ 提出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议ꎮ① １９９９ 年ꎬ 有学者正

式提出 ＷＴＯ 改革这一概念ꎮ② ２００２ 年以后ꎬ 随着 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的启动

以及遭遇挫折ꎬ 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文献逐步增多ꎮ③

本轮 ＷＴＯ 改革始于 ２０１７ 年ꎮ 其特点是不仅学者关注ꎬ ＷＴＯ 自身、 二十

国集团 (Ｇ２０) 和各国政府都甚为关注ꎬ 而且各方都已经有所行动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ＷＴＯ 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Ａｚｅｖêｄｏ) 在出席墨西哥经济部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ꎬ ＷＴＯ 亟需通过改革来应对其面临的挑战ꎮ④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Ｇ２０ 领导人峰会的宣言均有支持 ＷＴＯ 改革的内容ꎮ 美国、 欧盟、
中国及其他 ＷＴＯ 成员也均就 ＷＴＯ 改革表达了自身诉求或者提出具体的建议ꎮ

在 ＷＴＯ 改革中ꎬ 各成员的行动值得关注ꎮ 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ꎬ ＷＴＯ 决策机制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ꎬ 而且 ＷＴＯ 的最高决策机制是

其全体成员都参加的贸易部长会议ꎮ 在这种决策机制下ꎬ ＷＴＯ 的决策 (包括

ＷＴＯ 改革) 取决于所有成员之间的博弈ꎮ 因此ꎬ 各成员对待 ＷＴＯ 改革的行

动、 立场、 作用等备受关注ꎮ 了解各方动态不仅有利于中国研判 ＷＴＯ 改革趋

势ꎬ 还有利于中国尽可能地在不同领域团结 ＷＴＯ 成员ꎬ 以便推进自身主张、
维护自身利益ꎮ

已有文献鲜有关注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ꎮ 目前国内学者

对 ＷＴＯ 改革各方立场的介绍主要聚焦于美欧日等具有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ꎮ
比如有学者专门介绍美国、 欧盟、 日本等各方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和诉求ꎬ
也有学者综合介绍美欧日等成员对 ＷＴＯ 改革的立场和诉求ꎬ 还有学者专门介

—７４—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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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的文献包括: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ａｂｏｎｔ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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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 － ４１ 现在谈论 ＷＴＯ 改革时ꎬ 也称作 “ＷＴＯ 现代化”ꎮ

参见新华社报道: «阿泽维多表示世贸组织亟需改革»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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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中国的立场ꎮ① 但是尚没有学者专门介绍其他 ＷＴＯ 成员的立场ꎮ 本文对拉

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的讨论ꎬ 是对 ＷＴＯ 改革文献的有益补充ꎮ
本文在概述 ＷＴＯ 改革进展并分析其改革前景的基础上ꎬ 阐述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和立场ꎬ 探讨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中拉

合作的思路ꎮ

一　 ＷＴＯ 改革进展及前景展望

前述已指出ꎬ 本轮起始于 ２０１７ 年的 ＷＴＯ 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区别在于官

方的切实行动ꎮ 总体而言ꎬ 各方已经就 ＷＴＯ 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ꎬ ＷＴＯ
成员正在表达自身诉求或提出自身建议ꎬ 各方虽然在某些议题上具有共识ꎬ
但在焦点议题上具有较大分歧ꎮ ＷＴＯ 改革将是一项长期工程ꎮ

(一) ＷＴＯ 改革进展概述

目前ꎬ ＷＴＯ 成员已就其改革必要性达成共识ꎬ 主要 ＷＴＯ 成员均表达了

ＷＴＯ 改革具有必要性的意见ꎮ 首先ꎬ 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致力于推

动 ＷＴＯ 改革ꎮ 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
明确指出ꎬ 美国将致力于改革 ＷＴＯꎮ② 美欧日发布的几次联合声明也都提出

了 ＷＴＯ 改革的思路ꎮ③ 欧盟还是第一个提出 ＷＴＯ 具体改革建议的成员ꎮ 其

次ꎬ 中国和其他 ＷＴＯ 成员也都在积极推动 ＷＴＯ 改革ꎮ 中国在不同场合都表

达了支持 ＷＴＯ 改革的主张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发布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立场文

件ꎬ 提出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中国向 ＷＴＯ 正式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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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 孙立鹏: «ＷＴＯ 改革: 美国的角色»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１ －
８１ 页ꎻ 张玉环: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危机: 美国立场与改革前景»ꎬ 载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５ － １１９ 页ꎻ 石岩: «欧盟推动 ＷＴＯ 改革: 主张、 路径及影响»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２ － ９８ 页ꎻ 倪月菊: «日本应对 ＷＴＯ 改革的政策动向»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９ － １０９ 页ꎻ 许宏强、 张琦: «美欧日对 ＷＴＯ 改革的核心诉求与中国的对策»ꎬ 载

«国际贸易»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８ － ２３ 页ꎻ 孔庆江: «美欧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与中国方案比

较»ꎬ 载 «欧洲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８ － ５６ 页ꎻ 廖凡: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全球方案与中国立

场»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ꎬ ２０１９ 第 ２ 期ꎬ 第 ３２ － ４３ 页ꎻ 张建平、 韩珠萍: «ＷＴＯ 改革进程中中国的

原则与立场»ꎬ 载 «中国外汇»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３ 期ꎬ 第 １６ － １８ 页ꎮ
“２０２０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刘明: «对 ２０１７ 年以来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联合声明的分析»ꎬ 载 «国家治理»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１

期ꎬ 第 １３ －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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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ꎬ 共 １２ 条涉及 ４ 个行动领域ꎮ① 再次ꎬ
当前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因为大法官遴选问题出现停摆ꎬ 对 ＷＴＯ 地位造成极

大冲击ꎬ 除美国之外的所有成员都感受到 ＷＴＯ 面临的困难ꎬ 寄希望于通过改

革维护 ＷＴＯ 的正常运行ꎮ
部分 ＷＴＯ 成员或一些研究机构已提出改革诉求或具体改革方案ꎮ 目

前ꎬ 欧盟和中国已经就 ＷＴＯ 改革提出较为详细的方案ꎬ 美国也通过一些渠

道释放了其对改革的诉求ꎮ 美国对 ＷＴＯ 改革的诉求体现在其贸易代表办公

室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连续三年发布的 «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与贸易报告»、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向 ＷＴＯ 总理事会提交的 «一个无差别化的 ＷＴＯ: 自我认定式的发展

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发布的 «改革 ＷＴＯ 发展中国家地位备

忘录» 等各类官方文件中ꎮ 欧盟对 ＷＴＯ 改革的诉求体现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欧

盟委员会起草的 «欧盟关于 ＷＴＯ 现代化的建议»ꎮ② 中国也在积极推进

ＷＴＯ 改革ꎬ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中国向 ＷＴＯ 正式提交了 «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

的建议文件»ꎬ 共 １２ 条涉及 ４ 个行动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全球贸易治理未来”
高级别专家委员会也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发布了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研究报告ꎬ
具有较大的影响力ꎮ③

ＷＴＯ 改革不可能由某个成员单独完成ꎬ ＷＴＯ 成员尤其是主要的成员只有

联合起来才能逐步推进其改革ꎬ 部分成员已经开始就 ＷＴＯ 改革工作进行合

作ꎮ 美欧日由于在 ＷＴＯ 改革方面持有较为相近的立场而经常会晤并发布联合

声明ꎮ 美欧日已在三方贸易部长会议上讨论 ＷＴＯ 改革ꎬ 并正在就 ＷＴＯ 改革

制定联合方案ꎮ 中国和欧盟已在领导人会晤机制下建立 ＷＴＯ 改革副部级工作

组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日本、 澳大利亚等 １２ 个成员国贸易部长与欧盟代表在加

拿大讨论 ＷＴＯ 改革问题ꎮ④ 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从争端解决机制、 重振 ＷＴＯ
谈判职能、 加强贸易政策透明度等三方面对拟议中的新一轮 ＷＴＯ 改革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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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ꎬ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ｓｍ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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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８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ｔｒａｄｏｃ ＿１５７３３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ꎬ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ｎｅｗｓ１８＿ｅ /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ｒｐｔ＿ｅ ｐｄｆ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参加该会议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欧盟、 日本、 肯尼亚、 韩国、 墨西

哥、 新西兰、 挪威、 新加坡和瑞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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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主张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中国与加拿大、 欧盟等 ＷＴＯ 成员多次提交关于争端解

决上诉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ꎮ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ꎬ Ｇ２０ 贸易部长会议及领导人

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及宣言也支持 ＷＴＯ 改革ꎮ
(二) ＷＴＯ 改革建议的共识和分歧

ＷＴＯ 改革主要涉及四大领域: 规则制定、 争端解决机制、 发展议题、 日

常运行ꎮ 规则制定对应 ＷＴＯ 的谈判机制ꎬ 旨在建立多边层面的国际贸易规

则ꎮ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对应 ＷＴＯ 的争端机制ꎬ 主要是应对美国对争端解决机

制的一系列抱怨ꎮ 发展议题分为贸易与发展、 发展身份认定两类问题ꎮ 日常

运行改革旨在改进 ＷＴＯ 运行效率和能力ꎮ
ＷＴＯ 改革中ꎬ 已经达成共识或者容易达成共识的包括规则制定中的渔业

补贴谈判、 支持诸边主义谈判模式发挥更大作用、 ＷＴＯ 日常工作以及履行通

报义务、 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渔业补贴谈判是美国、 中国等 ＷＴＯ 成员都同

时愿意推进的谈判议题ꎬ 而且各方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ꎬ 分歧也相对较小ꎬ
容易达成共识ꎮ 诸边谈判模式是大多数 ＷＴＯ 成员都主张的谈判模式ꎬ 相对灵

活ꎬ 自愿加入ꎬ 对非成员随时开放ꎬ 而且 ＷＴＯ 成员已经推动过多个诸边贸易

协定谈判ꎬ 积累了相关经验ꎬ 这一模式的推广障碍相对较小ꎮ 在改进 ＷＴＯ 机

构的日常运行以及履行通报义务、 增强透明度方面ꎬ 各方也都提出了相关建

议ꎬ 不存在实质性分歧ꎬ 相对容易达成共识ꎮ ＷＴＯ 应该对接可持续发展目

标ꎬ 这也是美欧日、 中国等主要 ＷＴＯ 成员都认可的方向ꎬ 容易达成共识ꎮ 另

外ꎬ 主要 ＷＴＯ 成员也都同意推进电子商务规则谈判ꎮ
在规则谈判的优先领域和内容方面ꎬ ＷＴＯ 成员之间存在分歧ꎬ 在争端解

决机制和发展身份认定方面也存在分歧ꎮ 在规则谈判方面ꎬ 美欧日等成员的

兴趣在于制定关于产业补贴、 国有企业、 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ꎬ 中国的兴

趣在于加严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和不符合 ＷＴＯ 规则的单边措施的纪律ꎮ 而

且ꎬ 在产业补贴、 国有企业、 电子商务等方面ꎬ 美欧日和中国对于制定规则

的内容存在较大分歧ꎮ 在争端解决机制领域ꎬ 美国不认为这一问题是迫切问

题ꎬ 其立场不同于其他 ＷＴＯ 成员ꎬ 属于单独立场派ꎮ 如果美国不配合ꎬ 这一

领域的改革很难推进ꎮ 在发展身份的认定方面ꎬ 美欧等发达国家均认为有必

要重新界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ꎬ 并设立退出特殊与差别待

遇的规则ꎮ 美国认为这一问题非常迫切ꎬ 需要立即解决ꎬ 而欧盟和日本则没

有像美国那样认为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ꎮ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不需

要重新认定发展身份ꎬ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应该得到尊重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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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ＷＴＯ 改革前景展望

短期内ꎬ ＷＴＯ 改革主要致力于解决最为迫切的问题ꎬ 以应对其面临的生

存危机ꎮ 在 ＷＴＯ 改革涉及的四大领域中ꎬ 最为迫切的是争端解决机制ꎮ 规则

制定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ꎬ 而且不容易在短期内得到解决ꎮ 即便短期内

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ꎬ 也不影响 ＷＴＯ 的正常运行ꎮ 但是ꎬ 争端解决机制是为

了处理国际贸易运行中出现的纠纷ꎬ 是维护 ＷＴＯ 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ꎮ 争端

解决机制如果不能正常运行ꎬ 则危及 ＷＴＯ 的正常运行ꎮ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

构共需要 ７ 位大法官ꎬ 每个争端案件需要指定 ３ 位大法官进行处理ꎮ 但目前

上诉机构只有 １ 位大法官ꎬ 达不到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最低人数要求ꎬ 导致

上诉机构已出现停摆ꎮ 因此ꎬ 除美国之外ꎬ 大部分 ＷＴＯ 成员都在积极推进争

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进展ꎮ 这是 ＷＴＯ 改革最为迫切的问题ꎮ
在解决了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问题、 使得争端解决机制能够正常运转之

后ꎬ 才能考虑其他 ＷＴＯ 改革主题ꎮ 但是ꎬ 这一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而面临无

法解决的风险ꎮ 美国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发布的 «改革 ＷＴＯ 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

录» 中认为ꎬ ＷＴＯ 改革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发展问题ꎬ 即发展身份的认定

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取消ꎬ 并宣称: “自备忘录签署 ９０ 天内ꎬ 如果美国贸易

代表认为 ＷＴＯ 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上取得明显进展ꎬ 美方可能单方面

采取行动ꎮ”
中期内ꎬ ＷＴＯ 成员需要就如何改革达成共识ꎮ 目前ꎬ 各成员已就 ＷＴＯ

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ꎬ 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则还处于讨论的初始阶段ꎬ 仅仅

是表达自身诉求ꎮ 如何改革包括如下问题: 改革的优先序及时间表ꎬ 也就是

改革的具体方案ꎻ 如何建立推进改革实施的相关机制ꎬ 比如是否要在 ＷＴＯ 框

架内建立改革小组ꎬ Ｇ２０ 等其他机构和成员在 ＷＴＯ 改革过程中发挥何种作

用ꎮ 这些都是在真正推行 ＷＴＯ 改革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ꎬ 也就是需要制定详

细的改革计划ꎬ 然后再推进改革ꎮ 因此ꎬ 中期内ꎬ ＷＴＯ 成员需要讨论制定详

细可行的改革计划ꎮ
ＷＴＯ 改革必然要经历较长时期才能完成ꎮ 如果近两年 ＷＴＯ 能够解决争

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 (大法官) 遴选问题ꎬ 就已经是短期内最好的结果ꎮ
在此基础上ꎬ ＷＴＯ 制定改革计划并征得所有成员同意也再需要至少 ２ ~ ３ 年的

时间ꎮ 在计划制定之后ꎬ 具体的改革推进也是耗时耗力ꎬ 参照一般贸易谈判

的时间至少也再需要 ５ 年的时间ꎮ 整体上看ꎬ 从现在算起ꎬ 整个 ＷＴＯ 改革至

少需要 １０ 年左右甚至 ２０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ꎮ 由此看来ꎬ ＷＴＯ 改革必然是一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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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长期工程ꎮ①

二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和立场

除美欧日和中国等主要 ＷＴＯ 成员外ꎬ 许多拉美国家也已在 ＷＴＯ 改革中

有所行动ꎬ 通过多种平台单独或联合采取行动或者阐述立场ꎮ 下面考察拉美

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ꎬ 分析拉美国家的立场ꎮ
(一)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

和美国、 欧盟、 中国等主要 ＷＴＯ 成员发布全面的 ＷＴＯ 改革建议或提出

全面的诉求不同ꎬ 拉美地区尚没有一个国家单独提出较为全面的关于 ＷＴＯ 改

革的建议或诉求ꎮ 拉美国家为推动 ＷＴＯ 改革主要采取以下行动: 第一ꎬ 在

ＷＴＯ 平台单独或联合其他成员提出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提案ꎻ 第二ꎬ 在其他场

合或平台提出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建议或采取相关行动ꎮ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平台

和非 ＷＴＯ 平台采取的行动和相关诉求总结在表 １ 和表 ２ 中ꎮ 其中ꎬ 拉美国家

在 ＷＴＯ 平台上的提案是从 ＷＴＯ 网站获得ꎮ②

在 ＷＴＯ 平台ꎬ 拉美国家主要通过联合提案或联合声明的形式采取行动ꎬ
在 ＷＴＯ 规则制定、 争端解决机制、 发展议题、 日常运行等领域均有行动 (见
表 １)ꎮ 拉美地区参与ＷＴＯ 改革行动较活跃的国家是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

拉美大国ꎬ 同时ꎬ 诸多拉美小国也在积极采取行动ꎮ 在综合提案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乍得代表最不发达国家递交 «最不发达国家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建

议»ꎮ 鉴于 ＷＴＯ 平台上拉美国家中仅有海地是最不发达国家ꎬ 因此该提案自

然也仅代表海地的行动ꎮ 在规则制定方面ꎬ 巴西曾单独提出过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领域的建议ꎮ 拉美国家也联合提出过电子商务、 促进中小微企业

(ＭＳＭＥｓ) 发展的建议ꎮ 争端解决机制是拉美国家参与行动最活跃的领域ꎮ 为

维护争端解决机制、 解决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僵局ꎬ 拉美国家主要同中国、

—２５—

①

②

不少学者都认为 ＷＴＯ 改革的推进将会非常艰难ꎮ 如宋泓: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改革: 前

景不容乐观»ꎬ 载张宇燕主编: «２０２０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２８６ － ３０３ 页ꎮ

主要关注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主要拉美国家ꎬ 搜索２０１７ 年１ 月１ 日至２０２０ 年４ 月７ 日这三个国

家向ＷＴＯ 递交的文件获得ꎮ 文件类型选取 “建议”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声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等ꎮ
同时以 ｒｅｆｏｒｍ 为关键词搜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所有与 ＷＴＯ 改革相关的文件进行补充ꎮ
然后进行人工识别ꎮ 搜索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Ｆ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Ｅ＿Ｓ＿Ｓ００１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 －
０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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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等成员采取联合行动ꎮ 同时ꎬ 阿根廷、 巴西、 哥斯达黎加等拉美国家也

同美国合作提出增强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的建议ꎮ 另外ꎬ 委内瑞拉、 玻利维

亚、 古巴等拉美国家还和中国、 印度、 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提出关于发展议题

的建议ꎮ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和加拿大、 中国、 德国、 日

本、 英国、 美国等成员提出关于 ＷＴＯ 日常运行的建议ꎮ

表 １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和诉求 (ＷＴＯ 平台)

领域: 时间ꎬ
提案名称

参与的拉美国家 具体内容 备注

综合: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最不发达
国 家 关 于 ＷＴＯ
改革的建议»

拉美国家中的最不发达
国家ꎬ 即海地ꎮ

ＷＴＯ 改革应该能保障最
不发达国家的利益ꎬ 并且
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
制ꎮ 具体包括: (１) 支
持上诉机构改革ꎻ (２)
在增强透明度和通报方
面ꎬ 不支持增加最不发达
国家的负担ꎻ (３) 支持
理事会和委员会改革ꎮ

此提案由乍得代表最不
发达国家递交ꎮ 拉美国
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自
然在此之列ꎮ

规则制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改进
‹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定›»

巴西
完善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协定» 的内容ꎮ

不包括其他 ＷＴＯ 成员ꎮ

规则制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关于
在 ＷＴＯ 框 架 下
谈判与贸易有关
的电子商务规则
的建议»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哥
斯达黎加

提出关于电子商务规则谈
判的 建 议ꎬ 要 点 包 括:
(１) 谈判议题应该全面、
一致ꎻ (２) 须保护个人
隐私、 保障信息的安全和
保密ꎻ (３) 保障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
益ꎻ (４) 保障不同规模
企业的利益ꎮ

不包括其他 ＷＴＯ 成员ꎮ

规则制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中小
微企业非正式工
作组建立中小微
企业线上平台的
建议»

墨西哥提起建议ꎮ 非正
式工作组的拉美成员还
包括: 阿 根 廷、 巴 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
达黎加、 多米尼加、 萨
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
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
拿马、 巴 拉 圭、 秘 鲁、
乌拉圭ꎮ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ꎬ 建
立线上平台ꎮ

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
组共包括欧盟、 日本、
俄罗 斯 等 ２８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３５—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争端解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关于
任命上诉机构大
法官的建议»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
等许多拉美国家

尽快遴选大法官ꎬ 解决上
诉机构大法官空缺问题ꎮ

最新的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递
交的版本包括 ９０ 多个
ＷＴＯ 成 员ꎮ 中 国、 欧
盟、 印度、 俄罗斯等均
包括在内ꎮ

争端解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向总
理事会递交的建
议»

墨西哥
支持争端解决机制发挥作
用ꎬ 同时进行必要改革ꎬ
提出改革建议ꎮ

共包括加拿大、 中国、
欧 盟 等 １２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争端解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联合
声明»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

(１) 重申支持以规则为
基 础 的 多 边 贸 易 体 制ꎮ
(２) 维护争端解决机制ꎬ
支持解决上诉机构大法官
空缺问题ꎮ (３) 支持争
端解 决 机 制 进 行 必 要
改革ꎮ

共包括加拿大、 中国、
欧 盟 等 １３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争端解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关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
制透明度重要性
的联合声明»

阿根廷、 巴西、 哥斯达
黎加

增强争端解决机制的透
明度ꎮ

共包括加拿大、 美国等
１１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发展议题: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特殊
与差别待遇在帮
助发展中成员促
进发展和保障包
容性方面的持续
相关性»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古巴

坚持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认
为在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
时ꎬ 采 取 “ 自 我 宣 称 ”
的方式是合适的ꎮ

共包括中国、 印度、 南
非等 ８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日常运行: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关于
降低文件打印和
邮 递 成 本 的 建
议»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墨
西哥

倡导 ＷＴＯ 电子化传送文
件ꎬ 降 低 打 印 和 邮 递
成本ꎮ

共包括加拿大、 中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
国等 １７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ꎮ

在 ＷＴＯ 平台外ꎬ 拉美国家还通过 Ｇ２０、 国际会议、 渥太华小组 (Ｏｔｔａｗａ
Ｇｒｏｕｐ)、 东角小组 (Ｐｕｎｔａ ｄｅｌ Ｅｓｔｅ Ｇｒｏｕｐ)、 单边行动等非 ＷＴＯ 平台采取行动

(见表 ２)ꎮ Ｇ２０ 成员包括的拉美国家有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ꎮ 这些国家可以

通过 Ｇ２０ 平台参与推进 ＷＴＯ 改革ꎮ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ꎬ Ｇ２０ 贸易部长会议及

领导人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及宣言都有支持 ＷＴＯ 改革的内容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８ 年

Ｇ２０ 领导人峰会的主席国是阿根廷ꎮ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届 ＷＴＯ 贸易部长会议也是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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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召开ꎮ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总统和政府高官均通过

致辞或发言提出自身对 ＷＴＯ 改革的看法ꎮ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 １３ 个拉

美国家还和加拿大、 中国、 欧盟、 日本、 俄罗斯等共 ４２ 个 ＷＴＯ 成员发布关

于投资便利化以促进发展的联合声明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加拿大召集其他 １２ 个 ＷＴＯ 成员齐聚加拿大渥太华讨论

ＷＴＯ 改革ꎮ 这 １３ 个成员来自五大洲ꎬ 充分考虑了 ＷＴＯ 成员的代表性ꎬ 被称

为 “渥太华小组”ꎮ 但是中国和美国没有包括在内ꎮ 渥太华小组中的拉美国家

包括巴西和智利ꎬ 其他成员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盟、 日本、 肯尼亚、
韩国、 新西兰、 挪威、 新加坡、 瑞士ꎮ 渥太华小组的成员不定期地聚集在一

起讨论 ＷＴＯ 改革ꎬ 并向 ＷＴＯ 递交提案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在阿根廷 Ｇ２０ 峰会前夕ꎬ 由 ３４ 位拉美学者组成的东角小

组在乌拉圭东角发布题为 “拉丁美洲: 支持多边主义和 ＷＴＯ 现代化” 的声

明ꎮ 该声明提出了拉美学者对 ＷＴＯ 改革的思路ꎮ 东角小组的学者来自阿根

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墨西哥、 巴拿马、 秘

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这些学者大多具有在政

府部门工作的履历ꎮ 比如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曾任乌拉

圭中央银行行长、 外交部部长、 泛美开发银行行长、 乌拉圭回合贸易部长会

议主席ꎮ 随后ꎬ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东角小组还进一步讨论了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的建议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来自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和欧盟、 美国的商界人士在巴

西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ꎬ 支持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地位以及 ＷＴＯ 进行必要的

改革ꎬ 并提出 ＷＴＯ 改革的优先议题ꎮ④ 由于有欧盟和美国的商界人士ꎬ 该声

明对产业补贴、 国有企业等规则表达了关注ꎮ

—５５—

①

②

③

④

这虽然是在 ＷＴＯ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发表的言论或采取的行动ꎬ 但为了区分通过 ＷＴＯ 平台递

交的建议ꎬ 将此划分为非 ＷＴＯ 平台的行动ꎮ
“ ‘Ｏｔｔａｗａ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 ＷＴＯ’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ｍｔｒａｄｅｌａｗ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１[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Ｆéｌｉｘ Ｐｅñａꎬ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ＴＯ－Ｓｏｍ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ｅｌｉｘｐｅｎａ ｃｏｍ ａｒ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ｃｏｎｔｅｎｉｄ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ａｇｎｏ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ｏｉｎｔ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ｗｔｏ － 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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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行动和诉求 (非 ＷＴＯ 平台)

领域: 时间ꎬ 平台 参与的拉美国家 具体内容 备注

综合: ２０１８ 年ꎬ ２０１９
年ꎬ Ｇ２０ 领导人峰会

阿 根 廷、 巴 西、
墨西哥

支持 ＷＴＯ 改革ꎮ 支持 Ｇ２０ 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作用ꎮ

———

综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在阿根廷举办的第十
一届 ＷＴＯ 贸易部长
会议

阿根廷
支持 ＷＴＯ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地位ꎮ

总统马克里的开幕致
辞ꎬ 外交和宗教部大
使发言ꎮ

巴西

支持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地
位ꎮ 支持 ＷＴＯ 改革ꎮ 巴西关
注的重点是对农业的支持ꎮ
同时关注渔业补贴谈判、 中
小微企业发展、 投资便利化、
电子商务、 妇女权益等ꎮ

总统特梅尔的开幕致
辞ꎬ 外 交 部 大 使
发言ꎮ

墨西哥
支持 ＷＴＯ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地位ꎮ

经济部大使发言ꎮ

阿 根 廷、 巴 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萨
尔瓦多、 危地马
拉、 洪 都 拉 斯、
墨西哥、 尼加拉
瓜、 巴拿马、 巴
拉圭、 乌拉圭

发布关于投资便利化促进发
展的联合声明ꎮ 支持建立投
资便利化的多边框架ꎮ

共包 括 加 拿 大、 中
国、 欧盟、 日本、 俄
罗 斯 等 ４２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综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渥太华小组

巴西、 智利

(１ ) 规 则 制 定: 需 要 激 活
ＷＴＯ 的谈判功能ꎬ 包括 ２０１９
年结束渔业补贴谈判、 处理
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 建立
灵活和开放的谈判方式ꎮ
(２) 争端解决: 认为争端解
决机制是 ＷＴＯ 的支柱ꎮ 上诉
机构成员的空缺对整个 ＷＴＯ
都是风险ꎮ 尽快任命上诉机
构成员是非常迫切的任务ꎮ
赞成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运
行制度ꎬ 但应保留该机制及
上诉机构运行的本质特征ꎮ
(３) 发展议题: ＷＴＯ 应关注
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更好地处
理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ꎮ
(４) 日常运行: 增强 ＷＴＯ 的
监督功能和透明度ꎬ ＷＴＯ 成
员应更好地履行通报义务ꎮ

渥太华小组共包括 １３
个 ＷＴＯ 成员ꎬ 其他
成员包括澳大利亚、
加 拿 大、 欧 盟、 日
本、 肯 尼 亚、 韩 国、
新西兰、 挪威、 新加
坡、 瑞士ꎮ

—６５—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　

综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东角小组

阿 根 廷、 巴 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
瓜多尔、 墨西哥、
巴 拿 马、 秘 鲁、
乌 拉 圭、 委 内
瑞拉

(１) 规则制定: 应优先解决
产业和农业补贴、 国有企业
等议题ꎮ 支持诸边贸易谈判
模式发挥作用ꎮ
(２) 争端解决: 支持争端解
决机制ꎮ
(３) 发展议题: 基于经济和
商业现实ꎬ 更新特殊与差别
待遇规则ꎮ 贸易应该促进包
容和可持续发展ꎮ
(４) 日常运行: 增强 ＷＴＯ 监
督和审议机制ꎮ

东角小组由拉美学者
组成ꎬ 但不少都有政
府工作背景ꎮ

综合: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商界人士在巴西发布
声明

阿 根 廷、 巴 西、
墨西哥

(１) 规则制定: 更多利用诸
边谈判模式ꎮ 规则制定的优
先领域包括产业和农业补贴、
国有企业、 监管措施、 扩大
货物和服务市场准入ꎮ
(２) 争端解决: 尽快解决上
诉机构大法官任命问题ꎻ 改
进上诉机构运行效率ꎮ
(３) 日常运行: 改进 ＷＴＯ 监
督机制ꎻ 建立 ＷＴＯ 联系商界
的委员会ꎮ

还包括欧盟、 美国的
商界人士ꎮ

规则制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电
子商务非正式部长级
会议

巴 西、 阿 根 廷、
智利、 墨西哥等
１２ 个拉美国家

宣布在 ＷＴＯ 现有协定和框架
基础上ꎬ 启动与贸易有关的
电子商务议题谈判ꎮ

共包括中国、 欧盟、
日本、 美国、 俄罗斯
等 ７６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争端解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在瑞士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期间发布
联合声明

巴西、 智利、 哥
伦比亚、 哥斯达
黎加、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巴拿马、
乌拉圭

维护争端解决机制ꎬ 支持上
诉机构运转ꎬ 在上诉机构正
常运转之前建立多方临时上
诉仲裁安排ꎮ

联合声明发起方共包
括加拿大、 中国、 欧
盟 等 １７ 个 ＷＴＯ
成员ꎮ

争端解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建立多方临时上
诉仲裁安排 (ＭＰＩＡ)

巴西、 智利、 哥
伦比亚、 哥斯达
黎加、 危地马拉、
墨西哥、 乌拉圭

该安排将在上诉机构停摆期
间ꎬ 利用 ＷＴＯ «关于争端解
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２５
条规定的仲裁程序ꎬ 审理各
参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ꎮ

共包 括 加 拿 大、 中
国、 欧 盟 等 １６ 个
ＷＴＯ 成 员ꎮ 相 比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份 的 声
明ꎬ 韩国和巴拿马退
出ꎬ 中国香港加入ꎮ

发展议题: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单边行动

巴西 宣布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
的联合声明指出ꎬ 在
美国的建议下ꎬ 巴西
将放弃 ＷＴＯ 中的特
殊与差别待遇ꎮ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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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在非 ＷＴＯ 平台就 ＷＴＯ 提出综合改革意见外ꎬ 拉美国家还就规则

制定、 争端解决机制、 发展议题采取相应的行动ꎮ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等

拉美国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参与发布 «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ꎬ 决定启动

ＷＴＯ 框架下 “电子商务议题” 的谈判探索工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在瑞士达沃斯

举办的电子商务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ꎬ 这些拉美国家还参与签署 «关于电子

商务的联合声明»ꎬ 宣布在 ＷＴＯ 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ꎬ 启动与贸易有关的

电子商务议题谈判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巴拿马、 乌拉圭等拉美国家联合加拿大、 中国、 欧盟等组成的 １７ 个 ＷＴＯ 成

员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发布联合声明ꎬ 宣布在上诉机构恢复正常

运转之前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ＭＰＩＡ)ꎮ② ３ 月份ꎬ 尽管巴拿马退出ꎬ
但其他拉美国家仍然同加拿大、 中国、 欧盟等成员正式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

裁安排ꎬ 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ꎬ 利用 ＷＴＯ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

解» 第 ２５ 条规定的仲裁程序ꎬ 审理各参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ꎮ③

除联合行动外ꎬ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上也有一些单边行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在阿根廷 Ｇ２０ 峰会之后ꎬ 巴西外交部一位官员表示ꎬ 巴西将在 ＷＴＯ 改革

中扮演积极角色ꎮ④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

的联合声明指出ꎬ 在美国的建议下ꎬ 巴西将放弃 ＷＴＯ 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ꎮ⑤

(二)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

拉美国家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ꎬ 支持 ＷＴＯ 改革ꎬ 支持 Ｇ２０ 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作用ꎮ 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均在不

同场合表达了支持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地位的看法ꎬ 并认为 ＷＴＯ 在维护世界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ＴＯ 成员签署电子商务联合声明»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２３７１９１７１０３１７５０６６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Ｔｒａｄｅ: ＥＵ ａｎｄ １６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２０＿１１３[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ＥＵ ａｎｄ １５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７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２０＿５３８ꎻ «中国与欧盟等世贸组织成员

决定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２０
０３ / 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９４９２５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ｏ 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Ｗ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ｓａｙｓ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 /
ｐｏｗｅｒ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 ｔｒａｄｅ － ｂｒａｚｉｌ － ｗｔｏ － 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ａｉｒ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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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秩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ＷＴＯ 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变

化ꎬ 应该对其进行必要改革以满足现代化的需求ꎮ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作

为 Ｇ２０ 成员国ꎬ 也通过 Ｇ２０ 平台对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地位及 ＷＴＯ 改革表示

了支持ꎮ 拉美国家的这一立场和绝大多数 ＷＴＯ 成员一致ꎮ
在规则制定方面ꎬ 拉美国家除关注传统的谈判议题外ꎬ 还关注新兴议题ꎮ

拉美国家关注的传统议题包括农业发展、 渔业补贴谈判、 非关税壁垒措施、
扩大货物和服务市场准入、 投资便利化等ꎮ 同时ꎬ 拉美国家也关注电子商务、
中小微企业发展、 妇女权益等新兴议题ꎬ 并对产业补贴、 国有企业等敏感议

题感兴趣ꎮ 但是ꎬ 不同拉美国家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不同ꎮ
拉美国家支持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ꎬ 并认为应该对机制进行必

要改革ꎮ 拉美国家对争端解决机制非常关注ꎬ 积极参与维护争端解决机制ꎮ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许多拉美国家都参与递交了关于任命上诉机构大法

官的提案ꎬ 该提案总共由 ９０ 多个 ＷＴＯ 成员参与ꎮ 可以说ꎬ 拉美国家在尽快

任命上诉机构大法官以拯救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共识ꎮ 同时ꎬ 拉美国家认

为应该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必要改革ꎬ 增强其透明度以提升其运转效率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墨西哥、 乌

拉圭等拉美国家还与加拿大、 中国、 欧盟等 ＷＴＯ 成员一道建立了多方临时上

诉仲裁安排ꎬ 以实际行动维护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ꎮ
拉美国家在发展议题领域有分歧ꎮ ＷＴＯ 发展议题分为两类: 一类是 ＷＴＯ

应该能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ꎬ 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ꎻ 另一类是发展

中国家身份的认定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ꎮ 对于第一类ꎬ 与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一

样ꎬ 拉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分歧ꎮ 但是在发展身份认定方面ꎬ 拉美国家之间

存在分歧ꎮ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古巴等拉美国家的立场和中国、 印度、 南

非等国家一致ꎬ 支持原有的基于 “自我宣称” 方式认定发展中国家的规则ꎬ
并且认为应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但同时认为ꎬ 发展中国家

可以基于自身能力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ꎮ 巴西则单方面宣称放

弃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可以说ꎬ 除巴西外ꎬ 其他国家在发展议题上的立场较为

一致ꎮ
对于 ＷＴＯ 的日常运行ꎬ 拉美国家和其他 ＷＴＯ 成员的诉求较为一致ꎮ 拉

美国家均支持为 ＷＴＯ 更好地运转而对理事会和委员会进行必要的改革ꎮ ＷＴＯ
还应增强监督和审议功能ꎮ 拉美国家商界还提出建立 ＷＴＯ 联系商界的委员会

的建议ꎮ 可以说ꎬ 这些关于 ＷＴＯ 正常运行的建议并不会对其他 ＷＴＯ 成员造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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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负面影响ꎬ 也几乎是所有 ＷＴＯ 成员的立场ꎮ

三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作用与中拉合作思路

不同 ＷＴＯ 成员和不同区域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不同ꎮ 在给出不同

成员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作用的简单分析框架后ꎬ 可以界定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作用ꎮ 在认识拉美国家作用的基础上ꎬ 中国需要明晰与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合作思路ꎮ
(一)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作用

在 ＷＴＯ 改革中ꎬ 不同 ＷＴＯ 成员发挥的作用不同ꎮ 与在整个世界贸易体

系乃至全球治理领域一样ꎬ 通常认为ꎬ 不同经济体发挥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

于经济实力ꎮ 另外ꎬ 也取决于经济体的规则制定能力和规则参与意愿ꎮ① 基于

此ꎬ 我们可以将所有 ＷＴＯ 成员在 ＷＴＯ 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分为主导者、 协调

者、 影响者、 跟随者四类 (见表 ３)ꎮ 主导者能够主导 ＷＴＯ 改革ꎬ 有改变

ＷＴＯ 改革方向的能力ꎮ 协调者具有较强的规则制定能力ꎬ 对 ＷＴＯ 改革的影

响能力较强ꎮ 影响者则仅仅是能起到影响 ＷＴＯ 改革某些议题的作用ꎬ 但影响

能力有限ꎮ 跟随者则只能跟随在上述三类经济体之后 “搭便车”ꎬ 支持某些议

题ꎮ 这四类 ＷＴＯ 成员发挥的作用依次递减ꎮ②

表 ３　 ＷＴＯ 成员在 ＷＴＯ 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划分

主导者 协调者 影响者 跟随者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印度、 印
度尼西亚、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
伯、 南非、 土耳其

其他 ＷＴＯ 成员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ꎮ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ꎬ 其

规则制定能力也非其他 ＷＴＯ 成员能比ꎮ 美国依然将在 ＷＴＯ 改革中扮演唯一

的主导者角色ꎬ 发挥的作用也最大ꎮ 虽然目前特朗普政府对 ＷＴＯ 非常不满ꎬ

—０６—

①

②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Ｈｏｐｅｗｅｌｌ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１１ － ３３８

划分为四类的思路是ꎬ 首先美国作为超级大国ꎬ 只能单独划为一类ꎻ 有许多非常小的 ＷＴＯ 成

员则作为另一个极端的一类ꎮ 其余 ＷＴＯ 成员中ꎬ 又需要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欧盟、 中国、 日本这样仅

次于美国经济实力的成员ꎬ 另一类是经济实力排名前十几位、 二十几位的成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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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表达了 ＷＴＯ 需要改革的看法ꎬ 并且提出了 ＷＴＯ 改革的诉求ꎮ 当前阶

段ꎬ 美国并未将 ＷＴＯ 改革作为自身贸易政策的重点ꎬ 推进 ＷＴＯ 改革的行动

力并不强ꎬ 但是其破坏性非常大ꎮ 这也彰显了美国作为主导者的能力ꎮ 未来ꎬ
只要美国将精力转向 ＷＴＯ 改革ꎬ 其作用将依然明显大于其他 ＷＴＯ 成员ꎮ

欧盟、 中国、 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型经济体ꎬ 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

挥的作用仅次于美国ꎮ 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ꎮ 欧盟和中国在

ＷＴＯ 改革中已经通过联合行动做出许多努力ꎮ 日本虽然在 ＷＴＯ 改革中是美

国的跟随者ꎬ 但其经济实力强ꎬ 加上通过推进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增强了自

身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ꎬ 其协调能力将会很强ꎮ
除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之外ꎬ 也有不少经济体可以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

挥重要作用ꎬ 影响 ＷＴＯ 改革ꎮ 这些经济体的实力在世界排名前列ꎬ 同时ꎬ 很

重要的一点是它们能通过 Ｇ２０ 这一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参与 ＷＴＯ 改革ꎮ 因

此ꎬ 我们选定 Ｇ２０ 成员作为影响者的标准ꎮ 在 １２ 个发挥影响者作用的经济体

中ꎬ 拉美国家有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ꎮ 其他 ＷＴＯ 成员将在 ＷＴＯ 改革中扮

演跟随者角色ꎬ 搭便车是其最好的选择ꎮ 大多数拉美国家和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一

道ꎬ 最好的选择是支持重要经济体的诉求ꎮ
综上考虑ꎬ 在 ＷＴＯ 改革中ꎬ 拉美国家中的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将扮演

影响者的角色ꎬ 发挥重要作用ꎮ 其他拉美国家将扮演跟随者角色ꎬ 在 ＷＴＯ 改

革中发挥一定的作用ꎮ 在 ＷＴＯ 改革中ꎬ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无疑是最活

跃的经济体ꎮ 拉美国家很难就 ＷＴＯ 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新方案ꎬ 但会是推动

ＷＴＯ 改革的重要力量ꎮ
基于上述对国别的分析ꎬ 可以将各大区域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做一

个划分ꎮ 美国作为主导者ꎬ 加拿大作为影响者ꎬ 其组成的北美地区毫无疑问

将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最大的作用ꎮ 欧盟领衔的欧洲地区ꎬ 以及中国、 日本领

衔的亚洲地区 (还有印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沙特阿拉伯等影响者) 是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作用仅次于北美地区的地区ꎮ 大洋洲地区和非洲地区仅有澳

大利亚和南非是影响者ꎬ 其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最低ꎮ 拉美地区有三个

影响者———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ꎬ 发挥的作用将大于大洋洲地区和非洲地

区ꎬ 但是小于欧洲和亚洲地区ꎮ 综合起来看ꎬ 各地区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

用遵循以下顺序: 北美 > 欧洲 ＝ 亚洲 > 拉美 > 大洋洲 ＝ 非洲ꎮ 也即ꎬ 虽然拉

美地区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最大的ꎬ 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ꎬ 在

区域比较中发挥的作用属于中等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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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 ＷＴＯ 改革中ꎬ 拉美国家内部存在利益协调问题ꎮ 任何

区域在参与 ＷＴＯ 改革时都需要协调本区域的利益ꎮ 北美、 欧洲地区、 大洋洲

地区、 非洲地区协调利益的难度相对较小ꎬ 相对容易采取统一行动ꎬ 发出一

致声音ꎮ 亚洲地区的各经济体之间利益诉求较为复杂ꎬ 很难发出一致声音ꎮ
拉美地区虽然不像亚洲地区的利益诉求那样复杂ꎬ 但是也不像北美、 欧洲、
大洋洲、 非洲等地区那样容易协调利益ꎮ 因此ꎬ 拉美地区很难就 ＷＴＯ 改革的

实质领域发出统一的声音ꎮ 很可能的情况是ꎬ 拉美地区就某一议题可以达成

一致意见ꎬ 持相同立场并发出一致声音ꎮ
巴西作为拉美国家的重要经济体ꎬ 其动向最值得关注ꎮ 其原因在于ꎬ 巴

西是拉美国家中对 ＷＴＯ 改革影响力最大的经济体ꎮ 拉美国家中ꎬ 巴西、 智

利、 古巴属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 的 ２３ 个创始缔约方ꎮ 可以说ꎬ 巴

西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非常久ꎮ 同时ꎬ 巴西也是拉美地区经济实力最强

的经济体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 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中ꎬ 巴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角色ꎮ①

巴西的行动中ꎬ 受关注度最大的是其宣布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应辩证

看待巴西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这一问题ꎮ 首先ꎬ 巴西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是

在和美国做利益交换ꎬ 并非完全自愿放弃ꎬ 是通过支持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

身份认定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诉求ꎬ 换取美国支持自身加入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ꎮ 而且ꎬ 这是巴西和美国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方式ꎮ② 其次ꎬ 巴西放

弃特殊与差别待遇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ꎬ 巴西仍将致力于在发展

中国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ꎮ 在巴西总统与美国总统的联合声明中ꎬ 巴西只是

强调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ꎬ 并未提及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ꎮ 这为巴西以后的

反转留有了余地ꎮ 马鲁克多科特 (Ｍａｈｒｕｋｈ Ｄｏｃｔｏｒ) 在研究了巴西在 ＷＴＯ
和 Ｇ２０ 中的行动变化之后ꎬ 认为巴西已经开始从注重实际利益转向放弃部分

利益以追求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角色ꎮ③ 巴西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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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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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７３ － １９４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巴西和美国发布增强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ꎮ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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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ꎬ 并积极扮演领导者角色ꎮ 再次ꎬ 巴西只是放弃了未来 ＷＴＯ 谈判中的特殊

与差别待遇ꎬ 而其已经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将会继续有效ꎮ① 最后ꎬ 巴西放

弃特殊与差别待遇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竞相放弃的可能性很小ꎮ 目前ꎬ 只有

巴西和韩国等极少数 ＷＴＯ 成员宣布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韩国放弃特殊与差

别待遇的原因可以理解ꎬ 毕竟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ꎮ 基于美国提出

的划分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新标准ꎬ 大约有 ３０ 多个发展中成员需要放弃发展中

国家身份和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尽管少数成员可能基于自身较高的发展水平和

利益衡量考虑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ꎬ 但是中国、 印度、 南非已经明确表态不

会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和特殊与差别待遇ꎮ 因此ꎬ 巴西的立场不会影响其他

成员ꎮ
综合起来看ꎬ 巴西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对整个 ＷＴＯ 改革的影响有限ꎮ 首

先ꎬ 即便巴西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ꎬ 在 ＷＴＯ 改革的规则制定中ꎬ 也需要基于

自身利益选择是否和美国秉持同一立场ꎮ 其次ꎬ 即便巴西和美国秉持同一立

场使美国的议价能力得到提升ꎬ 但是提升的力度有限ꎮ 最后ꎬ 发展议题只是

ＷＴＯ 改革的一部分ꎬ 而非全部ꎮ
(二)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合作思路

在 ＷＴＯ 改革中ꎬ 中国需要尽可能地和拉美国家进行合作ꎬ 这既有必要性

也有可行性ꎮ 在 ＷＴＯ 改革这一多边行动中ꎬ 中国应尽可能选择更多的合作伙

伴ꎮ 因为任何提案或者建议ꎬ 只有当有足够多的成员响应时ꎬ 才有可能产生

影响力ꎮ 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ꎬ 是需要团结的对象ꎮ 中

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也具有可行性ꎮ 虽然中国和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拉

美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ꎬ 但中国和这些国家也有共同的利益ꎮ 比如ꎬ 在

多哈回合谈判中ꎬ 中国曾经和巴西站在一起ꎬ 共同推动该谈判更多兼容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ꎮ 拉美地区的其他国家发展水平都不高ꎬ 和中国也有较多的利

益重合ꎬ 并采取过很多一致行动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合作的思路应该是 “抓大不放小、 一事一议、 多种平

台”ꎮ 很显然ꎬ 拉美国家中的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是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ꎮ
但是ꎬ 鉴于 ＷＴＯ 的决策机制是协商一致原则ꎬ 任何 ＷＴＯ 成员ꎬ 无论大小都

有否决权ꎬ 中国应重视和每一个拉美国家的合作ꎬ 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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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支持ꎮ 因此ꎬ 中国应该抓住主要拉美国家ꎬ 但是也不应放弃小的拉美国

家ꎮ 为解决利益差异问题ꎬ 中国可以采取灵活的合作思路ꎬ 在不同议题和不

同拉美国家进行合作ꎮ 短期内ꎬ 中国最需要合作的领域是争端解决机制ꎬ 使

其恢复正常运转ꎮ 另外可以考虑优先在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ꎬ 比如渔业补贴

谈判、 ＷＴＯ 日常运行改革、 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进行合作ꎮ 在具有分

歧的领域ꎬ 则选择性地和立场一致的拉美国家进行合作ꎮ 合作的平台则可以

灵活掌握ꎬ 除 ＷＴＯ 平台之外ꎬ 中国还可以在 Ｇ２０ 平台与阿根廷、 巴西、 墨西

哥进行合作ꎮ 除此之外ꎬ 在各种国际会议或联合行动中ꎬ 都可以选择和拉美

国家进行合作ꎮ
中国与巴西的利益冲突与合作空间并存ꎮ 在中国入世之后参与多哈回合

谈判时ꎬ 中国和巴西的经济总量还比较接近ꎬ 而且巴西一直是关贸总协定和

ＷＴＯ 的重要成员ꎬ 有丰富的参与经验ꎬ 所以巴西的行为更活跃ꎬ 中国则是积

极支持巴西ꎮ 近年来ꎬ 虽然中国和巴西在金砖框架下有合作ꎬ 但一个不争的

事实是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远远大于巴西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已经是巴西的 ７ 倍多 (见图 １)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参与 ＷＴＯ 以及国际

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也在增强ꎮ 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利益难免出现分化ꎮ 但是ꎬ
巴西仍然是发展中国家ꎬ 其人均 ＧＤＰ 与中国较为接近ꎮ 这意味着ꎬ 即使巴西

加入经合组织ꎬ 其利益与传统的发达经济体仍然存在分化ꎬ 与中国仍有许多

共同利益ꎮ

图 １　 中国和巴西的 ＧＤＰ 总量对比 (现价万亿美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ｗｅｏｓｅｌｇｒ ａｓｐｘ[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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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ＷＴＯ 改革或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贸易治理乃至整个全球治

理领域的重要事件ꎮ 目前ꎬ ＷＴＯ 成员已经就其改革必要性达成共识ꎬ 并且提

出了许多诉求或具体建议ꎬ 表达了自身立场ꎮ 美欧日、 中国无疑是 ＷＴＯ 改革

中最受关注、 影响力最大的成员ꎮ 但鉴于 ＷＴＯ 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ꎬ 任

何 ＷＴＯ 成员的作用都不容忽视ꎮ 拉美国家自然也将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重要

作用ꎮ
拉美国家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ꎬ 支持 ＷＴＯ 改革ꎮ 拉美国家已经

通过在 ＷＴＯ 平台提交提案、 在非 ＷＴＯ 平台积极行动来推进 ＷＴＯ 改革ꎮ 这些

行动彰显了拉美国家在 ＷＴＯ 改革中的立场ꎮ 总体而言ꎬ 拉美国家的立场较为

一致ꎬ 但在发展议题上也存在分歧ꎮ
拉美地区在 ＷＴＯ 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将大于大洋洲和非洲地区ꎬ 但同时小

于北美、 欧洲、 亚洲地区ꎮ 拉美国家中的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将在 ＷＴＯ 改

革中扮演影响者的角色ꎬ 其他拉美国家则将扮演跟随者的角色ꎮ 其中ꎬ 巴西

的影响力最大ꎬ 其动向最值得关注ꎮ
ＷＴＯ 改革将是一项长期工程ꎬ 中国应该尽可能地携手拉美国家共同推进

ＷＴＯ 改革ꎮ 在巩固双方已有合作的基础上ꎬ 继续推进新的合作ꎮ 中国和拉美

国家合作的思路应该是 “抓大不放小、 一事一议、 多种平台”ꎬ 即盯住主要国

家ꎬ 不放弃拉美小国ꎬ 基于议题领域选择不同的合作伙伴ꎬ 并灵活运用各种

平台ꎮ 中国与巴西的利益冲突与合作空间并存ꎬ 未来中国和巴西之间仍有多

种合作的可能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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