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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加入WTO以来在国际争端中最大的胜利是“双赢”，余者输多。
这并不可怕，中国企业只要重新熟悉游戏的规则，玩好规则的游戏，终可在摩擦中扭转不利态势。
一、游戏的规则不断崛起的中国正面临急剧增多的贸易摩擦问题。
由于不熟知贸易自由化规则，中国涉外经济每年损失惨重。
人民币顶住压力不升值的必然结果也将是摩擦遽增，且争端解决难度加大。
当前，许多国家仍然面临着经济艰难复苏、失业率高居不下等问题的困扰，主动或被迫采取形形色色
的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每年都达到了历史最高。
中国外贸出口每年退货率高达3％-6％，贸易摩擦每年直接涉案金额达数十亿、上百亿美元之巨，间接
损失数倍于此；中国涉外合同履约率不足，50％；海外华商因为涉案被罚的至少有10万起。
中国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几乎让少得可怜的外贸赢利半数化为乌有，这就是外贸企业工人12年工资上
涨不到一成的主要原因。
加入WTO已经9年，加入WTO前后热闹一阵后，加入WTO文件便尘封墙角。
WTO知识普及力度不够，认识没有深度，注重形式，轻视承诺，结果一次一次被诉，一次又一次败诉
。
现在中国成了国际争端最大当事国、最大反倾销对象国，还是比例最大的败诉国，这除了国外针对迅
速崛起的中国红眼和歧视之外，就是中方对游戏规则依旧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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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
对外开放战略，要求努力开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加入世贸组织九年来，中国经济外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经济、外贸、海外投资、争端解
决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诉讼和摩擦越来越多，外国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和打击也越来越多。
金融危机让中外贸易争端有增无减。
　　为使中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为提高中国政、商、学各界的经济外交素养，为政
府制定经济外交政策提供可靠信息，也为涉外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供依据，并方便今后对经济外交
的深入研究，应读者要求，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每年出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报告。
　　《中国经济外交2010》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外交的年度发展，包括财政金融国际合作、对外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吸收外资、海外投资、对外援助、涉外税收和关税；国际市场，包括
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市场与企业并购、国际商品与服务市场；双边与多边经济外交；中国
经济与消费市场；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贸易政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
与争端解决；WTO规则的最新变化；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与经济安全评估；经济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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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9年国际金融市场延续2008年9月之后的金融形势，即次级按揭贷款和次级债券风暴扩大为美
国式新型金融危机。
各国经济金融政策应对趋于一致中显得简单和单一。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刺激全世界，即全球担忧美元危机，实际结果是美
国货币政策控制了全球资金流和流动性。
市场舆论所恐慌的美元危机，美元不仅没有危机存在，同时在运用美元危机论稳定美元地位。
2009年国际金融市场面对外围经济环境充满变数，投资信心不稳定的脆弱状况，市场状况的组合、联
系以及规划显得愈加突出和明显。
其中美国因素依然是核心影响，包括美元汇率走势、美国股票指数以及与美元报价关联紧密的石油和
黄金价格等大宗商品价格，更加突出和集中美元指数的作用和影响。
在多方联合干预下，2009年随着实体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系统性风险显著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基
本稳定。
但是，与实体经济类似，金融市场正常化过程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基础极其脆弱。
这场金融危机无情地警示：银行和准银行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多么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对银行的
信任及银行之间保持信任是多么地至关重要，信任又是多么的脆弱，丧失信任的后果又是多么可怕。
危机发生之前所谓“市场能够自我平衡”、“金融创新能够完善市场并且具有绝对价值”、“市场约
束有效”等曾奉为圭臬的理论假设，是极度错误的。
因此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迫在眉睫。
然而全球金融监管仍难实施。
在G20伦敦峰会上，各国达成加强金融机构监管以重建信任的承诺，其中包括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扩大金融监管范围至对冲基金、信用评级、企业奖金、社会责任等。
但是，近乎完美的金融监管蓝图在现实中很难实施和兑现。
因为，全球尚无统一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共识目前还是纸上谈兵。
另外，美欧在监管问题上分歧很大。
欧盟是主张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急先锋，它们力主创立相应的全球监管机构，以避免类似危机的再度
发生，由此提升欧洲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力。
美国则认为，过度监管不利于经济和金融的自由发展，应对危机保持金融系统流动性是当务之急，加
强监管会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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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外交2010》：200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含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求努力开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加入世贸组织九年来，中国经济外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经济、外贸、海外投资、争端解决等
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诉讼和摩擦越来越多，外国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和打击也越来越多。
金融危机让中外贸易争端有增无减。
为使中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为提高中国政、商、学各界的经济外交素养，为政府制
定经济外交政策提供可靠信息，也为涉外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供依据，并方便今后对经济外交的深
入研究，应读者要求，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每年出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报告。
《中闭经济外交》年度报千为政府制定经济外交政策提供信息，也为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依据，还
为研究经济外交提供资料，使中外备界人士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提高中国政、商、学各界的经
济外交素养。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外交发展的新趋势，为深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的新问题，为培养国际、
国内经济外事人才。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5年1月成立了经济外交研究中心。
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现有专、兼职高级研究和教学人员十余人。
中心设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外交》年刊编辑部、经济外交资料信息中心、网站、培训部等
。
中心除完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日常科研和教学任务外，还接受委托，为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中
外企业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
中心主要进行经济外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多边和双边经济关系；国际经济规则与法制
；WTO：非传统安全；国际市场；发展战略：中外经济关系；跨国公司；外交谈判：中国经济与产业
安全；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与争端解决；国际经济组织：企业国际化战略等。
中心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突出特色是密切联系当今国际、国内的发展变化，结合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
。
以培养对外经济管理、谈判、营销和仲裁人员，WTO的研究人才及其他中国急缺的经济外交的专业人
才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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