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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经贸发展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风险，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失衡，贸易保护

主义、地缘政治风险、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带来颠覆性影响，全球经济秩序加速重构。为应对这些挑战，

我国可发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通过推动深化供给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发挥现有多边合作

机制作用，加强党建引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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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risks，

including a slowdown in global economic growth，imbalance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disruptive impacts from trade protectionism，geopolitical risk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digital economy，and accelerate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hina can leverage its wisdom and contribute its solutions by promoting deepening

supply side reforms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improving and leveraging exist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actively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governance system，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healthy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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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状与趋势

1.1 发展现状

过去几十年，全球经贸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随

着全球化深入推进，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成功抓住了历史机遇，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在全球经贸发展的进程中，也伴随

着诸多挑战与困境。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深度调整，尽管全

球化作为经济发展必然趋势不会终结，但未来全球化发展将

呈现出新特点与新格局。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

内有所抬头，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部分国家为了保

护本国产业和市场，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对全球贸

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地缘政

治风险日益凸显，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之影响，全球经济

秩序加速重构，不仅对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能源市场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冲击，亦增加了地区冲突、国际争端的可能性。

1.2 发展趋势

新兴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产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促使

各国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在我国，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数

字经济的发展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重要载

体。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

区域组织协同发展。全球经贸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和不确定性

特点。在未来发展中，各国需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抓

住机遇，以转型、升级，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

2风险与挑战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

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失衡，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不均，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国际

投资格局发生变化，跨国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和价值

链布局面临调整。如何制定公平合理、确保各国利益平衡的

国际经贸规则，已成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课题。

2.1 全球经贸利益分配不均，制度改革共识难以达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利益诉求和矛盾日益

凸显，国际经贸治理体系陷入制度改革共识难以达成的困境。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

分配不均问题尤为突出，关于贸易自由化、市场准入、知识

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分歧加大，导致全球贸易谈判陷入僵局，

如“多哈回合谈判”久拖未决。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

高端，获取了大部分经贸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

链的低端，所获得的经贸利益相对较少。这种不平衡的经贸

利益分配格局，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

不满和反抗。

2.2 多边贸易治理机制逆向转变，治理机制缺乏有效执

行力

多边贸易治理机制遭遇逆向转变，贸易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盛行。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目的，采取

贸易限制措施。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引发全球贸

易摩擦。这种现象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影响全球经贸治理的正常运行。

全球经贸治理机制实施过程往往缺乏有效执行力。世界

贸易组织虽然在贸易争端解决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贸

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制止和惩罚力度仍显不足。此外，国际组

织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也不够完善，导致全球经贸治理体

系的整体效能不高。

3国家应对策略

面对国际经贸治理体系的变革，我国应积极应对，主动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自身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水平，维护

国家经济利益。我国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与世界各国深化

往来，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

贸规则制定，争取更多话语权，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拓展

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3.1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深化供给侧改革与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

势。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党同人

民群众的联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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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成为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优化产业结

构、培育新动能、淘汰落后产能，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创新升级，加大对新兴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减轻企

业负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核

心竞争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旨在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提高各地

区发展水平，实现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加大对西部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促进科教文卫交

流合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3.2 完善发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公正合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当今世界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因素交

织，如何化危为机、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筑

牢世界的普遍安全之基，保障和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是全球

经贸治理中绕不开的重大课题。要加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

力，重点关注发展中安全能力的短板和弱项，加强各国重大

问题宏观政策沟通协作，坚持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同应

对如南北问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性健康风险等重

大全球性挑战；坚决反对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反对以邻为

壑，搞军事同盟、单极霸权，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倡导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加

强各文明间包容交流，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不断实现发展

和安全的良性互动。

21 世纪以来，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

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高，已经日渐成为国际投资贸易增长

的重要引擎。尽管发展中国家日渐成为国际投资贸易增长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投票权、

规则制定权等方面却并未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改善。个别发达

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在规则制定等领域中实行强权霸凌、“长

臂管辖”，广大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制度性保障。

我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发展现有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发

挥好国际性、区域性机制作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努力提升经贸领域

话语权，切实打造共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规则环

境，加速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坚持

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

标，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旗，推动更深层次、更广领

域合作，深耕各国利益共同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

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

我国要坚决维护发展中成员利益，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

织改革，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经济全球

化进程：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探索经贸互动新

模式，拓展经贸合作新路径；更好发挥金砖国家、亚太经合

组织等多边机制作用，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继续高水平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建设，优化自贸区布局，

更多更好地发挥自贸协定作用；坚持自立自强，加强重大核

心领域自主创新突破，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以自身发展促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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