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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对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的顽固态度，反映出
欧美主导全球贸易规则与
标准、应对中国和新兴国
家崛起的战略考量

○○··本报记者 张伟发自北京

近日，欧洲议会为迎合遭遇困境的钢
铁、陶瓷和纺织等行业的利益团体，不顾
中国没有倾销上述产品的事实，也不顾中
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任性”
地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反
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消息引
发国内舆论关注和热议，各种声音和观点
交织。

当今时代，如何理解“非市场经济体”
这一始于冷战时期的概念？中国和欧盟
各自有何诉求与考量，关键分歧在哪，该
如何化解？中欧关系又可能受到哪些影
响呢？

既不愿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也不愿
终止“替代国”做法

针对欧洲议会的决议，中方重申一贯
明确的立场，即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
定书第 15 条的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应于
2016年12月11日终止在对华反倾销调查
中使用“替代国”做法。

按照“替代国”做法，欧盟在确定倾销
幅度时，可以不以中国实际成本数据为依
据，而选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
的同类相似商品价格。对欧盟来说，“替
代国”算法留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利于其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及确定更高的
倾销税。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
国不断要求欧盟早日承认我市场经济地
位，背后一大诉求就是消除“替代国”做法
的不利影响，促进贸易公平。

中方当前主张，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
条和“市场经济地位”是有区别的两个概
念，不能混为一谈。无论是否给予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欧盟作为世贸组织成员，都
有履行相关法律的义务，即终止“替代国”
做法。

实际上，世贸组织并没有衡量一国是
否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统一标准，只有部分
成员的国内法对于何谓市场经济体有着
单边定义和标准，其中就包括欧盟。

对于中方要求终止“替代国”做法，欧
盟机构和成员国内部有着不同声音，一定
程度上透露出欧盟纠结的心态：一方面不
愿违反国际法规，但另一方面又不甘罢
休，声言要进行所谓的“贸易防御”；一方
面看到了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势大局，但另
一方面又想借助一些歧视性规则，维持贸
易保护主义做法。

虽然有欧盟高官倾向于认同中方立
场，比如欧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
斯特伦今年 3 月称各方“对于中国解释的
质疑更少”，但欧盟更多地把重点放到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而在是否如期终止

“替代国”做法上态度暧昧。
一些反对者声称，由于中国不能完全

达到欧盟的“市场经济标准”，欧盟不能承
认其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反倾销条例
明文规定，对非市场经济体实行“替代国”
做法。

欧盟面临的三种选项

按照决策程序，欧盟委员会正全面评
估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定于今年下
半年给出正式意见，供欧盟机构和成员国
批准。

对于欧委会决策中会考虑哪些因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
说，欧盟会基于法律、成员国和行业利益、
外部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决定。

首先，在法律条文中寻找利己的解释
和操作空间；其次，平衡成员国立场和照
顾钢铁、纺织和光伏等行业的利益；再次，
与美国、日本等其他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的发达国家协调立场。他说，欧盟
希望把这一问题归于法律和技术层面，但
实际上，其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马尔姆斯特伦之前在讲话中表示，欧
盟主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维持现状，但
可能因此在世贸组织引发争端以及影响
中欧关系；二是改变“替代国”做法，在不
设额外条件的情况下，考虑把中国移出

“非市场经济体”清单；三是在改变“替代
国”做法的同时，修改反倾销条例，以便应
对日后“中国市场的价格扭曲”。

从言语中判断，她本人似乎倾向于第
三种方案。欧洲议会也在决议中强调，在
中国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个
标准前，中国对欧出口仍应按照“非标准”
方式对待，即在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过程中，仍应评估中国商品的
成本和价格是否是市场价格。

有专家猜测，欧盟可能改变“替代国”
做法，转而使用一种“混合搭配法”，即宣
称某些中国公司或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
件，而另一些不具备。对于不具备的公司
或产业，欧盟可以继续使用“替代国”计算
方式。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黄萌萌认为，
“非标准”方式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是否符
合世贸相关规则有待观察，下一步焦点是
欧盟委员会是否会修改反倾销基本条例。

她认为，欧盟 2015 年贸易政策主张
继续以反倾销等工具反对不公平贸易,并
且坚持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即“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无论
是TTIP，还是欧美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
顽固态度，都反映出欧美主导全球贸易规
则与标准、应对中国和新兴国家崛起的战
略考量。

错误言论搅浑和误导舆论

随着决策逐渐进入关键时期，欧洲各
方利益代表开始陆续出场发声，其中一些
言论明显存在夸大和歪曲成分，搅浑和误
导了舆论。

一是认为如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无异于单方面解除欧盟对中国的贸易
防御，中国商品将充斥欧洲市场。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
陈新认为，即便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仍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规则进行正常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只不过在取证和
确定倾销成本时操作更为复杂，反倾销税
可能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摩擦大约只占中
欧贸易总额的2％。当前在欧洲舆论上发
声的只是少数群体，但媒体报道放大了其
实际影响。相比之下，从中欧贸易中受益
的大多数因为与此事直接关系不大，往往
选择沉默。

另外，在当前欧洲不少国家经济不景
气、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
济地位问题难免成为欧洲当前困境的受害
者，变成不少政客抹黑和攻击的对象。

二是认为给予市场经济地位，只会让
中国得利，欧洲利益受损。

事实上，中欧贸易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如果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价
格更低，也有利于欧盟当地的公司。即便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也承认这点，
主张决策之前进行全面的利弊分析。

有专家认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对欧盟实际影响有限，而且从长远角
度来看，符合中欧贸易发展的趋势。对于
欧盟来说，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心态，更新
陈旧观念，可以促进中欧贸易，最终获得
更多利益。

三是把“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陈旧概
念当成政治筹码，用与中国讨价还价。

“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概念始于冷
战时期，由其衍生出来的贸易保护措施，
特别是“替代国”做法一直饱受争议。

而且，在一些西方国家设定的语境
下，“非市场经济体”“市场经济地位”这
两个概念似乎变成两顶帽子，可以根据
自身需要戴在其他国家头上，成为其是
否实行市场经济的象征。按照这一逻辑
不难理解，欧盟为何早在 2002 年就承认
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俄罗斯直到
10 年后才加入世贸组织。然而，这种象
征完全超出“市场经济地位”概念应有
之义。

陈新认为，欧盟本身对于国家没有所
谓的“市场经济标准”，只对于行业存在标
准。中欧之间商谈的是所谓“完全市场经
济地位”，因为在以往谈判中，欧盟已经部
分对一些行业或企业“破例”，只要它们能
够证明自己符合欧盟相关标准，就能享受
市场经济待遇。

中方更在意欧盟终止“替代国”做法

针对欧盟可能作出的决定，黄萌萌提
出，中方现阶段没有必要太过在意市场经
济地位问题，更应把重点放到要求欧盟终
止“替代国”做法上，逐步从实际操作层面
消除或改变对自身不利的国际规则，构建
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

正像外交部长王毅 16 日在北京与来
访的法国外长艾罗举行会谈后共见记者
时所说，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履
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是
没有关联的两码事，不能人为将两者混为
一谈，甚至彼此挂钩。当年《议定书》第15
条明确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应于 2016 年
12月11日终止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

“替代国”做法。这是世贸组织所有成员
都应遵守的国际条约义务，不取决于任何
成员的国内标准。

相信在 21 世纪的今天，面对开放还
是保守、守信还是违约，欧盟也一定会
作出明智和正确选择。中方的要求明
确、简单而又合理，那就是5个字：请遵守
承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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