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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Facilitation 为

什么应作为WTO核心议题

第一我们国家对外投资越来越

多，我们需要。

第二是全球投资环境日益恶

化，因此我们更需要。这里面更需要

我们瞄准什么？我们瞄准的主要是

国家安全问题。

国外在国家安全的审核上，特

别加紧强化对中国的管制。

现在 WTO 在进行的一些像

TISA轰轰烈烈，现在基本上不行

了，很难有望达到什么。包括电子商

务越往下谈越难。我就不相信美国

敢开放 5G，让 5G开放，能够进入美

国？我们就拿这个条件，你开放 5G

我就同意，他就不敢。如果开放 5G，

美国的情报系统，全部完蛋。他的情

报系统依赖于现代的网络基础上我

们这个要件就可以。这次进博会华

为的老总说他们最大的杀伤力，他

同意了 5G，他原来的情报系统是依

赖于这个。有的东西我们是在转守

为攻的时期。

投资便利化不同于投资开放，

所以在这里面宣言说的，所谓投资

便利化，不涉及市场准入，不涉及投

资保护，也不涉及投资和国家争端

的解决机制。跟开放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跟开放关系不大，所以 WTO争

端上，容易接受。推动起来，也就比

较容易。选择一个软柿子来捏。

投资便利化

2017年 12月提出，当时有 70

个 WTO成员都参与了，支持率非常

高，实际上是中国牵头的。这些国家

占全球贸易 73%。FDI 66%。这次在

上海又进行了小型的部长级会议，

其中讨论了我们原来以为可能会讨

论的争端解决机制，就争端解决机

制这么急的问题没讨论，讨论投资

便利化出现新的宣言。我算了一下

国家，之前我说不知道这些国家有

多少，找了一下有没有美国？没美

国，这些国家数是 69个。如果我算

得准的话，可能能到 70个，没太明

显的增加量。又在上海发了宣言，但

没有具体的细节。

中国是投资便利化最积极的推

动者。我们现在最主要问题是怎么

推，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很多国

家，包括巴西、阿根廷、日本、德国都

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议题自提出以

来，一直在日内瓦进行着不断的研

讨。在非洲和中亚国家也进行了积

极研讨。

投资便利化进程的水平目

标

我们推进的时候，首先明确投

资便利化进程的水平目标，我们要

实现什么样的水平？推动投资便利

化，首先要意识到当前不利的环境，

人们对于 WTO是否有能力达成新的

协议，实际上是没有信心。

当前国际上大的形势，是不利

于开展投资问题的谈判。一些力量

和思潮，可能会设法干扰这一进程。

在战略层面，西方国家凡是中国拥

护的，他就反对，凡是中国反对的，

他就拥护。只要我们牵头他就反对，

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寻找各种借

口进行阻挠。我们代表发展中国家

进行谈判，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中

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就不需要

这些谈判，中国在积极寻求代表发

展中国家来谈投资便利化。巴西这

几次我代表发展中国家，我作为主

席代表发展中国家谈补贴，发展中

国家你走，你不是发展中国家。这对

于国家的争议很大。现在南非和印

度的反对，对这个问题不高兴。美国

的兴趣不大，认为水平太低，没有什

么开放。

中国的推进策略，应该是低调

-低起点 -渐进这样的策略。开始

的时候在多边，我们也可以在单边

开放上，区域的开放上更加积极，但

在多边体制上要采取一种温和的态

度。关注一些阻力小的问题，然后保

证车轮能够往前转。所以，WTO总干

事长在上海小型部长会议完了之后

说，我们向世界表示，在 WTO出现危

机时候，WTO还在运转，还能够做

事。

但是低调 -低起点 -渐进要注

意的因素。投资便利化谈判所面临

的情况非常复杂，即使是支持便利

化的成员，也会持不同的观点。一些

成员对投资便利化持全面否定态

度，一些国家你要让我同意我就要

价了，这些我们都要有所充分准备。

要能保证一开始就赢得多数人的支

持。

在提案中中国应该怎么定位

呢？

■ 林桂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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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只注重投资便利化，

特别是谈服务贸易的时候，谈着谈

着，我们原来是有承诺水平的，谈投

资便利化，结果超出了原来的 WTO

的承诺水平，这就麻烦了。

第二，在适当时机，支持拥有关

键多数的诸边结果，不必等待全面

多边协议的达成。我们这 50个国家

认为，就这么做的。

第三，支持在投资便利化协定

中创立类似贸易便利化协定的

S&DT，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避

免引入 WTO争议的问题，如发展中

国家地位、自我认定、毕业等等。

第四，拟定一个框架协议，为获

得更多支持，其中包含更多原则性

的宣誓性的东西，避免过多的生硬

的纪律规范。

第五，尝试软规则，即在开始或

者结束部分引入一些非约束性的指

导建议。

第六，支持渐进的方法，有争议

的议题放置一边，以免谈判超负荷。

第七，根据 WTO贸易便利化规

则，投资便利化也应该建立相应的

纪律。

第八，采用模块的方法推进谈

判。成员选择不同的模块，完成之后

这个模块谈判就算是结束。采取这

样的方式来推进。

目标建议

我们针对什么，减少简化与外

资进入有关的行政程序和不必要的

行政要求，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国家

要识别，我们要求别人做什么，别人

也要识别一下对我们提出什么样的

要求。

减少 /消除歧视性和单边的措

施。

最大限度抑制滥用国家安全所

导致的投资限制措施，初期可将重

点放在透明度和对限制措施和审核

程序进行多边评估的办法。我们主

要的目的就是针对美国，但不能涉

及它的国家安全，但可以涉及国家

安全程序能不能标准化，全世界采

用同一程序来执行。这样对我们有

很大的好处。因为欧盟，美国，包括

日本，都推出对中国歧视性的国家

安全审核的标准。

提高东道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的

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加强 WTO对影响投资政策和规

制的监管。

为国内政策自主权保留合理空

间。

以建设性的方式保护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为什么要建设性的方式

呢？多哈回合开始时发展中国家待

遇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未来多哈

使它成为有建设性。

平衡参与者数量和承诺水平之

间的关系，确保尽可能多的成员参

与谈判。大多数成员基本同意了，水

平低点也没事。

确保关键成员参与诸边协议，

这些成员包括最大经济体，中国最

大的对外投资国和“一带一路”国家

主要成员。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也应有一定的代表。

为未来铺平道路

我们的促进战略，中国也很积

极，在上海这么重要的会议中请来

这么多的部长，来谈论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应该利用相关重要

的世界论坛，公开反对投资民族主

义。

第二，拟定一整套话语体系，让

世界相信这一趋势对世界所有国

家、对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构

成的威胁。我们不能自己乱讲，我们

好多都是自己的语言，讲完了，别人

听不懂。

第三，话语体系要避免让人认

为投资民族主义只是中国问题，而

不是世界的问题。

第四，制定一个综合的兼顾各

方利益的投资便利化计划，组成国

家集团，将计划正式提交 WTO。我们

商务部考虑半天有没有完整的计

划，还是说我们就搞这些，拟定几

条。这要经过长时间的一至两年的

研究，一个团队才能够拿得出来，如

果没有人做这块的工作，等于是从

头开始。

第五，根据目标，中国应该瞄准

2020 WTO第 12届部长会议，争取

取得成果。现在这个结果我看公布

的已经说了，这个事，2020年见。那

么即使没有达成谈判变化的最终协

议，也应该向会议提交一项结论性

的成果，为谈判提供重点和未来的

动力。我们并不见得非要点什么。从

现在开始到 2020年，中国在日内瓦

WTO总部和主要国家的首都动员力

量，唤起全世界对于投资便利化倡

议的支持。

第六，中国应该减少中美分歧

影响其推动 WTO投资便利化进程。

相反，应该向 WTO 成员表示，即使

WTO处在最困难的时期，WTO 仍将

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我们重点

打美国要怎么样。人家听起来觉

得没什么意思，那是你们两个国

家的事，我们从 WTO回来，你们谈

了半天不就是中国、美国，说说我

们应该怎么办？所有这些给我们

的提示，不要在很多场合过多的

关注美国怎么样，美国人也不要

过多关注中国怎么样。当中国和

美国吵的时候，别的国家都不说

话了。总干事说你的命题太敏感，

别的国家都躲的远远的。▲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

201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