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狼”来了，但中国经济更强壮了
入世十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十年前，中国本土金融行
业曾被逼到“难堪一击”的悬崖
边：中国的银行在国际银行排
名中集体“失声”，国有银行身
负彼时“计划”遗留的巨额呆账
损失，盈利能力低下；证券市场
市值偏低，品种单一；而保险业
则更像“不识规矩”的孩童。

十年过去，中国金融业成
就只能用连串“惊叹号”来形
容：工行、建行、中行三家国有
商业银行集体跻身世界银行
十二强，其中工行市值排名全
球第一；截至今年前 3 季度，
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达 107

万亿元，是十年前的 5 倍；十
年来，中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
从1 . 6万亿元，到如今的20万
亿元；中国保费收入从2000多
亿元，跃升至2011年的1 . 5万
亿元。 据中新社

十年前，人们因“国门大
开”为农业捏了一把汗；十年
后的今天，中国农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扩大，基本形成农业全
面开放的新格局。

农业曾经是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
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
产业之一。农产品关税水平降
至15 . 2%，是世界农产品关税
水平的1/4，使中国小规模农
业直接面对来自国外的激烈
竞争。十年间，中国严格按照
入世承诺大幅开放了农产品
市场，农产品贸易额由2001年
的279 . 1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
的1219 . 6亿美元，增长3 . 4倍，
年均增幅 17 . 8%，成为世界第
三大农产品贸易国。据新华社

12年前的1999年，是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WTO)中美谈判的
关键之年，这一年，中美谈判日
益频繁。其间也因为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
使馆而中断，11月，重启后的谈
判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助
理的魏建国谈起那段谈判历
程用了“最艰难的一段”来形
容。11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
14日晚，谈判破裂；美国代表
团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

“连行李都装车了。”魏建
国回忆道，在中方的坚持下，
谈判于1 5日凌晨3点继续进
行。一大早，“我身旁的电话响
了。对方说，‘镕基总理的车快
到你们部里了，他要直接去谈
判现场’。”

时值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正在召开，“朱总理亲自出马
是绝对没料想到的，应该是临
时决定的。”魏建国说，“总理坐
镇谈判之后，使得谈判柳暗花
明，在中国加入WTO的关键时
刻，使得双方的谈判向前迈进
了历史关键的一步。”

这之后的谈判，不超过 1

小时。美方终于同意与中方达
成入世谈判协议。对于这最后
一“役”，近日出版的《朱镕基
讲话实录》也进行了回顾，朱
镕基评价认为“跟美国的协
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据《瞭望新闻周刊》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十
年前，伴随卡塔尔多哈世贸部长会议上
的一声槌响，世界贸易组织向中国敞开
了大门，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
从此中国经济发展也迈入了一个“黄金
十年”：在开放中抢抓机遇、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赢得了空间，提升了整体实
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数字，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开放型经
济的迅猛发展———

十年间，中国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
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出口跃居第一位；

十年间，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
资 7595 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十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
长 40% 以上，2010 年当年已达 688 亿
美元，居世界第五位。

十年间，900 多种“中国制造”所占
的国际市场份额居全球首位。进入全球

《财富》500 强的中国企业，从 2001 年
的 12 家增加到 2010 年的 54 家。产业
竞争力、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在本世纪
初抓住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关键抉择。”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十年的成就
不仅证明这一抉择利大于弊，而且通过
主动应对，还化弊为利。”

机遇交织着挑战，既要抢抓机遇，
又要趋利避害。十年间，中国经济时刻
都在应对“入世大考”。

“狼来了”“中国汽车产业将全军覆
没”——— 十年前，这样的预言在汽车业
甚至整个中国此起彼伏。

因为在 2001 年之前，中国的汽车
产业是封闭的。根据入世承诺，从 2001
年起，中国逐步开放国内汽车市场，新
产品、新技术、新规划、新理念暴风骤雨
般冲击着刚刚起步的中国汽车产业。

十年过去，“狼”确实来了，但中国汽
车产业不仅没有全军覆没，反而实现了产
销量全球第一的奇迹。同时，中国汽车产
业的生产能力建设、配套体系发展、研发
能力和生产管理水平均有大幅提升。

应对不仅仅是在汽车行业。十年
来，中国政府修订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政
策，以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大大加快市
场化步伐，以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
率；大刀阔斧改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以
应对全球竞争……多方位、各领域改革
均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进。

入世推动开放，开放引入竞争，竞
争倒逼改革，改革激发动力——— 十年
来，这张“入世效应路线图”清晰可辨。

“这为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入
世红利’。”龙永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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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

中国入世十年

成绩是“A+”
入世十年，是中国和世界共赢的十

年：负责任的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世
界也从中国发展中分享越来越多的机
遇。“成绩是 A+！”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
这样赞赏。

十年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 7500 亿
美元的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
1400 多万个就业岗位。

十年来，中国市场新增 34 .7 万家外
商投资企业，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
出利润 2617 亿美元，年均增长 30%。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为世界各国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作为负责任的
大国，中国兑现了入世承诺。”商务部部
长陈德铭说。

这是一张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清
单”：

——— 关税总水平从 2 0 0 1 年的
15 .3% 降至 9 .8%；

——— 服务业领域已有金融、电信、建
筑、分销等行业的 104 个部门对外资开
放，接近发达国家 108 个的平均水平；

——— 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
门规章 2300 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 19
万多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加强知识产权
立法，严厉打击各类侵权行为……

“今天，中国的地位决定了，如果离
开中国，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贸
易组织了。”拉米说。 （据新华社）

这是 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上签字。同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成为其第 143 个成员。

新华社发

入世十年，中国人视野和观念发生重大变化

规则、市场意识深入人心
临近 2011 年圣诞节，中

国北京繁华的西单商业街大
悦城商场内，圣诞树、花环、
彩灯和欢快的背景音乐已营
造出了一派节日氛围。穿着
时尚的人们熙熙攘攘。美国
3D 大片《丁丁历险记》正在
这里上映。

更加开放的市场，给普
通百姓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 商场、超市里汇
集了世界各国商品，来自国
外的金融、文化、娱乐服务丰
富着人们的生活。十年前，汽
车还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
如今，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
达60辆，迈入“汽车社会”。

对于中国人来说，入世
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好的
服务、更新的理念。

入世给普通中国人带来

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变化，更
重要的是视野的开阔、观念
的转变和更新。

“入世以后，中国人的规
则意识越来越强。”龙永图
说，而这一意识正是世贸组
织的精神之一。

“贯穿中国入世十年的
一条红线是：从接受规则，到
熟悉规则，到运用规则，再到
创新规则，一切都是围绕规
则进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教授薛荣久说，规则意识
的树立，使中国的后发优势
得到了很大提升。

也许，放在中国六十多
年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
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去看，入
世 十 年 并 不 是 那 么 泾 渭 分
明。正如拉米曾指出的，这十
年，延续了中国飞速发展的

进程，巩固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成果。

然而，十年来，世贸组织
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
竞争”等原则开始深刻影响
中国经济和社会，使其市场
化进程不断加快；而规则意
识、市场意识、契约精神、法
治精神等，如同奔涌的大潮
冲 击 着 中 国 人 的 观 念 和 理
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激荡融
合。

“入世对于中国的好处，不
仅是经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
观念和理念的改变。”龙永图
说，“‘双赢’、‘透明度’这些词
汇，伴随入世大量进入人们的
视野，并逐渐深入人心。这些理
念是中国从入世中得到的最
宝贵财富，是最大、最长久的

‘入世红利’。”（据新华社）

龙永图谈“后入世时代”

“还要坚持规则和开放”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我

现在担忧的是在中国的国力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有些人
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的开放已
经差不多了，不需要再对外
开放了，开放的紧迫性就比
较小一些。”原外经贸部副部
长、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
话发人深省。

审视国内——— 中国仍然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
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科学技
术相对落后，国内资源环境

“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经济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依然
凸显，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环顾国际——— 欧美国家
经济复苏缓慢，一些国家政
局动荡。中国过去较多依赖
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
续，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
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进入高发
期。如何平衡中国的国家利

益和全球利益，成为必须破
解的难题。

站 在 入 世 十 年 的 门 槛
上，我们更加清醒：入世十
年，绝不是终点，而是改革开
放新的起点。

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
放的基本国策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是中国人民作出
的自主抉择。经过入世十年
的洗礼，今天的中国，扩大开
放的基础更加牢固，条件更
加成熟，人民群众的意愿更
加强烈。

随着“后入世时代”的到
来，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如何
进一步延续和扩大这一“入
世效应”。

龙永图说：“我觉得入世
的核心就是规则和开放，所
以只要给它们不断赋予新的
内涵，‘入世红利’就会继续
存在下去。在规则问题上不

仅要建立一套规则，而且要
实施规则；不仅强调规则的
存在，更要强调诚信社会的
建立，用诚信社会来支撑我
们的法制体系。此外，不能把
入世时的开放承诺作为开放
底线，要在那个基础上进一
步开放，扩大开放范围，加大
开放深度，这样‘入世红利’
会得到进一步拓展。”

龙永图认为，“还是要形
成一个倒逼机制，不要因为
取得很大成就就满足于现状，
失去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紧迫
感。党中央那么多年来一直有
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这是非常可贵的。不能躺在‘黄
金十年’这样一个包袱上，不进
行新的改革和开放。规则和开
放这两个核心，今后十年、五十
年还要坚持。这样我们国家
就会与时俱进，永远充满活
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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