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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

手段演变、新特点及应对策略

田  丽

（新余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新余  338004）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且不均衡，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纷纷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

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成为此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灾区。本文系统分析了后危机时期（2008 年金融危机后）我

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及其呈现的新特点。研究表明，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仍被频繁使用，同时

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壁垒等新型保护手段日益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贸易保护的

新焦点，而 " 碳关税 " 等绿色壁垒则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新工具。面对这些挑战，我国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国

际市场多元化、绿色技术升级等多方面采取应对策略，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本文的研究成果

可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和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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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

了一个长期调整的 " 后危机时期 "。这一时期，主

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全球贸易增长放缓，贸易保

护主义呈现抬头趋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统计，2008-2016 年间，全球共实施了超过 4000

项贸易限制措施，其中仅 G20 国家就出台了近

1600 项。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成为

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目标。商务部数据显示，中

国已连续 26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

家，连续 15 年成为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后危机时期我国遭遇

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及其新特点，对于完善

我国贸易政策、指导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全球贸易预警

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等权威机构的数据，结

合具体案例，系统分析了后危机时期我国面临的

贸易保护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主

要手段

（一）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与反补贴

反倾销和反补贴是后危机时期各国最常使用

的传统贸易救济手段。与危机前相比，这些措施

在应用范围和实施强度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1. 反倾销调查持续高发

在全球反倾销调查总量有所下降的背景下，针

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却始终保持高位。根据 WTO

统计，2010-2019 年间，中国共遭遇了超过 1000

起反倾销调查，占全球总数的近 30%。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调查目标已从传统的纺织品、玩具等

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钢铁、化工、机电等高附加

值产品。以钢铁行业为例，2016 年全球针对中国

钢铁产品的贸易救济案件就达到 37 起，创下历史

新高。

2. 反补贴调查快速增长

与反倾销相比，反补贴调查更具针对性。中

国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2007-2017 年间，中国遭

遇的反补贴调查数量年均增长超过 20%，远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这些调查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钢铁、

化工等战略性行业。一个典型案例是 2012 年美国

对中国光伏产品的 " 双反 " 调查，最终导致中国光

伏企业被征收高达 249.96% 的反倾销税和 15.97%

的反补贴税。

3. " 双反 " 调查成为新常态

后危机时期，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往往同时发起，形成所谓的 " 双反 " 调查。这种

组合式打击大大增加了我国企业的应诉成本和难

度。据统计，2010-2020 年间，中国遭遇的 " 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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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占全部贸易救济案件的比重从 30% 上升至

65%，显示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二）环境壁垒：绿色包装下的贸易限制

环境壁垒是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频繁使用的

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其特点是借助环保名义实施

贸易限制，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合法性。

1. 检验检疫标准不断提高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不断修订和

提高农产品、食品的检验检疫标准。以茶叶出口

为例，欧盟自 2011 年起实施新规，要求中国茶叶

必须通过指定口岸进入，并执行 10% 的农药残留

抽检率。这些措施导致我国茶叶出口欧盟的成本

增加约 15%，部分中小企业被迫退出欧洲市场。

2. 环保要求日益严格

在工业品领域，发达国家通过提高环保标准

限制进口。典型的如欧盟的 REACH 法规，要求所

有化学品必须完成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程序，

单个物质的注册费用最高可达 30 万欧元。这对我

国化工产品出口形成了巨大障碍。

3. 碳足迹要求成为新门槛

近年来，产品碳足迹认证成为新的环境壁垒。

法国自 2022 年起要求所有进口电子产品必须标注

碳足迹，德国则计划在 2025 年前将碳足迹要求扩

大到所有工业品。这些措施将大幅增加我国出口

企业的合规成本。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背后的保护主义

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是指以技术法规、标

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形式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后

危机时期，TBT 呈现出范围扩大、标准提高、程序

复杂等特点。

1. 技术标准不断更新

欧盟在 2013 年实施的《新玩具安全指令》被

称为 " 史上最严玩具法规 "，将玩具中重金属限制

从 8 种增加到 19 种，迁移限量普遍提高 10 倍以上。

据中国玩具协会统计，该指令导致我国玩具出口

欧盟的检测成本增加约 20%。

2. 认证要求日益复杂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同类产品实施不同的认证

要求。例如，电子电器产品出口美国需要FCC认证，

欧盟需要 CE 认证，日本需要 PSE 认证。这种差异

化的认证体系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

3. 信息技术壁垒兴起

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设置新型壁垒。

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数据

跨境流动提出严格要求，实际上限制了数字服务

贸易。我国跨境电商因此每年增加合规成本约 50

亿元。

三、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

（一）保护手段：从显性向隐性转变

后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从关税等

显性措施向技术标准、环保要求等隐性措施转变

的趋势。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 年我国遭遇

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占全部贸易壁垒的 45%，远

高于反倾销（25%）和反补贴（15%）的占比。这

种转变使得贸易保护更加隐蔽，也更难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挑战。

（二）保护对象：聚焦新兴产业

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成为后危机时期

贸易保护的重点目标。2011-2020 年间，全球针对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贸易救

济案件年均增长 18%，远高于传统产业 3% 的增

速。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光伏产品先后遭遇美国、

欧盟、澳大利亚等主要市场的 " 双反 " 调查，涉案

金额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

（三）保护理念：从经济保护向价值观保护

延伸

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劳工标准、环境标

准、人权问题等价值观因素纳入贸易政策。欧盟

正在推进的 " 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就是典

型代表，其表面目的是防止 " 碳泄漏 "，实质是建

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这种以价值观为名的保护

主义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获得国内政治支持。

（四）保护主体：从国家向区域扩展

后危机时期，区域性贸易保护措施日益增多。

如欧盟经常以区域整体名义实施贸易限制，东盟国

家也越来越多地协调对特定产品的进口管制。这

种区域协同的保护模式使得单个国家更难通过双

边谈判解决问题。

四、应对策略与建议

面对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挑战，我

国需要采取系统性应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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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层面

为构建现代化贸易治理体系，建议建立包含

智能预警和分级援助的贸易救济机制，重点推动

WTO 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气候谈判中的技

术转让条款，同时深化 RCEP 实施并布局中东欧新

能源市场，形成 " 救济 - 规则 - 市场 " 三位一体的

战略布局，预计三年内完成制度设计并建成示范

项目。

（二）产业层面

为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企业需通过 " 三

化转型 "（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重构制造业

竞争力：运用工业互联网和 AI 质检提升生产效率，

开发符合欧盟碳边境税（CBAM）要求的低碳产品，

延伸智能运维等增值服务，以技术溢价替代价格竞

争。重点行业应组建 " 贸易摩擦联防体系 "，由龙

头企业牵头设立专项基金（建议初始规模不低于 1

亿元），整合商务部研究院等智库资源，建立包含

反倾销会计、WTO 律师的专家库，通过模拟听证

会提升应诉成功率。同时要深度参与 ISO/IEC 等标

准组织工作，重点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接口、工

业物联网协议等中国优势标准纳入国际体系，建

立中外标准比对数据库，针对欧盟 EN 标准、美国

ASTM 标准开展差异化合规改造，每年推动不少于

20 项标准互认，系统性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成本。

这三方面举措需形成 " 预防 - 应对 - 治本 " 的协同

机制，年度投入建议不低于企业营收的 3%。

（三）企业层面

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构建 " 三位一体 " 战略体

系 ：在合规经营方面，应建立动态法规跟踪机制，

重点监测欧盟 CE 认证、美国 FCC 标准等技术法

规更新，参照 ISO 37301 国际标准构建三级合规管

理体系（基本制度 - 专项指南 - 操作手册），将碳

关税（CBAM）、数据安全（GDPR）等新兴领域要

求嵌入业务流程实现自动预警。市场拓展需实施

" 一带一路 " 差异化策略，东南亚市场重点适配东

盟 GCTS 认证体系，中东欧对接 REPowerEU 新能

源计划，通过设立区域合规中心和政治风险分级

机制优化布局。技术创新应确保研发投入占比不

低于营收 5%，其中 30% 定向投入可降解材料等环

保技术研发，70% 用于核心专利布局，通过参与

IEC/TC111 等国际标准组织推动中国优势技术（如

新能源汽车充电接口标准）成为国际规范。这三

方面需形成协同机制，建议年度资源配置达到企

业营收的 3%-5% 以实现风险防控与竞争力提升的

平衡。

五、结论

后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手段多样

化、对象精准化、理念价值观化等新特点。传统贸

易救济措施仍然盛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环境壁

垒等新型保护手段日益突出。面对这一形势，我

国需要构建政府、行业、企业三位一体的应对体系：

政府要加强国际规则话语权，行业要提升集体应

对能力，企业要提高自身竞争力。只有通过多方

协作、综合施策，才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

贸易保护环境，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国家

的经济安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

时代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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