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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 2005 年全球取消纺织品贸易配额后 ,美国和欧盟仅凭第一季度相关进口增加的数据突然以执行
“242 特保条款”为由 ,欲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采取限制措施。2005 年 4 月份以来 ,这一贸易摩擦逐渐升温 ,中国
纺织服装企业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本文将从“242 特保条款”形成的背景及特点出发 ,分析其对我国纺织品
服装出口贸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并从多层次的角度提出应对“242 特保条款”的几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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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5 年全球取消纺织品贸易配额后 ,美国和欧盟仅凭第一季度相关进口增加的数据突然以执行“242
特保条款”为由 ,欲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采取限制措施。2005 年 4 月份以来 ,这一贸易摩擦逐渐升温 ,中国纺织
服装企业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一、“242 特保条款”的背景及含义
发达国家使用非关税措施来限制纺织品服装进口由来已久。1960 年 11 月 , GATT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市

场扰乱”的定义。所谓“市场扰乱”,是指少数几项商品在短期内的大量进口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 3 个方面对
进口国造成严重后果。自从“市场扰乱”概念提出来后 ,发达的纺织品进口方将它作为背离 GATT基本原则和
对“低成本供应者”采取歧视性数量限制的根据。我国这次签订的关于纺织品“242 特保条款”也是为了进入
世贸组织不得已所作出的一种让步。所谓所谓纺织品“242 特保条款”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工作组报告
书》第 241～242 段规定的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条款”,它是一种适用于特定成员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
措施”条款。根据第 241～242 段规定 ,自中国加入 WTO 之日起直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 ,如一 WTO 成员认为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ATC)》所涵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对其造成市场扰乱 ,威胁阻碍这些产品
贸易的有序发展 ,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协商 ,以期减轻或避免此种市场扰乱。

二、对“242 特保条款”的评价
(一)“242 特保条款”的特点
1. 歧视性。所谓歧视性是指“242 特保条款”仅对中国适用 ,中国则无权对任一 WTO 成员利用这一条款采

取特保措施 ,而作为任一 WTO 成员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和有选择地对原产于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特保措施而
不受非歧视原则的限制。

2. 过渡期长。这一条款的过渡期是指适用于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从中国加入 WTO 时起至
2008 年底止。

3.实施标准低。实施标准仅要求进口成员能证明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威胁的存在 ,以及该市场扰乱或威
胁是由中国纺织品所引起 ,即可采取特保措施。

4.程序实施门槛低。实施条件规定 ,关于中国纺织品“242 特保条款”的磋商时间仅有 90 天 ,且不论进口
成员的磋商请求是否合理 ,中国都必须将相关产品出口限制在一定限度内 ;如在 90 天内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
解决办法 ,则磋商将继续进行 ,而中国对相关产品采取的出口限制也将继续 ;若最终达不成协议 ,进口方则可
采取 1 年的特保措施。

(二)“242 特保条款”的负面影响
2005 年 4 月 25 日 ,欧盟宣布 ,启动对包括 T恤衫、毛衫等来自中国的 9 个类别产品的特别限制调查。5 月

17 日又宣布即将对来自中国的 T恤和亚麻纱实施配额限制。5 月 4 日 ,美国纺织品协定执行委员会 (CI

权 ,使其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必要的节水和治污资金。
3、对于水权交易的收益应暂缓征所得税。其收益应主要留给地方 ,以鼓励地方开展水权交易 ,优化水资

源配置。
4、由国家设立生态用水干预基金。该基金专项用于政府购买水权的支出 ,以补充必要的生态用水 ,实现

对生态用水的宏观调控。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水权交易的手续费和收益分成。
5、加强行政监督 ,防止违规超量取水。取水者违规超量取水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它导致了包括

黄河分水协议在干旱年份得不到很好执行等一系列水资源管理问题。这里涉及到监管者与取水者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可以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取水者讲真话 ,对取水大户和可疑的取水者以较大的概
率进行抽测 ,对违规超量取水而谎报的取水者实行重罚 ,从而在管理成本较低的情况下 ,实现对违规超量取水
问题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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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宣布 ,启动针对 3 类中国纺织品进口的保障程序 ,5 月 18 日 ,CITA 又宣布 ,决定对自中国进口的另外 4 类
纺织品和服装采取限制措施。到今年 8 月份为止 ,除了精梳棉纱外 ,其余设限的六大类产品清关率都已经达
到 100 % ,也就是说有六大类产品在下半年都将被挡在美国市场外。据分析 ,美国对以上七大类纺织品的设
限将会影响我国 20 亿美元的出口和 16 万人的就业。目前已有迹象表明 ,一些欧美客商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
印度、巴基斯坦等非设限市场。今年 ,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柬埔寨对美国的出口增幅分别达到了 25 %、20 %
和 16. 8 %。作为我国最具比较优势的纺织品 ,由于《ATC 协定》中规定的到 2004 年底各项纺织品配额的进口
限制被取消 ,中国纺织品出口量必呈上升态势 ,无论欧盟国家还是美国 ,都早已对我纺织品在其市场上的竞争
力感到恐惧。在这过渡期内 ,不仅是欧美 ,任何 WTO 成员都有可能根据“特保条款”对我提起“特保”立案调
查 ,甚至作出终裁而实施“特保措施”,且凡被实施“特保措施”的产品不但会遭到打压 ,而且有可能因“重大贸
易转移”而遭到其他 WTO 成员的连锁性限制 ,印度、土耳其、秘鲁、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曾先后对中国纺织品进
行反倾销和反倾销调查。

三、应对“242 特保条款”的几点措施
目前 ,尽管欧盟方面表现出相当的诚意 ,促成紧张升级的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在最后一刻得以化解 ,避免

了一场贸易战的爆发。但按照中欧双方达成的备忘录 ,从 2005 年 6 月 11 日起到年底 ,以及之后的两年内 ,对
中国十类纺织品仍保留 8 %至 12. 5 %的年增长限制。此外 ,作为我国重要纺织品市场的美国现在还在对我国
增长潜力巨大且竞争力很有优势的七类纺织品进行设限。因此 ,面对不利于我国的“242 特保条款”与当前的
严峻形势 ,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

(一)认真研究各种保障措施条款之内涵
这些条款既包括与进口量增长无关的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 ;又包括与进口量增长有关的《ATC协定》、《中

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中“特保条款”以及 GATT第 19 条和《保障措施协定》之一般保障措施条款 ;
还包括各 WTO 成员关于保障措施规定的国内法。这些保障措施条款均有不同的内涵 ,对其深究吃透是应对
其他成员对我适用“特保条款”的首要对策。

(二)发挥政府的沟通和调控作用
1.增设特保条款的国内立法。我国虽有关于一般保障措施的立法 ,但并没有关于“特保条款”的任何规

定 ,尤其是关于应对“特保”调查、裁决和程序性的立法均属空白。笔者以为 ,随着 2005 年 WTO 成员对我纺织
品申请“特保”立案调查峰期的到来 ,应抓紧制定关于“特保”方面的国内立法 ,具体可通过修改《保障措施条
例》或由商务部订立相关行政规章 ,包括明确我国政府、协会和企业在应对 WTO 成员“特保”措施时的权利、责
任及应对程序等。

2.加强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沟通与协商。对政府来说 ,要提高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的执政
能力 ,加强培育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建设 ,以提高其应变贸易摩擦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尽可能把一
些可能产生的摩擦消除在萌芽状态。具体说 ,一是针对他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大胆质疑、应对和磋商 ;二是
充分行使 WTO 成员的权利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以更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自己。此外 ,游说也是欧美
国家一种行之有效的通常做法 ,我国也应建立起官、产、学、商会中介组织的联合国际游说机制。如 ,美国商会
对欧盟就很有影响力 ,而我国对欧盟拟订中的打火机儿童安全装置标准的游说干预 ,也说明了其有效性。

3.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为维护良好的纺织品国际贸易环境 ,国家应根据具体情形出台相应调控措施 ,
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加强政策引导。自 2004 年 12 月起商务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以调控国内纺织品的生产和出口 ,这为缓解进出口国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发挥行业之间的协作作用
1. 加强国内企业之间的协调作用。通过国内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的价格、产量和贸易的自律行为 ,多沟

通、多协作 ,以免因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而引起目标国以市场扰乱名义所采取的特保措施 ,使原本应当对我
国进一步开放的有利形势反而出现对我国关闭的危险。

2.加强与目标国的纺织服装业及相关行业之间的相互合作 ,以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牵制作用。
2005 年 3 月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与德国纺织服装工业协会、荷兰服装针织工业协会、奥地利纺织工业协会
和捷克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协会共同举办了“中欧纺织服装企业对口洽谈会”。会上 ,来自欧盟 4 国的 46 家
企业与 120 家中国企业举行了洽谈 ,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此外 ,相关行业的共同合作和贸易互补也是一种
有效合作形式 ,如美国的棉花主要靠出口 ,而中国又是美棉最主要的进口国之一。2004 年美国对中国棉花出
口比 2003 年增长近三分之一 ,如果我们充分利用美国棉纺业在纱线和牛仔布方面的优势加强合作、互惠互
利 ,那么 ,势必也会牵制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设限。

(四)增强企业自身的应变力
1. 提高产品档次和单位出口创汇额。中国目前是第一纺织品生产大国 ,但却远非生产强国。中国纺织品

服装出口连续 6 年排位世界第一 ,而出口收汇却排位于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之后。大多数企业只能出口
一些低附加值产品或者原材料 ,赚取微薄的利润 ,纺织品服装单位创汇额一直处于低水平。这种状况不仅降
低了我国从纺织品服装出口中获得的比较利益 ,而且非常容易招致其他成员方以“市场扰乱”、反倾销等名义
进行的贸易保障和制裁措施。因此 ,加强纺织服装产品的品牌战略 ,以质取胜是避免因出口量激增而招致“特
保”立案调查的有效对策。天津市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商天一棉纺织有限公司将淘汰的旧设备卖给了一家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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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分区讨论
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董梅生

[摘要 ] 首先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然后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进
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聚类分析 ,可以把我国房地产经济划为最快发展区、较快发展区、潜在发展区、缓慢潜在
发展区和缓慢发展区五种类型。政府应该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 ,制定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发展政策。
[关键词 ] 区域经济学 ;区域差异 ;房地产经济 ;聚类分析 ;

　　引言
我国各地区宏观经济区位的差异 ,以及原有经济水平以及房地产业发展起步时间的不同 ,都决定了各地

区房地产业发展的速度、规模的不同 ,从而房地产的经济在各省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划分房地产经济
区 ,对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 ,国家制定相应的房地产业发展政策 ,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以及房地产投资者选择适当的投资区域 ,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1. 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1 房地产开发区域不平衡 ,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地区投资结构看 ,2004 年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

投资占全国房地产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69. 53 %、15. 38 %和 15. 09 % ,1998 年上述比重分别为 75. 51 %、12.
46 %和 12. 03 %。2004 年东部所占比重较 1998 年下降 5. 98 个百分点 ,中西部的比重增大。但由于东部基数
大 ,占全国比重仍近 70 %。2004 年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27. 9 %、37. 6 %、20. 6 % ,而 1998
年三个区域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1. 7 %、18. 8 %、42. 2 % ,东部和中部增速加快 ,西部呈下降趋
势。因此 ,我国房地产开发区域不平衡 ,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

1. 2 投资增长过快。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我国的房地产投资 ,1998
年比 1997 年增长了 13. 7 % ;1999 年比 1998 年增长了 13. 5 % ;2000 年比 1999 年增长了 21. 5 % ;2001 年比 2000
年增长了 27. 3 % ;2002 年比 2001 年增长了 21. 9 %。5 年平均增速 22 %。2003 房地产投资增长了 32. 5 % ,比前
5 年的平均增速高出 10 个百分点 ,增速显然过快。

1. 3 房价上升过快是另一个问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2005 年一季度 ,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
格同比上升 12. 5 % ,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 5. 8 个百分点。2005 年 6 月商品房销售价格分类指数为 104. 49 ,比 5
月份回落 2. 62 点 ,比去年同月回落 1. 26 点。2005 年上半年 ,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0. 1 %。其
中 ,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上涨 11. 9 % ;办公楼销售价格下降 4. 6 %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价格上涨 9. 3 % ,可以
说 ,我国的房价上涨仍然很快。

2. 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分区的实证分析
2. 1 指标的选取。本文指标的选取原则有二 :一是在现有的统计年鉴上能够找到、并且规范使用的 ;二是

能够反映各地区房地产经济投资情况、房地产销售情况、房地产开发成本、房地产开发企业情况、房地产企业
产出情况。根据这两个原则 ,本文选取了 10 项统计指标 (见表 1) ,以对我国各省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经
济区的划分。

2. 2 数据的收集。最后选取了我国的 30 个省/ 市/ 自治区 (扣除了台湾省和西藏) 的指标数据 ,数据来自
文献 2 ,基本统计量见表 1。

表 1 　原始数据的基本统计量
划分依据 指标 编码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投资情况
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完成投资额 V1 万元 3371934 3429873 1. 02

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 V2 万元 4397443 5002153 1. 14

纺织厂。目前该公司产品结构升级已基本完成 ,下一阶段该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欧美及香港的中高端产
品的生产商。

2.坚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多年来 ,我国屡遭欧美等国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口市场单一
化 ,由于纺织品与服装的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在中国香港地区、日本、美国、韩国、欧盟等五大市场 ,所以 ,既增加
了对稳定市场的依赖 ,从而造成了纺织品贸易的不稳定性 ,同时 ,也增加了国家实施外贸政策的难度。因此 ,
扩大出口产品的不同市场 ,是避免造成出口产品激增的又一重要对策。如越南 ,由于越中交通便利 ,而且中国
纺织品的价格较越南纺织品的价格低 20 % - 30 % ,甚至 50 %。因此 ,进一步扩大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市场也
是很有可能的。此外 ,中国企业在海外设厂和投资也是市场多元化的一种形式 ,如华源集团绕过贸易壁垒在
海外投资设厂 ;雅戈尔集团正在和美国零售商组建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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