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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加入 WTO议
定书》生效，中国成为 WTO第 143个成
员。

2001年 12月 18日，加拿大 PPG公
司向加拿大海关总署提出我国出口挡风
玻璃反倾销指控。涉及此案的中国企业有
深圳信义公司、深圳奔迅公司、东莞港湾
公司、福建福耀玻璃公司 4家，这起反倾
销案是我国加入WTO后第一宗外国对我
提起的反倾销案。

2001年 12月 19—20日，外经贸部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率团出席 WTO总理
事会，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以成员身份在世
贸组织亮相。

2001年 12月 19日，中国废止了《关
于外商独资进口自用物资问题的补充通
知》、《外经贸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
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珍珠实行统一
经营和加强珍珠市场管理的补充通知》等
3项规章。

2001年 12月，中国按照加入 WTO
谈判中的承诺和 WTO规定，颁布了《中

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商投
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商投资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规定》、《外国律
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计
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国际海运条例》等
法规，制定颁布了《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
理办法》、《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机
电产品进口配额管理实施细则》、《机电
产品出口招标办法》、《纺织品被动配额
管理办法》、《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办法》等
规章。

2002年 1月 1日，根据中国在加入
WTO 谈判中在关税减让方面所作的承
诺，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实施新的
关税税则。

2002年 8月 1日，加拿大政府对中
国出口挡风玻璃反倾销案作出终审裁决，
中国公司胜诉。

2003年 6月，日本住友化学工业株
式会社，因对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
的产品“灭扫利”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将
陕西省质监局告到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这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发生的首例
国外企业状告中国省级行政机关行政诉
讼案件。

2004年 1月 1日内地与香港、澳门
签署的 CEPA正式实施。

2004年 4月 13日，加拿大边境服务
署（CBSA）决定对原产或出口自中国的户
外用烧烤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在
世界范围内首开对我进行反补贴调查的
先河。

2005年 1月 1日起，纺织品服装配
额将取消，延续了 40多年的纺织品服装
配额制度将寿终正寝，纺织品服装出口从
此步入“一体化”的“无配额时代”。

2005年 7月 21日，中国人民银行启
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5年，中国 FTA(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成果丰硕。中国在实施 FTA战略方面
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包括：中国智利缔
结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巴基斯坦拉开建
立自贸区的帷幕、中国—东盟自贸区开花
结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未来
五年行动纲领、《曼谷协定》变身《亚太贸
易协定》、亚欧会议更加务实、中国深入参
与亚太经合组织、CEPA扩大内地港澳经
济的进一步融合。

2006年 9月 20日，根据两国首脑达
成的重要共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
式启动。

2006年 12月 11日，中国入世所有
过渡性措施到期，中国银行业也于此日全
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从事人

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全部取消。
2006年 12月 11日，中国通信服务

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将根据加入 WTO
时定的通信市场开放路线图，将外商的股
权限制由 33%扩大到 49%。

2007 年，21 家外国银行将在华分行
改制成为法人银行。中国银行业在全面开
放一周年后，也开始加快“走出去”步伐，
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与此同时，中
国也加快了交通运输、电信与信息服务、
金融、文化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进
程。

2008 年 7 月 18 日，WTO 裁决中国
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违规, 中国对
超过整车 60%以上的进口零部件按整
车征税的做法对进口汽车零部件构成歧
视，因此违反相关贸易规则。 这是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次在贸易争端中
败诉。

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
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影响日益凸
显。

2011年，十年来，中国平均的关税从
15.3%降到了 9.8%，中国对世界开放了
100多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国也经历了
历史上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规的工作，涉及
3000多个法律法规。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

体公开数据）

1995年 11月，中国复关工作组更
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

1996年 3月 22日，龙永图率团
赴日内瓦出席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
第一次正式会议。

1997年 8月 6日，中国与新西
兰在北京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
边协议。

1997年 8月 26日，中国与韩国
在汉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
协议。

1997年 10月 13日至 24日，外
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率团在
日内瓦与欧盟、澳大利亚、挪威、巴
西、印度、墨西哥、智利等 30个世贸
组织成员进行了双边磋商；与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签署了
结束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协议，并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
印度等基本结束了中国“入世”双边
市场准入谈判。

1997 年 11 月 1 日至 16 日，中
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
入谈判基本结束。

1997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日，中
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出席了世贸组织
中国工作组第 6次会议，就议定书和
工作组报告的绝大部分内容达成了
谅解，期间还与美国、欧盟、日本、澳
大利亚、巴西、墨西哥等国进行了双
边磋商。

199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 7 次会
议，中国代表团向世贸组织秘书处
递交了一份近 6000 个税号的关税
减让表，得到了主要成员的积极评
价。

1999年 3月 3日，中美高级贸易
代表团就降低关税、进一步敞开农业、
电信、金融和保险市场谈判至深夜。

1999 年 4 月 10 日，中美签署
“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并就中国加
入 WTO 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承诺
“坚定地支持中国于 1999 年加入

WTO”。
1999年 4月底，美国首席谈判

代表卡西迪率团来京，就双方遗留下
来的问题继续谈判。

1999年 11月 15日，中美双方
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达成协
议。

2001年 11月 2日，龙永图宣布
中国入世最后时间表排定，11月 10
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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