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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对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修订，表面上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外部贸易政策

的消极后果，获得外部利益，在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双重利益博弈的结果。从内容上看，美国修订

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条款反映了其经贸单边主义的实质，同时也反映出在当前“去中心化”的全球环

境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对此，中国应坚持在多边主义下进行边数选择，同时发展内生需求。

在中美经贸规则重构的博弈中，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将自身的内在利益与外在公共利益相

结合，构建合作共赢的经贸规则促进全球化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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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erica revised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which has been valid for some time, superficially for 
the intention of reversing trade deficit but actually out of its purpose to eliminate negative out-
comes of foreign trade policies. Under persuading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it can harvest foreign 
interests,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result of the struggle with double interests. In terms of its con-
tent, those items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reflect the real aspect of unilateralism in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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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de.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know that a more rapid pace is witnessed in the process of re-
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hen bathed in the decentralized global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China should keep multilateralism and accession to regional treaties in time. China should also 
intensify more power for inner growth. In the reestablishe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China should follow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general 
theoretical guidance, combing inner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so a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rule of cooperation and win-wi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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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高速发展客观上使得竞争的天平向发达国家失衡，给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带来了压力，使其国家在社会政策、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政策上越来越反映出厌恶多

边主义和全球合作，而强调零和博弈。例如，在国际规则的偏好上，美国越来越表现出了反智和反建制，

迎合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背道而驰。 
在经贸领域，美国也开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形态，强调再分配，而不是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提高。

例如，美国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向韩国提出重新商讨和修改已生效 5 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修

订后的协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2018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正式签署

《美墨加协定》，协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从而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新修订的自由

贸易协定更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条款。 

2. 美国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讲，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契约”[1]。国家基于同意缔结一项条约。然而国家为何会同

意缔结条约？一个国家是否缔结和遵守一项条约，考虑的因素是复杂的。在经贸关系中，往往体现为对

利益的博弈过程。美国修订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其在国内国外双重利益博弈下的结果。 

2.1. 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原因 

“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利益是驱动人们进行交往的动因，在商业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关

系也是如此。一般认为签署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使国家在经贸往来中获取利益。“国家主权与平等

代表着国家之间法律的基本的宪法性学说”[2]，主权平等是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基本的原则，因此自

由贸易协定的要旨在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从而尽可能追求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如何在自

由与平等的界限内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国利益不仅受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操控，也受国际利益竞争的影响，

即国家签署自由订贸易协定除受利益驱动外，还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因素和受国际形势及竞争

规制的影响。 
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益之一是消除“消极的贸易条件外部性”[3]，即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是为了消除外国贸易政策的消极后果。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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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指出“国际制度框架的建立，可以减少国家间合作的交易成本，制度能够提供

信息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国家在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信息的环境中采取机会成本的做法。”[4]在考

虑条约的外部性条件的时候，贸易协定更多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互惠是指导争端解决的重要规范。

政府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尽可能减轻他国单边贸易政策对本国的不利影响，减少外部的经济或政

治成本进而提高本国的福利。囚徒困境理论(Prisoner’s dilemma Theory)1 是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根据该理

论，国家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避免单边贸易政策博弈陷入的囚徒困境，解决单边贸易政策的低效

率问题，即通过国家间交换承诺的方式，摆脱一国政府单边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另一方面，一国内部的利益博弈同样会影响国家协定的政策选择与规则偏好。帕特南(Putnam)在《外

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一文中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框架，认为国际谈判通常都在两个层次展开：

在国际层次，一国领导人力图使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地满足国内压力，同时也使不利的外交发展结果最小

化；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有利于己的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

家则通过建构这些集团间的联盟来寻求权力[5]。可见，国家外贸政策的制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过程

是会受到一国国内行业协会、消费者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等利益集团的意见影响，多部门和个体在某种程

度上基于它们特殊的利益、关切和动机而行动，最终影响国家政策和国家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 

2.2.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 

二战以后，美国以内嵌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建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强调

市场竞争和市场规制秩序。这种治理体系以规则为导向，维护经济开放和多边主义。随着新兴经济体的

日益勃兴，国际规则越来越自由主义化，各国国内正当公共政策目标规制权日益受到严格限制和审查，

“内嵌自由主义的妥协”不断遭到侵蚀[6]。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在世界经济的“蛋糕”中分配不到

更多利益，因而以保护国家安全等理由要求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定，强求利益的再分配。 
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外部因素来看，美国要求重新修订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原因在

于美国认为其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外部性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尽管美韩自由贸

易协定生效以来活跃了美韩双边贸易与投资行为，加深了美韩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合作，取得了良好得效

果。但美国认为两国在贸易赤字上的差异使其在与韩国经贸往来中利益上受到了损失。在美韩自由贸易

协定未生效时，两国的贸易赤字约为 116 亿美元，到 2015 年时最高值达到了 258 亿美元，2018 年回落

到 139 亿美元[7]。从商品结构看，美韩两国的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钢铁及其金属制品领域，

而美国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钢铁进口配额、汽车市场的开放等方面。美国认为

这种外部的贸易赤字对美国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便通过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来消除这种不利影响。 
从内部因素上看，除了贸易赤字带来的不利影响外，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更是美国国内政治博

弈和转嫁国内经济风险，缓解社会矛盾等更深层次的结果。近年来美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不断上

涨，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总体上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认为其有必要通过提高关税的

方式限制外国产品，防止外国产品挤压国内产品。2 因而向现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提出挑战。重新修订

自由贸易协定是最容易实现转嫁自身经济风险，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目的的方式。此外，由于历史和体制

的原因，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国陷入两极分化、制造业空心化、基础设施破旧的局面。但美国凭借其技术

优势，仍能在产业链高端分享最大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大力发展新兴技术产业，一旦

成功突破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瓶颈，将瓜分美国主导的高端产业链的巨大利益。因而，美国企图压迫

 

 

1根据囚徒困境理论，在国际贸易中，以关税为例，当一国独自提高关税时，另一国也会作出同样反应，从而引发关税战，两国的

商品失去了对方的市场，对其本身经济也会造成损害。 
2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报告“53% in US Say Free Trade Hurts Nation”，av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id/39407846, September 2019.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1.103008
https://www.cnbc.com/id/39407846


傅煌安 
 

 

DOI: 10.12677/wer.2021.103008 70 世界经济探索 
 

其贸易伙伴，在新自由贸易协定中制定遏制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规则，维护其本国利益。 

3. 美国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 

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规则重构中越来越奉行美国优先策略，体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如新

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的相关条款均体现了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

惠”的思维。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为了消除贸易的外部性不利因素，转移国内分配不均矛盾，

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符合其自身意愿的利益分配方案来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实际上是一

种“经贸单边主义”[8]。 

3.1. 经济全球化的“逆行”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一超多强”的国际秩序将被打破，国际政治将出现的现象

是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red globalism) [9]。当前的国际秩序是 19 世纪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

巨大的权力不平等造成的，随着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增强，国际秩序乃至法律体系形成了多个中心和多

个层次，对长期以来牢固生成的国际政治中心主义构成挑战。人们强烈地反对霸权主义，呼吁建立一个

更为多极的国际体系。对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固有的国际秩序，制造出了

一系列“逆全球化”现象。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都面临不同程度的

困难。因而各国经济复苏缓慢、有效需求不足、全球生产过剩等问题使世界贸易增长处于持续低迷状态，

给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带来危机。但危机的根源其实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

衡。新自由主义在推进全球化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的失衡，催

生了西方国家底层民众甚至中产阶层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运动，因此一些国家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

在与自由贸易的较量中占据上风。 
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达成了多项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

而 30 多年过去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发展迅速，美国则出现了制造业外移等现象，美国认为这

是全球化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修订自由贸易协定

来缩小贸易逆差，增加来自国外的有效市场需求，从而缓解国内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 

3.2. 利益集团的游说 

在经济全球化“逆行”的背景下，美国修订自由贸易协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利益集团的推动。戴维·杜

鲁门(David Truman)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一书中首先地提出利益集团的概念，其认为利

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

织。”[10]由于利益集团的成员具有一定共同政治信仰、社会目的以及共同利益，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

是为了维护自身所在群体的利益。利益的一致性给这些集团带来很大的能量，对国家政策的产生带来很

大影响。 
经济利益是利益集团产生、存在的根本，所以为尽可能保护或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会采

取游说等方式尽可能影响国家经贸政策的制定。对利益集团而言，游说可以为国会法案，也可以为国际

谈判，这取决于哪一个更能有效地实现其政策目标。与国会法案相比，国际条约具有若干优势。因为根

据美国法律，国际条约可以巩固可能会改变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制定议程的权力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手中，

将权力下放给国际组织，从而产生比起国会法案更稳定的效果，维持更长久的利益。因此，美国的利益

集团更喜欢通过国际条约来帮助自己达成目的。例如在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过程中，钢铁、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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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要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的研究表明，那些最少依赖出口和多国化经营的企业会

要求贸易保护以回应进口商品的竞争，而出口和多国化的企业则更偏向贸易自由与增长[11]。二战结束后，

美国的一些大企业期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国外市场的税率并扩大销售，中小企业则希望能够实现技

术转移以开拓新的市场。对这些利益团体而言，自由贸易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为出口与投资带来巨

大的机遇。但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美国制造业产能下降，巨大的贸易顺差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减少了美国的就业，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汽车、纺织品等以及相关产业的工人遭受冲击，因

此便试图通过改变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3. 美国的经贸单边主义 

美国并没有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推倒重来，而是采取了少量修改的“微调方式”，而取代已经

实施近 25 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加协定》，也未突破整体性框架和结构，而是延续多于颠

覆[12]。美国只是将自由贸易协定的作为一种转移视线、掩盖矛盾的工具。美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在国内

产品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失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实施了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财政赤字和

债务规模空前庞大。在经贸往来中，美国长期以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领

域对其他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从而无法进行优势互补，带来严重的贸易逆差，造成美国利益在全

球经济治理中失衡。随着新兴国家加入全球产业链，美国的贸易优势逐渐被中国等国家所追赶，因而现

实的国家利益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对既有规则体系的改变。 
美国修订自由贸易协定赤裸裸地体现了其零和博弈的单边主义思维，这些协定呈现出两个特点，一

是大幅增加了对美国有利的条款，二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13]。例如，《美墨加协议》第 32 条规定：任

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 6 个月的通知后终止本协议，并

以它们之间的协议来取而代之。该条款被称为“毒丸条款”，简单来说是三个国家中如果有人与非市场

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被赶出美墨加协议。这是一种针对某些“特殊国家”设置的特别规定。

美国约束缔约方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是美国试图通过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

用双边谈判的优势地位，强迫他国作出的让步的单边行为。 
这种将美国利益与美国价值观凌驾于国际经贸机制之上的单边主义行为将阻碍全球化进程[8]。美国

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曾对外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在于结束了单边行动

体系。时至今日，美国意图将多边的非歧视待遇削弱为差序化的互惠待遇，以双边层面的互惠关系取代

多边层面的最惠国待遇，这将摧毁美国当年所推崇和建立的多边机制，自由贸易协定或成为全球贸易自

由化的的“绊脚石”。 

4. 中国对美国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应对 

2020 年 5 月，美国白宫发布了《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提出“迫使中国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利益的

行为”的目标[15]。这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削弱了美国把国际谈判向国内更能接受的结

果发展的能力，美国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来维护自身利益和遏制新经济体的发展。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中国应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及时的边数选择，同时注重国内市场发展，实现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发展新格局。 

4.1. 维护有效的多边贸易体制 

尽管在全球化受挫的当下，区域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主要努力的方向，每个国家都在尽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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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本国贸易合作关系的措施和方针，但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仍然是发展的趋势所在[14]。各国虽然在

全球化的诉求和路径选择上存在分歧，但这会促进全球化会在竞争中朝着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以 1947 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贸易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框

架，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仍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石。面对美国修订自由贸易协定中针对中国的不利

条款，中国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毒丸条款”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非

歧视原则。该原则要求各成员对所有其他成员一视同仁。“毒丸条款”规定缔约国根据“市场经济国家”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区分，事实上是美国单方以其国内的标准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

视。中国要利用这些多边贸易规则在国际谈判和国际争端解决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15]。 
世贸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指出任何单边行动不可能缔造一个世界贸易体系。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应继续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多边贸易平台，减小美国通过单边措

施削弱和割裂多边贸易体制的可能。一些区域性协定可能对经济和体系带来好处，但同样会对未来多边

层面的改革形成障碍[16]。中国在维护多边机制时，也应积极参与改革多边机制。世界贸易组织运行至今，

在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电子商务规制、成员通报义务履行等议题上进行改革已成为时代需求与发展趋势，

中国应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在规则制定中反映出自身的

利益诉求。 

4.2. 进行及时的边数选择 

在美国的阻扰下，被誉为世界贸易组织“皇冠上的明珠”的上诉机构最终停摆，世界贸易组织的改

革也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协定已事实上崛起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与重构最为活跃的舞台。美国目前正

与欧盟、印度、澳大利亚等就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分别进行谈判。英国脱欧后，美国与英国迅速开展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双方领导人承诺迅速努力达成协议。3 美国频繁地与他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意在

形成以美国为主导，规模巨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将来与

美国签订新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都会加入《美墨加协议》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这种精心植

入的条款，意在在世界贸易格局中进一步边缘化中国。 
目前，中国已签署 19 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 26 个国家或者地区 4，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水平还

较低，且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达成协议，这与中国整体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21 世纪全球经济新秩

序塑造进入快车道。在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政治环境中，经贸关系也出现了小多变主义。在美国主导下，

中国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贸易伙伴不仅可以相互支持以克服经济困难，还可以

作为促进国际合作和国家互信的良好模式，达到合作共赢的良好效果。因此，在这方面，中国要及时进

行边数选择，广交贸易伙伴。中国可以聚焦欧洲国家，深化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同时中

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形成自己的“朋友圈”。 
此外，在经贸问题上，美国一直掌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从主导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到现在美国又

带领其盟友脱离世界贸易组织而重构世界经贸秩序。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美墨加协定》被美国视为

重构世界自由贸易协定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其规定的非市场经济排除规则，将可能奠定未来自由贸易的

基石，这对中国十分不利。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断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中国必须打破以往

重视市场开放而忽视规则建构的传统，基于自身制度来制定自贸协定的规则，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强化

规则话语权、保障发展中大国公共政策空间的工具[17]。但中国不能奉行美国的单边主义策略，中国在实

现自身规则诉求的同时，也应该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需求。利益是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原因，

 

 

3双方第一轮谈判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进行。 
4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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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共利益与中国自身利益并不冲突，中国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一致，可以与各国一起做大全球市

场的“蛋糕”。 

4.3. 形成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8]。从长远看，中国的确定性崛起与美国的核心利益相冲突，自

由贸易协定的修订只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手段，为继续维护其经济霸权地位，美国必将通过更多

手段阻碍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应保持战略决心，做好自己的事情，特别是扩大国内大循环。 
在国内层面，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发挥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的作用，减少对其他经济体的依赖，从而构建能够独立运行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面对美国破坏自由贸

易的单边主义行动，拥有完整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是我国参与构建国际经贸规则、加强话语权的重要

优势与关键支撑。此外，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障碍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从 2016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满后，中国理应按《入世议定书》的安排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

欧盟、美国、日本等国相继否决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墨加协议》中关于市场经济的“毒丸条款”

凸显了市场经济对当今经贸规则的重要性，没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过程中，

显然会处于尴尬的地位，中国只有对市场经济进行完善，才会融入国际经贸规则的话语体系。 
在国外层面，通过构建双循环格局，中国可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利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

第二大消费国强劲的内需，增强对国际商品和国际服务的吸引力，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世界经济体

系。需要指出的是，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全球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中国形成的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需要推动全球化往更深领域发展[19]。在新一轮的国

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中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寻求合作共赢与国际善治，进一步促进全球化

升级。 

5. 结语 

为消除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和转移本国经济的发展矛盾，美国以利益为规则导向，在国内国际双层

利益博弈的结果下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修订。从内容看，新的规则反映了美国零和博弈的思想，反映了

美国开始从多边机制撤退到双边道路，甚至是采取经贸单边主义战略路线，这破坏了乌拉圭回合以来建

立的多边贸易体制安排，使多边贸易体制在多年来取得的成果退回过去。 
美国试图通过修订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区域内贸易壁垒和较强的对外贸易壁垒，达到重建以美国为中

心的北美区域价值链的战略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的最新趋势[20]。当今

的全球化体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化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带来的区域一

体化继续深化[9]。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虽然整体上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份额是下降的，但区域内

的贸易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在新的全球化竞争格局中，中国需要在维护多边贸易平台的前提下，及时进

行平台转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加快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工作，

扩大自己的贸易伙伴范围。面对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作为负责任的中国应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完

善市场经济，坚持多边主义，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在新的国际经贸秩序的构建中发挥自己的影

响力，制定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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