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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选择:中日韩 FTA？TPP？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2011年 11月日本决定参加 TPP谈判，2012年 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年内开启中日韩 FTA

谈判。与 TPP相比，尽管日本国内舆论更多地倾向于 FTA，然而在时隔一年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近日又

高调宣布要将加入 TPP 谈判写进下届众院选举的民主党竞选纲领。那么，日本在两者之间究竟会做出怎

样的选择？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加以阐述。  

以往对FTA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福利效应分析，将区域贸易协定的决策视为政府为追求国

家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最优战略。但从日本已签署FTA的覆盖率（指与FTA签署国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率）

看，日本通过FTA所能实现的国家福利是有限的。就中日韩FTA和TPP相比较而言，如果单从传统收益视角

分析的话，虽然在参与国的数量和经济规模上，TPP有明显的优势，但从贸易规模、关税水平以及预期经

济效果上看，中日韩FTA要明显好于TPP。可以说，从传统收益方面来看，签署中日韩FTA给日本带来的福

利增加会高于TPP。 

然而，随着WTO推动的多边贸易体制使许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降到较低水平，通过签署FTA获取

贸易投资自由化收益的潜在空间越来越小。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收益相比，非传统

收益的作用越来越大。就日本而言，启动双边FTA进程也更看重非传统收益。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角度，对安全保障收益、主导权益以及利益集团等方面做比较分析，从中判断日本在中日韩FTA和TPP之间

做出最终选择的可能性。 

1、安全保障收益比较 

日本的FTA对象国的选定标准主要有三个：经济标准、政治外交标准和实现的可能性
1
。所谓的政治外

交标准，就是期望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能深化成员国间的经济关系，更能建立起政治互信。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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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说，日本选择FTA\EPA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善和强化在该区域的安全保障环境，从而增强在该区域

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的盘算所左右。因此，在日本选择伙伴国的时候，地缘政治因素的功能性作用表现十分

突出。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冷战后的东北亚似乎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战略秩序。朝鲜半岛问题、历史问

题、领土争端问题一直是困扰中日韩三方的政治难题，说明中日韩在地缘政治领域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建

立中日韩FTA的最大障碍就是该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很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共同

体。2012年日韩、日中的领土争端问题尖锐化，使中日韩FTA谈判变得似乎遥遥无期。 

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的日本，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美国的态度和政策息息相关。日本加入

TPP的积极姿态，与其说是屈从于美国压力，倒不如说是日本从本国安全战略的考虑。与亚洲保持距离再

次亲近美国，不仅可以修复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造成的两国间裂痕，也可以依靠美国增加与中国、韩国、

俄罗斯抗衡的砝码。
2
可以说日本政府对待TPP的立场是与其政治上强化美日同盟联系在一起的。

3
特别是在

目前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剑拔弩张之际，在安全上寻求美国这把保护伞的保护显得更加重要。因此，

对日本来说，参加TPP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是加强日美关系的关键环节
4
。 

因此，从安全保障利益上分析，日本更倾向于建立TPP而非中日韩FTA。 

2、主导权益比较 

这里所说的主导是对事物发展和进程的影响与控制,主导权是影响和控制的能力，主导权益则是从主

导权中所获得的收益。我们知道，在多国（地区）参与的区域合作中，往往需要一个以上具有实力和感召

力的“主导国”或“领导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主导作用,欧盟的“法德核心”都证实了这种说法。

在东亚地区，中国经济的崛起使日本丧失了“亚洲第一”的局面。中日将来谁将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格

局与方向，成为日本最大的担忧，也成为东亚一体化的巨大障碍。这种主导权之争虽不为日本官方所承认，

但客观上是阻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5
，也是阻碍中日韩FTA进程的重要因素。 

对于参与TPP，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抱有极大的热情。虽然TPP是美国主导的，但日本不仅可以在该组

织中成为名符其实的“老二”，而且期望以此来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2011年11月13日在美

国夏威夷举行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野田首相高举“日本主导的经济秩序”的旗帜，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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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庆东，日本参加 TPP 谈判的动因与制约因素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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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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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日本想在实现该构想的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事实上，这也是日本TPP赞成论者的共识。他们认为，

与目前日本签署的FTA/EPA相比，TPP追求的是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一旦谈判国协议达成，TPP极有可能

成为走向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主要途径，也有可能成为未来WTO的多边规则。如果不在新的规则谈判初期加

入的话，就不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规则制定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将来只能被动接受规则，从而使日本

蒙受更大损失
6
。 

从主导权收益上看，对日本而言，依然是参与TPP大于中日韩FTA。  

3、 利益集团收益分析 

对于一国来说，贸易自由化必然会使一些产业受益，而使另外一些产业受损;受益者会大力推动，而

受损者则极力阻止。因此，对参与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选择既是国家间利益的协调过程，也是国家或政党与

国内各产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过程。 

（1）日本政治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日本的政治历来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如图 3 所示，日本的法案一般是由中央政府提交给政党审

议。而政党在对法案审议之前，先要与各利益集团进行协商。于是利益集团便可以通过组织选票或政治献

金，对政党的决策进行施压。因此，在日本政治舞台上行政官僚、政治家政党和利益集团就形固定的“铁

三角”结构（如图 4 所示）
7
。在这一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各利益集团成为左右日本政治经济政策的主要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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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澤逸平等,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本:FTA 戦略と TPP,p279,勁草書房,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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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日本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 

 

 

                               

 

                                 

                                   

 

                            

                      图4  日本政治体系中的铁三角关系 

注：族议员是日本政坛上一股特殊的力量。它包含三方面的含义：①对某些政策非常关心；②对某

些政策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③不仅对某些政策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平时对这些领域的权

力行使方面起中坚作用。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由于每个议员从各自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扮演着不

同的角色，于是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族”，有商工族、农林族、建设族、厚生族、运输族、文教族等。

这些“族议员”的出现，不仅在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日本政坛由“政高党低”、“官高党

低”向“党高政低”、“党高官低”的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日本的利益集团 

目前，能够对日本 FTA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经团联。经团联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是日本工商业利益集团中“财界”势力的核心团

体。其主要任务是“凝聚经济界的总意志、动员经济界的总智慧、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贯彻经济界的总

要求”。从表面上看，该团体代表了整个日本工商业界的利益，但实际上经团联主要代表日本大企业的利

益。在政府机构中,推行自由贸易的官僚(主要是经济产业省的官僚)也是这个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农协。农协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简称，是日本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几乎所有的农户都被

组织到“农协”中来。农协分为中央会和地方会，中央会的功能多是政治性的，即聚合农户的利益要求，

然后反映到政治决策过程，并对政治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使这些利益要求得到实现。支持“农协”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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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为数甚多，由这些议员组成的“农林族”议员在国会中的势力很大，甚至一度被称作无敌的“农

林族”，可见“农协”政治影响力之大。 

（3）经团联对待中日韩 FTA和 TPP的态度 

从对待自由贸易区的态度上看，以经团联为首的日本工商界特别是出口产业一直热衷于中日韩 FTA谈

判，并且对中日韩 FTA的经济效果给予很高的期望。如果中日韩 FTA能够签署的话，将给日本带来超过目

前已签 FTA十倍的经济效果（参见表 1），并将对日本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表 1 日本已经签署的 FTA/EPA 的关税效果 

  日-新加坡 
日 -墨西

哥 

日 -马来西

亚 
已有 FTA 

中 日 韩

FTA 

实际 GDP（%） 0 0.02 0.02 0.04 0.41 

经济福利（百万美元） -2 1368 1017 2327 20374 

资料来源：阿部一知等，中日韩 FTA：その意義と課題、Ｐ28，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日韩 FTA进展缓慢。恰在此时，中国和韩国都加快了 FTA的步伐，特

别是韩国，先后与东盟、美国、欧盟等几个大的贸易伙伴签署了 FTA协议，与中国的 FTA 协议也进展顺利。

韩国 FTA 的快速进展，给以经团联为首的日本工商界利益集团冲击很大。有统计显示，因韩国-欧盟 FTA

的签署，韩国对欧盟的非零关税品出口上升了 14.6%，日本则下降了 3.9%。
8
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推算，因美

韩 FTA 的签订，至 2020 年，日本企业在汽车、电机、电子以及械领域的对美出口将因此而减少 1.5 万亿

日元，而相关的国内生产值将减少 3.7万亿日元。这将会使日本国内的对欧美出口企业破产或被迫向韩国

转移生产，严重影响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使日本的工商利益集团感受到了极大压力。于

是，他们把争取早日加入 TPP 作为改变目前日本区域贸易自由化相对落后状态，争取主导权的一个有利的

机会和途径。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中日韩 FTA处于胶着状态下，选择 TPP无疑是以经团联为首的日本

工商利益利益集团的最优选择。因此，该利益集团对加入 TPP 即表现出了积极姿态，采取了积极行动,极

力推动日本早日加入 TPP谈判。 

（4）农协对待中日韩 FTA和 TPP的态度 

由于受国土面积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再加上小规模经营、兼业经营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趋严重，日

本农业部门的经营效率无论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还是与国外的农业部门相比，都相对低下。长期以来，

                                                             

8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2 年世界贸易和投资白皮书，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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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本国农业一直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因此，农协等农业利益集团对 FTA一直持很消极态度。即使

与农产品竞争力很弱的国家（如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谈判，农协依然会跳出来反对，直至达到对农产

品保护目的为止；更不用说与农产品竞争优势较强的国家（如澳大利亚）进行谈判了。日韩 FTA谈判之所

以中断，日澳 EPA之所以迟迟达不成协议，都是因为农业利益集团强烈反对而受阻的。 

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话，日本的农业利益集团对中日韩 FTA和 TPP均持反对态度。但是如果中日韩

FTA 和 TPP都签署的话，哪个对日本农业利益集团的损害更大呢？ 

分析中日韩三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各国有各国的强项。中国在谷物和蔬菜水果方面的竞争优势高于

日韩，韩国和日本在肉乳制品及食品加工方面的竞争优势强于中国（参见图 5）。因此，中日韩 FTA对三国

的农业来说均是有利有弊。由于在农业领域，中日韩实际进入深入合作分工的阶段，因此，如果实现 FTA，

对三国农业的实际冲击并不大。 

 

图 5 中日韩 FTA对农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阿部一知等，中日韩 FTA：その意義と課題、Ｐ29，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 

 

与 FTA 相比，TPP 则是一种高水平的自由贸易体制。仅从农业问题上来说，TPP 一旦开放，日本的农

业将面临巨大挑战。这是因为日本农业本来的开放程度就不高，当遭遇高度自由化的外来农业经济的冲击

时势必出现危机。特别是在 TPP的谈判国中，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农产品竞争优势比较明显。

因此，日本加入 TPP的话，对日本农业利益集团的伤害比较大。日本农水省对农业受伤害的程度做了推算，

结果显示：如果日本加入 TPP，日本明年的农业生产额将减少 4兆 1000亿日元，粮食自给率由 40%下降至

14%。
9
 

总之，从非传统收益方面来看，无论从国家安全环境角度看还是从主导权益上看，加入 TPP的收益要

明显高于中日韩 FTA。只是能够左右日本政治的两大利益集团的收益差距明显。但日本已经下定决心以此

                                                             

9
山澤逸平等,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本:FTA 戦略と TPP,P297.勁草書房,2012 年 



 

7 / 7 
 

为契机，对日本的农业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菅直人前首相认为，从短期看，参加 TPP 即会使农产品进口

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农业经营困难，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但从长期看，以加入 TPP 即为外部压力，会有

效的促进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同时能够积极地推动农产品出口。这样，就能以参加 T

即为契机和外部压力，促进日本农业的改革，改变长久以来的大难题。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了农业体

制改革，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将继续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因此，从长远看，以 TPP为契

机，日本的农业可能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过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因此，日本今后的战略依然是采取中日韩 FTA 和 TPP 同步走的策略。鉴于目前中日韩岛屿争端有长

期化的趋势,中日韩 FTA 从政治角度看难度较大。但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日本将优先选择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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