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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规则新时代到来了吗？① 

2015年 10月 5日， TPP12个参与方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同意

在区域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并建立统一的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规则，

这迅速引发了各界的热议。 

事实上，TPP自美国2008年开始宣布加入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过去七年内的一系列谈判中，美国都宣称其坚持了建立“全面的、高水平的

自贸区”的标准，即奥巴马总统所称的“21世纪贸易协议应有的高标准”，这显

示了其希望为世界贸易体系打造一种全新模式，以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

向的目的。 

尽管目标明确，但长期以来因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导致的进展缓慢，还是让

舆论对此次协议的达成颇感意外。当然，这其中不排除奥巴马政府在任期结束

前追求政绩的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 2010年制定的五年内出口倍增计

划破产带来的尴尬。 

从协议本身的内容来看，TPP按照参与方的结构将主要分为两层规则，一层

是统一的、各方成员都要遵守的条款，主要涉及投资准入、环境与劳工政策、

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另一层则是各方成员根据自身情况单独或者

向特定成员承诺的条款，主要包括减税安排、敏感产业的处理方式等。由于 TPP

一直采取闭门谈判的方式，其间虽有知识产权部分章节曾在维基解密上被公布，

但在最终协议文本公布之前我们无法得知各方在 TPP中的具体承诺。同时，由

于各方还要在国内通过 TPP，其程序和效率也各不相同，因此，纸面上的协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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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最终顺利落实目前还无法判断。那么，TPP是否将成为新的全球贸易规则，进

而改变世界贸易格局呢？通过回顾战后贸易规则发展历程，可以在某种意义上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7年 GATT的成立为后来 WTO所最终确立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

其涵盖的基本原则，如互惠、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等内容实际上来源于之前近代

欧洲一些双边贸易协议，同时它也并没有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议排除出国际贸

易体系。事实上，自 GATT成立至今，区域主义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

每次浪潮都催生出了新的贸易规则，进而与多边主义一起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

由化进程。 

第一次浪潮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主要代表性事件为欧洲共同体的形成。

它由法德两国主导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以及《欧

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三个条约合并而成，以关税同盟为基础逐渐实现了初始

六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区域范围内商品、

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这刺激了英国倡导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包括英国、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与之抗衡。此后，

世界上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欧洲开始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如非洲的东非共同体、

拉美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以及亚洲的东南亚国

家联盟等。由于担心欧洲一体化可能会带来的市场保护主义，在美国主导下的，

多边贸易体制经过狄龙回合与肯尼迪回合的谈判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代

的协议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 1.0版本，其内容仅限于货物贸易自由化，降税商

品数目及降税幅度也十分有限，并引入了初步的原产地规则的概念，当前许多

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协议仍停留在这一水平上。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僵局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区域一体化在 20世纪 80年代中

后期掀起了第二次浪潮，这次欧洲仍然处在中心的位置：1993年《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的生效宣告了当今世界上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

经济集团——欧盟的成立。受此影响，美国也加速了其区域贸易协议的谈判步

伐，先后于 1985年和 1988年分别与以色列、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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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在美加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将墨西哥纳入进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

尤其是 NAFTA的成立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进入了 2.0时代：一方面，货物贸易

的减税商品数目和力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原产地规则也更加严格；另一方面，

其中涉及的许多议题，如投资协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采购等标

志着区域贸易协议开始向深度方向发展，同时也引导了其后乌拉圭回合的谈判

方向，并最终促使了多边体制的改革并推动了 WTO的成立。 

1995年 1月 1日，WTO正式成立，从而取代 GATT成为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的主导者，但在 20世纪末产生的第三次区域主义浪潮仍然在不断冲击着脆弱的

多边体制。尤其是 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的失败使得欧盟和美国加快了各自区

域一体化的步伐。前者在 1999年正式启动的欧元不但将其一体化水平提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国家加入到欧盟中来；美国则在“911”事件之后开始极力推动双边自由贸易谈

判。而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在生产网络一体化的推动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贸

易协议，这也反映了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由于这一次浪潮包

含了更多不同发展水平的参与者，因而也有更多形式的合作内容。而有美国参

与的协议则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国际贸易规则 3.0时代的典型，其在开放程度和

覆盖领域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包括基本取消货物贸易领域所有关税与非关税壁

垒、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通常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同时引入了许多在

多边体制中不涉及的议题，如环境与劳工条款、竞争政策等边境内措施。 

可以说，过去的三次区域主义浪潮都在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互动过程中，极

大的推动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不断将全球贸易规则提升到新的高度。但从

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在多边领域，虽然 2013年 12月 7日第九届部长会

议上达成了 WTO成立以来的首个多边协议：“巴厘一揽子协定”，并突破重重困

难最终在 2014年 11月 27日得到了实施，实现了 WTO成立 18年来多边谈判的

“零突破”，但仅属于 201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早期收获”之一，并没有

实质性进展，且基本局限于农业和发展中国家领域的议题，大家也对其关注甚

少。另一方面，作为近年来区域一体化的代表，TPP的任何动向都受到了极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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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其在传统议题上的开放深度，新议题上的涵盖广度，

虽然相对于美国近年来签订的双边贸易协议来说并没有走得太远，难以称其为

4.0版本，但能在如此大的区域范围内达成协议已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也

远远超越了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水平。但 TPP是否能就此一鼓作气，推动自

身成为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呢？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次 TPP无法带动多边贸易

体制一同发展，而一味地在区域主义的路上走得过快，甚至存在无法落地的风

险，不但自身难以获得成功，更难成为国际公认的贸易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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