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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六大短板与中国应对* 

 

自 2010 年 3 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启动首轮谈判以来，谈判各

方分歧一直难以弥合，预定达成协定的时间一拖再拖。2015 年 10 月 5 日，历时

五年多的 TPP 谈判终于在相互妥协中宣告结束，并达成协定文本。但时至今日，

TPP 仍饱受包括谈判成员在内的世界各国民众的质疑和争议。究其原因，主要缘

于 TPP 存在制约谈判、审批和实施的六大短板。在中国，TPP 的负面效应和潜在

威胁一直是官、商、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作为被排除在这一协定之外的全球最大

货物贸易国，中国应充分认识 TPP 的固有问题，理性应对这一协定实施后可能

带来的冲击。 

 

六大短板 

 

战略考虑各不相同。对于美国而言，主导并大力推动 TPP 谈判，主要基于

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作为“重返亚太”、应对亚洲新兴力量崛起、布局亚

太秩序的重要手段；二是通过 TPP 主导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国际贸易规则。

对于日本和加拿大等国言，则主要基于维系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并借此提升

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而对于越南等东南亚小国而言，加强同美国等经济大国的

关系，难掩谋求平衡区域大国关系的意图。作为一项经贸协定，TPP 承载了多种

战略目标与诉求，使得各成员不得不努力寻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点，大大增

加了决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 本文已发表于《学习时报》2016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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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收益出现分化。由于贸易与投资转移效应，TPP 的签订实施将给各成员

的实际 GDP、福利、进出口等方面带来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各成员的预期收益

却存在很大差异。根据测算，TPP 将导致新加坡包括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在

内的福利增加 1598 亿美元，而智利和秘鲁的福利增加不足 10 亿美元，分别为

9.9 和 5.9 亿美元；导致越南和新西兰的出口增加 6.6%和 4.6%，而墨西哥仅为

0.9%。尽管 TPP 能使多数成员的贸易条件不同程度改善，却会导致马来西亚的

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一旦 TPP 实施，由于各成员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很可能成为

贸易纷争的隐患。 

国内团体得失不均。在谈判阶段，TPP 之所以久拖不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

受到来自各成员内部利益集团的压力。尽管高标准的开放政策有利于促进贸易自

由化，但给各成员国不同产业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甚至截然不同。例如，美国

的汽车行业、日本的医疗和农业、新西兰的乳业、越南的服务业等都将遭受不同

程度地冲击。TPP 给国内不同团体带来的得失不均加大各行业之间的利益分化，

也激发了国内受损团体的反抗情绪，并由此形成阻碍 TPP 审批和实施的主要力

量。 

主权治权存在冲突。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比，TPP 确立了具有更强约

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TPP 要求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例如确立保

护投资者权利的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M），高于 WTO 的卫生与植物

检疫（SPS）标准以及包含了劳工与环境条款争端解决的具体措施。这些规则涉

及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很多领域，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完全超越主权界限，并且需

要当事国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如触及核心利益，很可能导致主权与治权之间的冲

突，从而影响 TPP 规则的权威性。 

排他性的规则体系。自谈判伊始，TPP 的排他性一直为外界所诟病。TPP 的

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员的选择性。作为一个区域性经贸协定，TPP

并非向亚太区域所有成员开放，而是通过邀请和“一致同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

的会员俱乐部，割裂了原来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二是规则的歧视性。例如，原产

地规则方面，TPP 对于纺织品及成衣实行“从纱开始”（yarn forward）原则，要

求成衣产品使用的纱线与布料等所有原物料必须产自成员国，且剪裁与缝合等制

作过程皆须于成员国内进行，才能享受关税减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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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利益，但这种狭隘的规则不利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冲击多边经贸进程。TPP 对全球多边经贸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TPP 加剧了全球经贸格局的碎片化。为了应对 TPP 带来的冲击，一些国家

和地区开始谋划新的区域经贸谈判，从而启动竞争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导

致全球经贸格局朝着碎片化的方向加速发展。二是弱化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动力。

TPP 的实施生效，首先将降低其受益成员推进 WTO 框架下多边谈判的动力并使

多边进程阻碍加大，进而损伤其他国家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全球多边进程受

阻，TPP 成员的利益也将受损。 

 

中国应对 

 

尽管 TPP 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潜在威胁难以消除，但鉴于 TPP 存在的

诸多短板以及由此导致协定审批面临的各种考验，TPP 的冲击往往被过度夸大。

无论 TPP 能否顺利实施，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对于中国应对外部经济

风险和冲击，开创对外经贸新局面都不无裨益。 

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实现标准升级和规则对接。客观来看，TPP 协定在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等方面的部分规则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

值得研究、借鉴和学习。在此过程中，通过标准升级和规则对接倒逼国内改革，

加快国内相关政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既直接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也

为适应更高标准的规则奠定基础。 

搞好四大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对外开放新窗口。目前，中国已批准建立上

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发达区域先行先试

TPP 规则、积极应对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挑战以及积累风险防范经验创造

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的窗口。12 月 1 日起，四个自贸试验区将

先行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在适应新规则上迈开了实质性步

伐。 

加速双边和区域经贸谈判，化解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说，TPP 既

有利于美国主导亚太合作进程并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又会因其贸易投资转移

效应导致中国经济利益的损害。为此，中国应加速推进包括 TPP 成员在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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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贸谈判，尤其是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加强

同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更多实质性成果。与 TPP 不同，“一带一

路”建设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广泛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沿线各国之间的

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和多边合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既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合作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一带一路”的

影响力和吸引力。 

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积极参与多边经贸协定谈判。目前，WTO 拥有 160 多

个成员，WTO 框架下的国际贸易协定构成国际贸易领域的唯一体系。尽管 WTO

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但WTO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拥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和作用，

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是任何区域贸易安

排都无法替代的。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既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者，

也是建设者和创造者。维护和完善全球多边体系，推进多边经贸协定谈判将使包

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受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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