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能否帮助国家突围 TPP?1

5 月底，日本主办的 G7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同意就 TPP 的早期工作进行双边合作。此后 G7 峰会公报也正式表态，“签

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关键的一步，我们鼓励每个 TPP 成员完

成国内的程序”。

2015 年 9 月 5 日，TPP 达成协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协

议，覆盖了 40％的全球经济总量。耐人寻味的是，就在 9 月 5 日的部长级会

议达成 TPP 协议之后，奥巴马马上就发表了声明：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

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在坚持保护劳工与环境的高原则

下，为美国商品开发新市场。

而且，TPP 还直接或间接的包含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规则设定。比

如 TPP 当中就包括了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等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

上，TPP 也是一个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协定。

突围 TPP 的多种尝试

眼看 TPP 的推进似火如荼，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却被置身事外。中国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应

对措施，其一，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在投资协定领域取

得老大的认可。其二，积极与 TPP 成员国签订双边自贸区协定，局部缓解 TPP

1 本文已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发表于《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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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可能带来的冲击。其三，在 10+6 范围内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的谈判，形成与 TPP 相制衡的区域贸易协定。其四，在境内的上海、

天津等地进行自贸区试点，对中国适应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进行局部点

的压力测试。

不过，中国似乎还有些牌可以出。比如“一国两制”这张牌，这是中国

特色，“两制”好比围棋当中的两个活眼，可以把一盘棋做活。最近，学术

民工君总是和金融民工纠缠在一起，下面，民工君就从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

——如何突围 TPP 的角度来做个初步的观察：

TPP 在金融领域的内外有别

TPP 的金融服务章节、投资章节，为区内各缔约方提供了重要的跨境及

投资市场准入机会。从事前的角度来看，相关领域对非成员国并不开放，或

者限制较多；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争端的解决机制对区域内外经济体在公正

性方面也会有倾向性。

香港是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第一站

香港已经成为中资银行酝酿境外布点的重要基地。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

的统计，2014 年中资银行在香港的资产规模达到 57680 亿港元，占香港银行

体系总资产的 31.3%，四大商业银行和主要股份制银行在香港多数已经设有

分支机构，中银香港还是香港货币监管当局认定的三大发钞行之一。

除了机构布点之外，经过过去若干年的发展，多数香港中资银行在业务

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与其他地区分支机构的“接待中心”角色相比，香港的

中资银行已经成为真正的盈利增长点，具备了辐射周边的条件。以中国银行

为例，在全球海外业务发展中，中行特别提出把香港建成海外业务的桥头堡，

并正在着手将东盟部分业务并入中银香港。根据民工君的调研，在境内利润

增长承压的背景下，不仅是中国银行，目前国内大型商业银行都不断增强在

港机构的人员力量和资源整合，越来越多中资银行把海外业务视为利润“造

血点”，香港则成为拼抢海外业务的关键点。

香港具有参与 TPP 谈判的法律条件

在回归之前，香港就曾以单独关税区成为 WTO 创始成员。在回归之后，

《基本法》继续保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的表述，并且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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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

排”。

另一方面，根据 GATT1947 有关规定（GATT1947 第 26 条、第 31 条和第

33 条），“单独关税区”是指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和本协定规定的其他

事项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的某国部分领土，“一方面，‘单独关税区’

既是归属于某一主权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却又在处理本地区的

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另一方面，该地区虽在处理本地外贸关系等方

面享有自主权，却又在国际法公认的身份和地位上，仍然只是归属于该主权

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

因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身份可以为其参与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提

供便利。

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有条件参与 TPP 谈判

从技术层面看，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完全符合 TPP 等新

经贸规则。香港实施自由港制度，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保障资金的自由流

动；不设贸易壁垒，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不征收关税，也无任何关税限额或附

加税；除电讯、金融、公用设施、公共运输及部分媒体等行业外, 香港对大

部分投资项目不设任何管制，对外来投资不设任何限制。

香港也是全球著名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具有国际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在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城市声誉都方面都具有很强的

国际优势。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例，香港除了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国

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及世界级的金融人才外，同时还享有信息自由、法治

社会，不同的信息平台及媒体迅速传达准确的信息，让投资者能掌握最快、

最新的财金信息，从而进行各类型的投资决策。

香港率先加入 TPP 符合渐进改革思路

我国一直对 TISA、TPP 以及 TTIP 谈判可能带来的影响予以高度关注，

近年来，我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也越来越向国际标准和美国实践靠拢，但

中美双方在一些义务上仍然持有不同的观点。以 TPP 为例，由于其是区域性

的自由化协定，涉及知识产权、劳工、环保、国有企业等多方面，重点在于

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市场规则的制定，美国希望 TPP 协定的所有成员国都向美

国标准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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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入的门槛上来讲，TPP 目前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这也是几年前

国内对 TPP 态度有较大分歧的主要焦点。但是，从这些全球经贸新规则的重

要性看，我国必须有所介入，而香港恰好可以成为大陆通往 TPP 的桥梁，让

香港先行一步加入 TPP，充当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安全通道”。

一些担忧

当然，任何做法都会有利有弊。借助香港作为通道，帮助中资银行和其

他中资机构突围 TPP，确实有可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新的问题也可能接踵

而至，比如，中资机构在港布局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多种形式的资本运作，

以香港为起点的进一步海外布局，其资本运作链条更长、更为复杂。这时候，

相关部门对中资机构的监管效力可能会出现下降。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监

管，以及对一些市场机构通过香港进行洗钱的监管，其难度可能会显著上升。

此外，如果香港加入 TPP，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体制不兼容问题，也可

能会更加凸显，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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