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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政策模拟
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经签署，处于成员国的国内审批阶段，虽然面

临美国大选和各种反对声音等众多挑战，但预计正式实施只是时间的问题。TPP 由美

国主导，汇聚了亚太地区 12 个重要的经济体，旨在打造面向 21 世纪的高标准区域一

体化协定、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却未受

邀参与而置身 TPP 之外。不少的分析认为，TPP 是美国重返亚太和抑制中国的战略性

举措，未来与美国和欧盟正在谈判中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联

合，将形成发达国家主导的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无论美国推动形成 TPP 的目的是寻求经济利益还是获取战略地位，对中国来说一

个重要的问题是：TPP 协定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经济影响？ 

论文构建了一个包含 29个国家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包括澳大利亚、巴林、

巴西、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科威特、

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新加披、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越南和其他国家（ROW）。

模型中引入了贸易成本并分解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引入货币供给以内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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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不平衡。通过引入贸易成本可以分析非关税壁垒减让和贸易规则变动的影响，同

时也可以分析关税减让的效应。 

论文使用 2013 年的全球实际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校准，以此建立一个与现实

吻合的全球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并对多种不同情景下的 TPP 经济影响进行了模拟。

一是分析当前达成的 12 国协议的潜在影响；二是分析未来更多成员加入的潜在影响，

包括 15 国 TPP 以及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分别加入的 TPP；三是分析 TPP 形成新的

国际经贸规则的可能影响；四是分析未来 2020 年和 2025 年的 TPP 潜在影响；五是分

析未来 TTIP 如果达成协议，TPP 和 TTIP 的潜在联合影响。 

模拟分析的结果发现，TPP 对中国当前的负面影响主要作用于出口贸易，而进口

和福利会有提高，且对出口的影响幅度较小到近乎可以忽视。当有更多成员加入 TPP

时，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冲击会下降，而福利会进一步增加。如果 TPP 形成了新的国际

经贸规则且对非成员国形成贸易壁垒，则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会加大，但影响程度可以

承受。未来 2020 和 2025 年的 TPP 对中国的出口冲击消失并会促进出口，但会导致福

利的下降。TPP 和 TTIP 对中国的联合影响比 TPP 单独的效应略大。可以判断，TPP 在

短期内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影响不大。长期内 TPP 对中国甚至会

带来正面影响，尤其是在有更多成员加入 TPP 之后。 

TPP 对成员国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积极效应，对进口和出口贸易以及福利都会起

到正面推动作用。正面推动作用随着成员国家的增加而提高，随着新规则的形成而提

高，随着与 TTIP 的联合而提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同时，效应对不同的成员

国家存在不同的影响，一般是经济规模较大国家的影响较小而经济规模较小国家的影

响较大。TPP对非成员国的影响总体是负面效应，且主要作用于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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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模拟的结果对中国的政策选择具有启示。第一，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有限，

并且在长期内还存在积极效应，且随着更多成员加入会形成正面影响。所以，对 TPP

的忧虑和担心需要改变心态，正面积极的看待 TPP 协定的达成，秉持乐见其成和发展

的态度。第二，利用 TPP 可能存在的积极影响，并规避负面冲击，最大化的分享 TPP

的达成可能带来的收益。例如可以加强与 TPP 成员的经贸合作以及商谈双边或区域贸

易协定，通过与 TPP 成员的经贸合作，分享 TPP 自由化带来的利益。第三，积极关注

TPP 的发展，考虑在合适的时点加入 TPP，更多的融入区域和全球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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