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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是中国加入 TPP 的好时机①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TPP 剩

余的 11 个成员一脸茫然、手足无措。对于这些 TPP 成员而言，最要紧的问题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原本 TPP 非成员不应被牵扯去思考这一难题。但由于 TPP 本

是美国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而现在有 TPP 成员提议中国加入，不少国内外

学者也持中国加入 TPP 弥补美国位置的观点，中国就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即

将在智利举行的 TPP 会议也邀请中国参会讨论相关事宜，中国更是逃不掉和 TPP

相关的问题。面对 TPP 这一变局，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快加入 TPP，但笔者

认为，当前并不是中国加入 TPP 的有利时机。 

下面笔者就支持中国应立即加入 TPP 的论据逐一商榷： 

论据一：中国可以通过 TPP 增强和 TPP 成员之间的经贸联系。这一论据固

然有道理，但是 TPP 只有谈判成功并生效后才能达到增强经济联系的目的，而

中国加入后，谈判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四五年、长则达十年。与其花费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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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而且还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还不如花费精力早日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RCEP 短期内达成的希望。TPP11

个成员中只有美洲四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不是 RCEP 成员。其中，

中国和智利、秘鲁已经签署自贸协定，并正商讨或进行升级版谈判，中国和加

拿大正在论证自贸协定谈判。只有墨西哥没有自贸协定按排。但是 RCEP 中不是

TPP 成员的国家有 9 个，中国和这 9 个国家之间可获取的经贸利益远高于和墨西

哥，而且这 9 个国家都是中国周边国家。因此，中国加入 TPP 增强和这些成员

经贸联系的论据站不住脚。 

论据二：只有中国才能唤醒 TPP，加入 TPP 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话语权。

除美国，亚太地区（同时也是世界范围）最大经济体当属中国，外界自然对中

国激活 TPP 抱有希望。但中国加入 TPP 后，谁来主导 TPP 的谈判？在 RCEP 谈判

中，是东盟占据主导权，中国并没有冒头。在 TPP 谈判中，中国也不适合打头

阵。即便中国有意主导 TPP 谈判，日本定然也不会愿意。只有中国能唤醒 TPP，

那中国就一定有义务去做吗？中国当然没有这个义务。如果说，中国可以藉此

机会提升国际形象和话语权，那也不一定通过加入 TPP 来达到此目的。除加入

TPP 外，中国还有别的方案可走。 

论据三：TPP 高标准规则符合中国利益。TPP 绝大部分规则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方向，确实也符合中国利益。但是现阶段而言，中国尚不具备接受这些规则

的能力。中国本来对自贸协定的一个理念是，规则不能一步到位，要循序渐进。

TPP 规则是美国主导制定的，即便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也需要中国在深入研究

各项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版本的高标准规则。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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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加入 TPP，规则是否符合中国利益并不是唯一的判别依据。 

论据四：加入 TPP 可以防备美国重启 TPP。目前来看，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不

太可能重启 TPP，更乐观一点，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TPP 至少会被搁置八年。

这对中国而言确实是难得的机遇。四年或八年后，美国换了新总统，完全有可

能重启 TPP。那中国与其加入 TPP，还不如利用这四年或八年的时间把 RCEP 谈

成，并促使其尽快生效。在此之后，中国若有意加入 TPP 也并不算晚。 

综上，支持中国立即加入 TPP 的论据并不可信。尽管笔者也认可 TPP 变局

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存在未来加入的可能，但当前绝不是中国加入 TPP 的有利

时机，理由如下： 

第一，TPP 成员并未就中国加入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不可贸然提出加入。中

国若提出加入 TPP，必然是已经和每个 TPP 成员在私下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国加

入并存在任何阻碍。结果是，TPP 所有成员正式邀请中国加入，中国明确提出加

入。而目前仅澳大利亚明确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 TPP 的意愿。其他大部分 TPP

成员或许并不反对中国加入，但是中国需要花费精力和这些成员进行沟通，才

能使其同意中国加入。而且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根据笔者的判断，日

本不会同意中国加入，甚至会极力反对。日本加入 TPP 本来就是希望巩固美日

同盟、压缩中国发展空间，如今的局面，日本不会同意中国加入。中国当然也

不宜轻易发出加入 TPP 的声音。 

第二，TPP 文本已经确定，中国加入谈判可以争取利益的空间被压缩。经过

多年和数轮谈判，TPP 成员已经在高标准自贸协定谈判方面积累大量经验和知识。

与此相反，中国尚没有谈判高标准自贸协定的经验。此时中国加入，将会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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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11 个成员的要价和出价，而他们很可能会形成攻守同盟。中国在谈判过程中

能够争取的利益又有多少？很明显，中国很难争取到太多利益。 

第三，中国加入 TPP 会影响 RCEP 谈判进展。当下正是 RCEP 加紧谈判步伐

的好时机，因为 TPP 搁置，既是 TPP 也是 RCEP 成员的几个国家失去了拿 TPP 给

RCEP 施压的砝码，自然会将重心放在 RCEP 谈判上。TPP 搁置有利于 RCEP 加快

进展，至少不会像原来那样造成负面影响。但如果此时中国选择加入 TPP，会动

摇非 TPP 的 RCEP 成员的军心，对 RCEP 形成干扰，从而对 RCEP 谈判造成负面影

响。 

第四，中国并不具备领导 TPP 的能力。在巨型自贸协定谈判中，如果没有

领导者，则进展会非常缓慢。集体行动需要强者担当、大国协调。中国若加入

TPP，会被除日本外的成员寄予领导 TPP 的厚望。但一个不熟悉 TPP 规则、没有

经过 TPP 谈判的国家，而且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也无法和美国媲美，是否具备这

种领导能力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日本尽管不认可中国的领导力，但是日本

也没有能力担当领导的重任。那么，即使中国加入，实际上 TPP 也会陷入群龙

无首的局面。中国与其贸然加入 TPP，不如抓紧时间增强自身各方面能力。 

总之，尽管美国退出 TPP 是中国的机遇，但中国也不可贸然接手这一“烫

手山芋”。但为了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可提

供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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