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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考虑有条件重返 TPP 的动因及影响①
  

 

摘要：特朗普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时提出有条件重返 TPP 谈判，

反映出美国谋求改变国家形象、缓和与同盟国的关系、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贸

易环境、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铺垫、为中期选举争取更大支持，加强

对中国等国家的防范的动向。虽然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更倾向于采取双边 FTA

谈判的方式推进其新贸易理念，认为规模较大协定的集体谈判束缚了美国的手

脚，但考虑到上面几方面的动因，不排除美国在未来 1-2 年内重返 TPP 的可能。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时再次宣扬美

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主张，指出美国希望通过互惠互利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来推

进其贸易政策，谈判伙伴国可以是任意国家，包括对美国有重要意义的原有 TPP

成员国，并提出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美国可以考虑重返 TPP。他认为原有的 TPP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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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好的协定，只有对 TPP 进行有利于美国的“实质性改善”后，美国才会

考虑重新进行 TPP 的谈判。尽管目前特朗普对重谈 TPP 仍然持谨慎态度，但这

一表态是自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美国退出 TPP 协定后，首次提出美国有重新

谈判 TPP的可能。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主旨是美国优先，主要目标是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重

振制造业，巩固就业成果。特朗普采取破立结合方式推进其贸易政策目标，对

内通过国内改革，制造宽松的经营环境来释放企业活力，吸引企业在美国投资，

对外力求重新塑造贸易体系，实现对等贸易。上任第一年的贸易政策更多体现

在打破现有“不利于”美国的贸易制度，显示出明显的保守主义态势，包括退

出 TPP 协定，对 NAFTA 等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实施美国贸易法来加强外资进入

国家审查，启动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情况的 301调查，发起 79项新反倾销和反

补贴调查等。特朗普关于贸易政策的一系列举措逐步强化了其反全球化的特色，

强硬的做派虽然为美国争取了一定的利益，但在国际社会反响不佳，美国面临

舆论压力增大，国际回旋的空间缩小，美国被孤立的趋势增加。 

 

特朗普提出考虑有条件重返 TPP，基于如下考虑。  

 

一、改变美国国家形象 

美国在抨击现有贸易制度的同时，逐步推进基于美国利益的新贸易体系，

改变初期的保守主义倾向。特朗普在达沃斯的演讲中对美国的全球化态度做出

了一些新表述，他提出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孤立，可以有条件重返 TPP。特朗普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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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到开放的世界对巩固其任职第一年取得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成果，促

进美国自身长期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世界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稳

步发展，对美国的追赶速度惊人，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持续变化，美国的综合实

力进入顶峰平台期。外国投资拉动和开辟国际市场对推进美国持续发展具有不

可或缺的作用。特朗普达沃斯演讲中重点强调了美国正在构筑宽松的税收政策、

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制度等，来吸纳外资。美国需要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世界来实现其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二、缓和同原 TPP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特朗普有条件重返 TPP 的表态有助于缓和同原 TPP 成员国的关系。达沃斯

会议前夕，除美国外原 TPP 的 11 个成员国完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的协议谈判，计划于 2018 年 3 月 8 日在智利签署贸易协议。日本在

推进 CPTPP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借助 CPTPP，安倍晋三政府力求继续维护

日本在亚太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促进其国内改革和开放。加拿大对于继续进行

TPP谈判由最初的犹豫转向支持。在 2018年 1月 23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的发言中，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高度赞扬 CPTPP 协定对加拿大的重要意

义，称协定达成之日为“贸易进步的伟大之日”。CPTPP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措施， 

删去了原 TPP 中美国比较强烈的诉求内容，如更高水平的保护知识产权等，考

虑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关注点，如加拿大提出的本国文化产业争取豁免权等。

CPTPP将带来更加显著的利益，CPTPP的十一国人口总数约为 5亿人，经济总量

超过 10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15%左右，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政策，有助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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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成员国的增长繁荣，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CPTPP采用了更加开放的政策, 

可以继续吸纳新成员，除了美国可能有条件重返，英国已经表达了加入 CPTPP

的意向。虽然特朗普仍然强调双边贸易协定的意义，但对于如此庞大的亚太市

场，其经济收益和战略意义仍然对美国有很大的新引力。 

 

三、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外部环境 

特朗普在 2017年 11月参加 APEC会议的演讲中数次提到“印太”概念，“印

太”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理空间概念。“印太战略”是将太平洋和印度洋

纳入一个战略弧的地缘战略，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仍在形成过程中，目前美

国国内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力量是共和党建制派与美国的军方。虽然特朗普上

任初始阶段更多强调商业利益，以美国优先的国内政策为主，但随着特朗普政

策的逐步展开，美国有可能逐步加强地缘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结合的方式来扩

展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逐步形成和推进将强化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制衡中国的崛起，重启 TPP 将是实施“印太战略”的

重要战略平台。政治经济通盘考虑也是特朗普施政中的一个特点，从朝核问题

与中美贸易捆绑处理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未来为了推进印太战略而有可能考

虑借助 TPP的平台。 

 

四、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铺垫 

特朗普时期，TPP作为推广美国国际贸易体系的基本理念平台作用将被延续。

特朗普重视借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推行基于美国利益的所谓“自由贸易”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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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贸易”理念，由此来重新打造以“对等贸易”为核心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美

国更加强调完全对等，原来基于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而存在的互惠贸易和让步明

显减少，对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国家不完善的市场行为采取了更加严格的

政策，对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方面继续保持高标准的规则。TPP也将成为推进美

国优先政策和价值理念的平台。重返 TPP 有助于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

好铺垫，促进国际贸易体系按美国主导的变革方式加速推进。 

 

五、为美国中期选举争取更大的支持 

2018 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年，特朗普需要巩固自己在第一年取得的成

果，争取更广泛的支持。TPP本质上并不违背美国两党的利益，重返达到美国要

求的“实质性改善”的 TPP 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商业利益，有助于美国进一步

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在亚太价值链和产业发展中的收益，巩固与亚太经济体的

经济联系，构建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推进美国的贸易政策理念。 

六、加强对中国等国家的防范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尽管一年间中国与美方历经数次磋商，

中国做出切实的努力来力求拨云见日，但这些举措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对于中美

经贸关系的认知，时至今日，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信号已更加清晰，中美贸易之

间正在经历从贸易摩擦进入贸易冲突的关键阶段。重返 TPP 将帮助美国遏制中

国，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将逐步向综合性摩擦

转变，摩擦范围将从双边扩展到亚太区域和多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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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特朗普提出有条件重返 TPP 谈判反映出美国谋求改变国家

形象、缓和与同盟国的关系、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环境、为改造区域和多

边贸易体系做铺垫、为中期选举争取更大支持以及加强对中国等国家防范的动

向。 

总体来看，美国并不是反对全球化，而是以退为进，谋求更有利于本国的

外部经济环境，打压中国、俄罗斯等国。美国释放的有条件重返 TPP 的信号将

促进日本等国家加速推进 CPTPP 的实施，为美国回归 TPP 提供便利条件，亚太

区域中不同合作机制此消彼长将出现新态势。美国重返 TPP 不会一帆风顺，有

可能持续 2-3 年时间，虽然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更倾向于采取双边 FTA 谈判的

方式推进其新贸易理念，认为规模较大协定的集体谈判束缚了美国的手脚，但

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动因，不排除美国在未来 1-2 年内重返 TPP 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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