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TPP真的对中国有害吗？第 151 期

2015 年 10 月 12 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胡玉玮 

                     

编者按：美国亚特兰大时间 10 月 5 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迈克尔 • 弗罗曼

对外宣布，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秘鲁、智利、新

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 12 个国家已成功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知识产权、劳工

待遇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

一时间，关于中国经济可能遭遇封锁，出口可能会遭遇打击的分析，迅速流

传开来。TPP 真有那么厉害么？它达成基本协议，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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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研究员刘英、陈晓晨、胡玉玮，高级研究

员罗思义、赵宏伟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现逐一

编发动态以飨读者。

2015 年国庆长假，一条从大洋彼岸亚特兰大传来的消息打破了国内的平静，

也挑动了不少国人的神经。10 月 4 日，新加坡、智利、文莱、新西兰、美国、越南、

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秘鲁、加拿大、墨西哥 12 国贸易部长宣布完成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 TPP) 的谈判。鉴此，

规模占全球经济 4 成的贸易区正在形成。消息一出，国内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

报道，批评、质疑、担心的观点占主流，但狼真的来了吗？ TPP 真的对中国有害吗？

什么是 TPP

TPP 最早由文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四个亚太地区国家 2005 年提出，

旨在建立一个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区。起初，TPP 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包括

中国的广泛关注，但是 2008 年美国政府的高调加入迅速提高了 TPP 的国际影响

力和扩张速度。从 2009 年起，或在美国的邀请下，或自己主动申请，加拿大、

墨西哥、日本等 7 个国家也陆续加入 TPP 谈判。截止 2015 年 TPP 共有 12 国参加，

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未来将有更多国家加入。TPP12 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

济总量的近 40%，超过欧盟，已成为世界最大、并覆盖 8 亿人的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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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的中国目前没有加入 TPP，那么不加入

TPP 对我国的影响都有哪些，并且程度如何。

作为一个自贸协议，毫无疑问，贸易领域的规定是重中之重，而 TPP 一个最

大亮点就是区域内货物流通的零关税。截止2013年，TPP12国互相的贸易总额为3.2

万亿美元，约占同年全球的贸易总额（36.7 亿美元）的 8.6%。考虑到中国的出口

产品，与一些 TPP 成员国出口产品相似，不少专家担心中国的出口形势将会急剧

恶化，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势。但情况真的会是这样吗？

第一，我国已经或将与 TPP 国家签订的双边自贸协议，会很大程度上对冲

TPP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 19 个，涉及 32 个国家和地区，

而其中包括除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之外的其它 8 个 TPP 成员国。如 2013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共 1281 亿美元，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国。2015 年 6

月签署的中澳贸易协定规定，两国向对方出口 85.4% 的产品在协议生效时立即实

行零关税。反观 TPP 协定，美国将在长达 25 年内取消对进口日本汽车征收的 2.5%

的关税。另外，即使作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双边的优惠贸易协定

也在紧张的谈判中，如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第二，中国目前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阶段，也是唯一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

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出口目前绝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与 TPP 一些国家（如

越南）形成竞争的加工行业，如服装、纺织，而已经在装备制造、高速铁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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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计算机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作为全球 FDI 的最

大接受国，我国不仅拥有较低的劳动成本，更得益于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良

好的基础建设设施，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工程师等。这些优势是中国过去 30

多年改革发展、积累起来的国际竞争力，也是 TPP 中的低收入国家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超越的。

第三，学术研究显示 TPP 对我国的影响没有担心的那么大。例如 2013 年发

表在《国际贸易问题》的《TP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一

文指出，在不加入 TPP 和 12 国的情景下，我国出口将下降 0.32%，进口下降 0.53%，

实际 GDP 会减少 0.14%。另外，10 月 9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篇央行首席

经济学家马俊的文章，指出如果韩国、印尼、泰国也加入 TPP，对我国的年均机

会成本约为 0.5%GDP，按照 4 年政策过渡期计算，总机会成本为 2.2%GDP。但是

如考虑到此篇文章所做的假设还有调整空间，机会成本应该会更低。研究显示，

TPP 对我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确实有负面影响，但程度可控并有限。

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TPP 要来了。尽管种种推测认为，由共和党把控的美国

国会明年可能会否决 TPP 协议，但我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采取措施积极应

对可能带来的种种影响。

　　第一，TPP 谈判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保密性，即使美国国会议员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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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TPP 协议的具体内容。之前所议论的版本，或者是相关国家出于谈判考虑有

意无意的泄漏，或者是官方发表的协议内容概要，完整的版本从来没有公布过。

所以如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近日所言，“对于 TPP 的影响 , 中方将根据有关方面正

式公布的协定案文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

TPP 的内容，以及可能对于我国的影响，而不是过多依靠猜测、假设、主观判断

而得出结论。

第二，即使细节尚未公布，一些原则性的方向还是较为确定的，如自贸区内

关税的大幅下调。借此，我国应该继续加快或升级与相关国家的双边自贸区谈判，

与相关组织的多边、地区自贸区谈判。如 2002 年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已经完成

了 7 轮谈判，中美 BIT 谈判也已进行了 19 轮。如果中国与美、日签署自贸协议，

TPP 对于我国的负面影响将会降到最低。

第三，奥巴马在评论 TPP 协议签署时，特别指出“不能让中国制定国际经济

规则”，这也凸显出中美双方在当今国际治理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解决

自身问题的紧迫性。中国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不可能与国际

社会割裂，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强修

炼内功，坚定不移地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但不限于 TPP 协议关注的领域，如国

有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进而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积极参与国际经

济规则的制定。

第四，积极依托对我国较为有利的国际组织、国际平台，最大限度地规避

TPP 限制。例如，尽管“多哈回合”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目前也由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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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中国家就若干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停滞不前，但 WTO 主导下的“多哈协定”

仍是全球唯一的多边贸易协定，我国应该大力提倡全球贸易精神，致力于早日促

成“多哈协定”的签署。另外，2016 年中国将作为 G20 峰会主办国再次成为世

界关注的重点，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此次峰会，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的建设进程，

努力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国际地位以及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