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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5 年的谈判，在美国亚特拉大当地时间 10 月 5 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终于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 10 个泛太平洋国家就 TPP 达成一致。12 个参

与国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 40%，创下人类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

定。 

重要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经济领域有了坚实支撑。美国加入并且主导 TPP 谈判与美国推动重返

亚太战略几乎同时发生，TPF 构成美国重返亚大的经济支柱。美国可以通过 TPP 更为实质性地

推进其与盟友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吸引力和影响力。 

地区经济合作出现新动向。TPP 是亚太地区国家推动本地区经济合作深入发展的尝试之一

。与 TPF 同时并行的，还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贸协定等。从某种意义

上说，由于 TPP 协议的达成，RCEP 的谈判将更加困难。理由是非 TPP 成员国可能会有紧迫感

，有意愿加速谈判进程，但区域内 TPP 成员对于这成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兴趣将会减弱，

这些国家可能会在 TPF 与新的区域贸易协定上左右逢源、强化讨价还价。 

开创并主导 21 世纪贸易协议新标准。TPP 将打破传统 FIA 模式，使得无例外的综合性自

由贸易协议成为未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典范和标杆，会推动其他一些非 TPP 国家在自贸协

定谈判中主动或者被动地采纳这些标准。以 TPP 规则为样本的谈判将成为自贸协定贸易谈判的

主要潮流，并对国际贸易规则起到深刻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较大冲击 

从理论上讲，TPP 协议对其成员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

对内肯定更加自由，对外可能更加封闭。 

——“贸易创造”是指由于市场容量扩大，贸易和投资壁垒较少，交易成本降低，自由贸

易协定会扩大成员间的贸易，相互投资更为便利； 

——“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各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

协定会抑制从区外进口，而增加区内的贸易量。 

从 TPP 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主要功能是降低乃至取消关税，其次是减少和取消非关税壁垒

、开放市场和投资，目的是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对于企业来讲，自由贸易协议会

为协议成员方带来更多的贸易投资机会，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扩大企业利润

。 

也就是说，TPP 协议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会增加，而协议成员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

资会减少。如此，那么中国的全球贸易数额会有所减少。因为目前中国商品的制造成本加上商

务成本等，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已经有所削弱，与协议成员方的零关税相比，中国产品进入

多了关税成本，已经很难和 TPP 体系内的商品竞争了，也就是美国等进口大国可能会减少从中

国进口商品。这样，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大打折扣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外汇占款大幅度减

少，外汇储备也将大大减少，甚至可能经常性出拜逆差。此外，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还会

出现外资企业将从中国撤退，转而投向 TPP 的其他成员方。 

——TPP 协议各方是浙江重要的贸易伙伴。2014 年，12 个成员方占浙江外贸近 30％的出

口份额，浙江前 20 个主要出口伙伴中，TPP 协议成员有 6 个，分别是美国、日本，位列浙江



出口第一、第二位市场，澳大利亚列第 14 位，墨西哥第 16 位，加拿大第 18 位，越南第 20

位；进口方面，12 个成员方 2014 年占浙江近 40％的进口份额。 

——TPP 协议各方是浙江重要的投资伙伴。12 个成员方占浙江外来投资的约 10%，表面看

不多，但是浙江最大的外资来源是香港，占 71.5%，加上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以及其他（投

资陛公司投资等），约占 80%，这些自由港的投资并非都是当地资本，基本上是来自于世界各

国的转投资，其中相当部分来源于协议成员方，估计 12 个成员方合计在浙江真实投资应当在

30%左右。在对外投资方面，浙江境外投资累计前 10 位国家中，12 个成员方占了一半，其中

美国位居第二位，估计 12 个成员方占浙江境夕卜投资份额也在 30％左右。 

在上述几项当中，出口和招商引资受影响较大，进口受影响较小，可能会略有下降，境外

投资反而可能会增加。 

以占比计算，如果 TPP 协议成员方因此发生贸易投资转移，以比较保守的转移比例 10%计

算，则浙江外贸出口至少将减少 3%、外来投资至少减少 3%； 

以比较悲观的转移比例 20％计算，则浙江外贸出口将减少 6%、外来投资减少 6%。 

比较例外的是境外投资。由于 TPP 成员方具有更大的贸易投资便利性，且 TPP 规定，商品

生产的全部工序均在成员方国家完成才能享受零关税待遇，因而很多跨国公司将产能转移和浙

江民营企业为了获取市场而进行产能转移将形成趋势，浙江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不会减少，

反而会有所增加。 

上述分析是基于目前的 TPP12 个成员方，同时还应当看到，目前韩国、台湾、东盟其他六

国等都在积极申请加入，韩国已经加入谈判，未来 TPP 的扩大是可以预期的。而这些国家都是

浙江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因而 TPP 对于浙江开放型经济的冲击还将扩大。 

那么能否趋利避害呢？从理论上和 TPP 的规则上说，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 TPP，美国和日

本等国家的官方表态都是观里中国加入，中国政府也表示对 TPP 持开放态度，表面上看似乎没

有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条件几乎不可能达到加入条件。用 TPP 一位官员的话说， ANYONE BUT 

CHINA,就是“谁都可以唯独中国不行”。原因在于，TPP 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所倡议的规则具有

高标准属性。WP 不仅包括传统的关税减免，而且纳入了诸多规则要求，集中体现在成员国的

市场准入限制门槛更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更大、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更严、贸易争端的法

律约束力更强以及竞争中立要求更高等方面。中国不可能为加入 TPP 做出根本性让步，从本届

政府的政策来看，中国政府也没有相关的意愿，而 WP 也不可能为中国加入而对协议作出重大

修改。 

当然，也应当看到，协议的达成离产生重大影响还有一段时间。一是协议需要得到各国立

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这至少需要数月时间；二是各国在协议中有实施的时间表，某些条款设

有过渡期。这些过渡期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这个时间窗口时不我待，要善加利用，采取各

种应对举措，来趋利避害，减少冲击，应对挑战。 

应对建议 

中国应该考虑像当年争取入世一样以开放倒逼改革。虽然 TPP 要价很高，但也不是高不可

攀，关键是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态度。应当慎重研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启动加入 TPP 谈判进

程。 

加快其他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谈判进程，对冲 TPP 影响。继续加快中国东盟、中国与韩

国、中国与澳大利亚等自贸协定升级版本的谈判，力口决中日韩加东盟自贸区的谈判，力口决

推动 RECF 谈判进程。 

加决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与世界发展合作

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关键在于落实。浙江是国家规划的 14 个省市之一，应当抓住机遇，积极推进。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2014 年浙江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愿望

强烈，能力大大提升，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开展对外投

资和跨国经营，深度开发国际市场，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应对 TPP 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