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经济一体化·

ＴＰＰ与中美日经济一体化战略

何　力＊

摘　要：ＴＰＰ （泛太平洋战略性经济合作协定）正进 入 谈 判 最 后 阶 段，旨 在 建 立 不 设 例 外 的 完 全 零 关 税 亚

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体制，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最新动向。美国在ＴＰＰ中具有主导地位，而其他谈判方则想

通过ＴＰＰ的建立而获 得 打 开 美 国 市 场 大 门 的 钥 匙。对 于 日 本 而 言，ＴＰＰ 则 是 其 重 大 的 战 略 选 择，表 现 出 其

“脱亚入美”的战略取向，其目的在于将ＴＰＰ变为实质上 的 日 本 自 由 贸 易 协 定。中 国 有 必 要 在 战 略 高 度 审 视 其

经济一体化对策，积极应对ＴＰＰ带来的新挑战。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 权 衡 利 弊，中 国 应 该 积 极 参 与 到ＴＰＰ谈

判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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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ＴＰＰ的由来和背景

ＴＰＰ，全称 “泛太平洋战 略 性 经 济 合 作 协 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① 是目 前 若 干 ＡＰＥＣ成 员 国 正 在 进 行

的广域经 济 一 体 化 谈 判。已 经 缔 结 协 定 的 有 新 加

坡、智利、新西兰、文莱四国。正式参加谈判的有

美国、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五国。谈

判以 已 经 生 效 的 新 加 坡 等 四 国 协 议 为 基 础，从

２０１０年３月 在 澳 大 利 亚 开 始，参 加 国 有 美 国、澳

大利亚、秘鲁、越南。同年６月在美国进行了第二

轮谈判，１０月 在 文 莱 进 行 了 第 三 轮 谈 判，马 来 西

亚加入谈判，谈判方成为九国。同年１１月，参 加

谈判的九 国 首 脑 在 横 滨 ＡＰＥＣ举 行 峰 会，确 定 在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夏威夷 ＡＰＥＣ之前谈判结束。这 样，

２０１１年 谈 判 进 度 加 快，分 别 于２月、３月、６月、

９月、１０月在智利、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进

行了五轮谈判。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到１３日，夏威

夷ＡＰＥＣ首脑 会 议 上，九 国 首 脑 确 认 了 基 本 框 架

达成一致的成果，但是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以及

国有企业待遇等领域方面各国立场还有分歧，期待

在２０１２年早日达成一致，完成谈判。日本 也 于 这

次峰会上正式表明参加谈判。

ＴＰＰ的 前 身 是 新 加 坡、文 莱、新 西 兰、智 利

四国于２００６年成立的一个四国经济合作协定。它

是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框架下产生的一个经济

合作协 定。２００２年，新 加 坡、新 西 兰 和 智 利 三 国

决定开始在三国范围内启动经济合作协定谈判。随

后文莱的加入成为四方。它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先行

一步来促 进 ＡＰＥＣ整 体 的 贸 易 自 由 化，而 在 没 有

其他成员跟 进 的 情 况 下，２００６年５月 四 国 签 署 了

经济合作协定。②

这四个国家虽规模不大，但规定了全面废除缔

约国之间 货 物 贸 易 关 税 的 具 体 日 程：新 加 坡 即 日

起，新西兰和文莱２０１５年起，智利２０１７年起废除

关税。值得注意的是该四国协定的空间范围，缔约

国只有四 个，但 却 分 别 分 布 在 东 西 半 球 和 南 北 半

球。地处亚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三大洲，有的相距

近两万公里之遥，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量以及经

济依存度也不大。因此，这已经脱离了当今典型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而是在空间上超越区域性

的广域经济一体化。
该协定具有一般流行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

即货物贸易自由化加上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人员流

动、投资开放等。也有若干关于环境、劳 工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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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内容。但是该协定最引人注目，
使其从当今世界无数区域性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

脱颖而出的内容是：在货物贸易方面，实行无条件

无例外的零关税措施。而一般自由贸易协定则属分

阶段撤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容忍各缔约国就

本国一些关键产业部门或产品，很多情况下是农业

部门和农产品排除在自由贸易之外。因此，该四国

协定实行的是真正的货物贸易无例外自由化。① 现

实中大约只有欧盟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化水平。

２００８年，美国 决 定 以 新 加 坡 等 四 国 协 定 作 为

基础和蓝本，将其提升为泛太平洋战略性经济合作

协定 （ＴＰＰ），并 开 始 和 四 国 进 行 正 式 的 双 边 谈

判。② 奥巴马政 府 于２００９年 ＡＰＥＣ峰 会 之 际 正 式

宣布参加ＴＰＰ谈判，使得ＴＰＰ谈判具有了全球性

意义。除了上述正式参加谈判的九国外，表明参加

谈判意向的有日本、哥伦比亚、加拿大、菲 律 宾、
墨西哥等国。加拿大在奶制品上的犹豫使其宣布暂

时不参加实质性谈判，保留观察员资格参与泛太平

洋经济协定谈判。哥伦比亚 （非ＡＰＥＣ成员）、菲

律宾也有强烈的参加意愿。菲律宾还企图直接寻求

美国的支 持。③ 特 别 是 日 本 作 为 全 球 性 经 济 大 国，
表明参加谈判大大提升了ＴＰＰ谈判的地位。对此，
中国、韩国等国也对ＴＰ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二、ＴＰＰ的内容、特征和性质

ＴＰＰ的内容 主 要 体 现 在 原 先 的 四 国 协 定 文 本

中。它由２０章 构 成：前 言；第 一 章，设 立 条 款；
第二章，定义；第三章，货物贸易；第四章，原产

地规则；第五章，海关手续；第六章，贸易救济措

施；第七章，卫生和植物检疫；第八章，贸易的技

术壁垒；第九章，竞争政策；第 十 章，知 识 产 权；
第十一章，政府采购；第十二章，服务贸易；第十

三章，短期入境；第十四章，透 明 度；第 十 五 章，
争端解决；第十六章，战略性合作；第十七章，行

政及制度条款；第十八章，一般条款；第 十 九 章，
一般例外；第二十章，最终规定。④

现在进行的ＴＰＰ谈判就 是 在 该 四 国 协 定 文 本

的基础上，由参加谈判的九个国家就其内容分别列

为各个议题，每个议题设有一个或更多的工作组进

行实务性谈判。一共有２４个工作组，就２１个议题

进行谈判。这２１个议题分别是：货物贸易市场准

入，包括农产品工作组、纺织品与服装工作组、制

造业工作组；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动植物检

疫 （ＳＰＳ）；贸易 的 技 术 壁 垒 （ＴＢＴ）；贸 易 救 济；
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服务贸易的跨境

交付；服 务 贸 易 的 商 业 存 在；服 务 贸 易 的 金 融 服

务；服务贸 易 的 电 信 服 务；电 子 商 务；投 资；环

境；劳动；贸易制度；争端解决 机 制；合 作 机 制；
跨部门事项。谈判的进程比较艰苦，谈判结果必须

要经过参加谈判的九个国家批准才能得到认可生效。
此外还有 《环境合作协定》、《关于劳工领域合

作的备忘录》等文件。
尽管ＴＰＰ与四国协定相比可能有一定的改变，

但是四国协定的特征得到保留。
特征一是无例外的工业品贸易零关税措施。这

也是ＴＰＰ最大的亮点。一般的自由 贸 易 协 定 虽 然

也有很多实行零关税措施，但是在是否存在例外问

题上留有余地，采取了肯定清单或否定清单，对于

一定的 货 物 作 出 保 留，并 不 彻 底 实 行 零 关 税。在

ＴＰＰ的货物 贸 易 谈 判 方 面，包 括 纺 织 品 与 服 装 在

内的工业品都要做到无例外的零关税措施。一般而

言，工业品除了少数例外以外，自由贸易协定规定

其自由化或无关税方面阻力不大。纺织品与服装产

品方面 虽 然 保 护 主 义 十 分 严 重，但 是 通 过 ＷＴＯ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１０年过渡，市场准入和关

税税率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再在此基础之上

实现零关税等完全的市场开放虽然也有一定难度，
但是也不是不可及的目标。当然，如果２０１２年 谈

判成功，无例外零关税措施也不是立即实施。在协

定草案的第一附件中将要规定分期分阶段撤销关税

的货物清单。因此事实上设置了过渡期。在过渡期

内，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各缔约国提出的特定商品的

自由化例外。可以预料，这个清单中将会较多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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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纺织品和服装产品。
特征二是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并实行零关

税。这是谈判中最大的难关之一。目前 ＷＴＯ多哈

回合谈判未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产品有限自

由化不能 取 得 突 破，更 何 况 农 产 品 的 完 全 自 由 化

了。而ＴＰＰ恰恰就在于力图对此实现实质性突破。
日本表明参加谈判后引起了国内很大的争论，其主

要原因就在于此，即国内存在强大的农业保护主义

势力。① 而主张农产品全面自由化的加拿大未全面

参与谈判则正好相反，则是对于泛太平洋经济协定

谈判能否实 现 这 一 突 破 抱 有 担 心。ＴＰＰ谈 判 一 旦

成功，在规定的过渡期内的例外清单中也会包含若

干国家的农产品。
特征三是覆盖面远远广于一般自由贸易协定。

一般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贸易，也有的涉及到投

资自由化的规定。美国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一般还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而ＴＰＰ除了这些以外，
还涵盖了更为广泛的领域，远远超过了 ＷＴＯ多哈

回合谈判的议题所涉及的领域。特别是电子商务、
环境和劳工。

特征四是双重争端解决机制，即一般的争端解

决机制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并行。除了一般争端

解决机制处理解决与ＴＰＰ协定的解释和执 行 相 关

的争端之外，在投资争端方面，为了促进和保障投

资自由化，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

ＴＰＰ直接采 取 委 托 国 际 机 构 仲 裁，即 国 际 投 资 争

端解决中心 （ＩＣＳＩＤ）解决。这实际上弱化了东道

国对外来投资及其投资者的控制权，更加有利于海

外投资 者。由 于ＩＣＳＩＤ是 世 界 银 行 集 团 的 机 构，
受到美国影响，其裁决有利于美国及其公司在所难

免，这也成为ＴＰＰ谈判的一大难点。
特征五是其广域性。一般的经济一体化都是在

相邻的特定区域内实施，所以也叫做区域经济一体

化。但是ＴＰＰ从其四国协 定 开 始 到 九 国 谈 判，都

是一个跨越东西半球和南北半球的跨区域的广域经

济一体化活动。虽然大体上也是在亚太地区范围之

内，但是存在 着 非 ＡＰＥＣ国 家，超 出 了 ＡＰＥＣ的

范围，并且参加谈判的国家也各自分属不同的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ＴＰＰ是一个 串 联 亚 太 地 区

若干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跨区域的广域经济一体

化协定和组织。

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看ＴＰＰ的 性 质 有 两 个 方

面。第一，从 深 度 上 看，ＴＰＰ还 是 处 于 自 由 贸 易

区阶段，尚未进入到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即关

税同盟阶段。尽管它实行全面的零关税措施，但是

各参与国的海关和关境仍然存在。各参与国仍然实

行自己的 海 关 税 则 和 海 关 法 规。因 此，ＴＰＰ并 非

是像欧盟那样的高层次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二，从

广度看，ＴＰＰ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经济一体化组织。
特别是它在电子商务、环境、劳工领域的突破，将

会给当今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全新的模式。
三、ＴＰＰ的美国因素

ＴＰＰ的原 型 本 来 只 是 四 个 小 国 的 经 济 统 合，
而且这四个 国 家 之 间 的 相 互 贸 易 数 额 也 是 非 常 小

的。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参与其中，这只

是小国的游戏，在世界上并不起眼。但是一旦美国

加入谈判，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

美国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
再加上美 国 在 国 际 政 治、军 事 等 方 面 的 巨 大 影 响

力，一旦包括美国在内 的ＴＰＰ得 以 建 立，美 国 就

会在ＴＰＰ中处于主导地位，ＴＰＰ将会有强烈的美

国色彩，并对很多国家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我们可

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美国有巨大的进口需求。美国人口虽然

只有３亿多，但是美国人一般习惯于借贷消费，储

蓄很少，或者根本不储蓄。美国人的巨大消费欲求

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相 当 长 一 段 时 间，美 国 作 为 世 界 制 造 业 中

心，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美国人的消

费需求。但是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美国的制

造业开始 向 海 外 转 移，随 之 而 来 的 是 进 口 大 量 增

加，以满足美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就为很多

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创造了空前的机遇。
第二，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贸易 赤 字 国。

大量进口和出口乏力使得美国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

差。美国的贸易赤字在２００８年达到创纪录的８０００
亿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的２０１０年，美 国 消 费

减退，再加上美国政府促进出口政策等因素大大减

少的贸易逆差，但其贸易赤字仍然超过５０００亿美

元。作为贸易逆差国，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不仅没

有被削弱，反而还得到加强。这是因为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 来，在 新 自 由 主 义 经 济 的 影 响 下，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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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资源类产品和一定程度受国家外贸管制的高科

技产品之外，国际贸易基本上处于买方市场状态，
出口方有求于进口方。美国作为能够大量进口、承

受贸易赤字的国家，反而在国际贸易和谈判中处于

更有利的地位。其市场对世界其他很多国家产生着

很强的吸引力。
第三，美国有能力承受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

拥有美元这一国际基轴货币。美元在国际贸易中是

最常用的结算货币。美国拥有美元的发行权。这一

地位决定了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更能够承受巨大的国

际贸易逆差。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基轴货币的地位不

变，美国在理论上不会发生国际支付的困难，也没

有必要大量储备其他国际货币。美国还是国际金融

和证券投资中心。美国利用这一地位能够从全世界

吸纳大量的金融资产，回笼美元。美国还通过发行

美国政府国债的方式回笼美元。这就大大缓解了美

国贸易逆差带来的国际收支赤字的压力。这样，很

多国家就 可 以 安 心 向 美 国 大 量 出 口，获 取 大 量 美

元，又以某种方式投资美国金融市场或者购买美国

国债，将美元回笼到美国。尽管自由贸易下美国的

国际贸易赤字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美国的美元回笼

机制，使得美国在自由贸易体制下仍然能够获得最

大的好处，享受最大的繁荣。虽然美国国内也有形

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存在，但是从整体上看，美

国仍然是当今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最积极的维护者。
第四，美国经常利用它的这种市场优势，大打

美国市场牌，吸引很多国家和经济体试图和美国订

立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作为建立 ＷＴＯ的主要推动

者，当年是想通过 ＷＴＯ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

的自由贸易。但是 ＷＴＯ成立后在多哈回合等方面

陷入僵局，使得美国开始另辟路径和一些国家或经

济体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与若干国家相继订立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比

如新加坡、哥伦比亚、韩国等等。但是，美国和欧

盟、日本和中国等超级经济体之间由于存在着激烈

的贸易竞争关系，未能订立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但是

并否认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带来利益。这是因为经济

一体化不但能够给美国带来更加价廉物美的产品，
还能为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农产品的出口打开更广

阔的市场。美国的经济一体化主要指向美国的近邻

国家，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１９９２年８月 与 加

拿大和墨 西 哥 签 署 了 北 美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ＮＡＦ－
ＴＡ），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建立了北美 自 由 贸 易

区 （ＮＡＦＴＡ），实 现 北 美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美 国

还力图将北美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美洲，

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古巴、委内瑞拉、

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反对而难有进展。于是美国于

２００５年与中 美 洲 国 家 以 及 多 米 尼 加 签 署 了 《美 国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Ｕ．Ｓ．－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ＤＲ
－ＣＡＦＴＡ），也是美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一

个进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

增长的主要中心之一，美国经济开始从大西洋海岸

通过南方阳光带向太平洋海岸转移，使得美国开始

对于亚太地区经济产生重大的关注。这表现在美国

开始积极 推 动 ＡＰＥＣ框 架 下 的 经 济 一 体 化。由 于

ＡＰＥＣ是跨 区 域 的，所 以 ＡＰＥＣ框 架 下 的 经 济 一

体化超越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实际上属于广

域经济一体化。这样，美国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有了

一个向亚 太 地 区 发 展 的 方 向 和 动 机。尽 管 ＡＰＥＣ
后来逐渐陷入空谈，美国开始与亚太地区若干国家

间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取得了坚实的成

果。从１９９９年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开

始，美国先后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签订了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与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

宾等国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美国仍

然没有对ＡＰＥＣ放 弃 幻 想，也 在 ＡＰＥＣ框 架 下 推

进亚太广域经济一体化。在２００６年ＡＰＥＣ河内峰

会上，美国 总 统 布 什 还 提 出 成 立 在 ＡＰＥＣ框 架 下

的 《亚太自由贸易协定》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ＴＡＡＰ）。但是对此提议响应者

寥寥 无 几。受 此 打 击，美 国 政 府 才 终 于 意 识 到

ＡＰＥＣ框架下 的 亚 太 广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没 有 什 么 前

景，于是在 ＡＰＥＣ继 续 高 调 空 谈 的 同 时 改 走 现 实

路线，改变 以 往 的 ＡＰＥＣ本 位 的 立 场，开 始 注 意

到新加坡等四国协定。

美国于２００８年 决 定 以 该 协 定 为 基 础 和 蓝 本，

将其提升为泛太平洋战略性经济合作协定 （ＴＰＰ），

并开始和四国进行正式的双边谈判。① ２００９年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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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ｉｔｉ．ｏｒ．ｊｐ／ｆｌａｓｈ１３７．ｈｔｍ。



马政府 承 袭 了 布 什 政 府 的 这 一 政 策，于２００９年

ＡＰＥＣ峰会之际 正 式 宣 布 参 加ＴＰＰ谈 判。这 标 志

着美国新的亚太广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的创新开始。
其实美国没有必要为了推进与新加坡等四国的贸易

投资自由化而参加ＴＰＰ谈判。因为 新 加 坡 和 智 利

早已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而新西兰也即将和美

国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参与ＴＰＰ谈 判 的 目 的

明显在于 吸 引 若 干 ＡＰＥＣ成 员 参 加，架 空 空 谈 的

ＡＰＥＣ，取而代之，主导亚太广域经济一体化。美

国利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作 为 ＡＰＥＣ东 道 主 的 机 会 强

力推 行 它 所 主 导 的 ＴＰＰ 计 划。正 如 美 国 负 责

ＡＰＥＣ事务的资深官员麦克拉克所说： “没有人会

在 ＡＰＥＣ 论 坛 上 讨 论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问 题 ……，

ＴＰＰ是目前为止可以让各国坐在一起讨论 有 关２１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唯一途径……，ＴＰＰ为构建亚

太自贸区提供了一种可能。”①

由于 美 国 加 入 ＴＰＰ 谈 判，这 为 其 他 一 些

ＡＰＥＣ亚太国 家 带 来 无 限 的 遐 想。ＴＰＰ在 性 质 上

是一个超级自由贸易多边协定，使得那些盯住美国

市场的国家绝不会放过这个机 会，把 参 加ＴＰＰ谈

判当作一个打开美国市场大门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因此，在ＴＰＰ中，美国成为最大的关键要素。

四、日本与ＴＰＰ
近年来，ＴＰＰ一 直 是 日 本 各 界 争 论 的 焦 点 之

一。日本民主党政府本来准备在２０１１年６月正式

决定是否加入ＴＰＰ谈判，以便能够赶上２０１１年底

谈判的结 束，从 而 有 可 能 成 为 ＴＰＰ创 始 缔 约 国。
但是由于３月１１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日本各政

党和政治势力举国一致投入到救灾工作，于是决定

延期参加ＴＰＰ谈判。② 到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上任不

久的野田内阁主导下，日本的地震救灾工作基本上

处理完毕，开始准备加入ＴＰＰ谈判。
日本是否参加ＴＰＰ谈判 和 加 入 协 定 关 系 到 处

于传统的强大盟国美国和新兴崛起的中国之间的日

本对未来应该做出如何选择的战略性问题。③ 日本

民主党２００９年上台后历经两届内阁。第一届内阁

的鸠山首相提倡 “东亚共同体”，表现出若干疏远

美国的倾向，开始接近中国。这里所倡导的东亚共

同体显然是指中日韩三国，但是后来逐渐扩大到东

盟国家，即 “１０＋３”。后来一再加码，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也来凑热闹，成为所谓 “１０＋６”。最

后美国也指出东亚共同体必须要有美国的参与。俄

罗斯也出来表态。美俄的掺和实际上意味着所谓东

亚共同体只成为空谈。鸠山的 “脱美入亚”姿态虽

然并没有明确化，但却遭到来自国内的各种强烈抵

制，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各种变相压力。最后鸠山内

阁终因在冲 绳 美 军 基 地 迁 移 问 题 上 陷 入 僵 局 而 辞

职，成为短命内阁。他的东亚共同体朦胧理想也化

为空中楼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的菅内阁首要任务是修复

日美关系，重获美国的信任。特别是先后担任国土

交通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前原诚司任下发生了钓鱼岛

事件引起了中日关系的空前恶化，一方面向美国表

明了与鸠山内阁的 “脱美入亚”决裂的姿态，另一

方面提起了加入ＴＰＰ谈判的话题，并 把 它 放 到 了

“平成开国”的战略高度。

菅直人首相最初是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 横 滨

举行的ＡＰＥＣ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到 “平成开国”

的。他将此比作明治维新，声称日本已下决定再次

打开国门，即第二次开国。他透露，日本内阁已于

１１月９日通过 《全面经济合作基本方针》，将决定

是否进行ＴＰＰ谈 判。④ 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菅 直 人

在日本三大经济团体联合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再次

强调要推动 “平成开国”，具体而言就是将在２０１１
年６月将作出参加ＴＰＰ谈判的最 终 决 断。不 过 这

次他将 “平成开国”称作是日本的第三次开国，大

概是顾及到美国，将美国主导的二战后民主化算作

第二次开国。⑤ 但是这一进程被突如其来的东日本

大地震打断。由于地震救灾不力等原因，菅内阁于

２０１１年８月底 黯 然 下 台，取 而 代 之 的 野 田 佳 彦 新

首相获得了比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在地震救灾取得

一定进展后，便可以推行ＴＰＰ谈判 这 一 决 定 日 本

未来走向的长期战略决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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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沁： 《美 国 亚 太 自 贸 区 布 局 欢 迎 中 国 参 与》，财 新 网，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ａｉｎｇ．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４－２６／
１００２５２６０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访问。

一体 改 革、ＴＰＰ 先 送 り も，ＭＳＮ 産 経 ニ ュ ー ス，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ａｎｋｅｉ．ｊｐ．ｍｓｎ．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ｓ／１１０３３０／
ｐｌｃ１１０３３００１０６０００１－ｎ１．ｈｔｍ。

石田信隆：《ＴＰＰと戦略的経済連携》，《農林金融》，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平成２２年 １１ 月 ９ 日 閣 議 決 定：包 括 的 経 済 連 携 に 関 す る 基 本 方 針，首 相 官 邸 · 主 な 報 告 書 · 答 申 等，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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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加入ＴＰＰ的 谈 判 似 乎 只 是 一 个 经 济

课题，反映日本工商产业界的意愿，作为日本摆脱

“平成不况”带来的 “失落的二十年”。但是如果把

它放入日本在与中国和与美国的关系中，乃至日本是

“脱美入亚”还是继续维持在美日同盟基础上保持与

亚洲一定距离的现状的大视野中，它实际上反映了日

本的重大战略取向。日本有人认为，东盟由于与中国

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为中国主导，所

以也要疏远东盟，有必要投向美国主导的ＴＰＰ。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趋势的今天，日本

一直处于经济一体化潮流之外。多年以来在美欧经

济霸权的夹缝中靠自己单打独斗，艰难地打出一片

天地，并在 “平成不况”年代苦苦支撑的日本，在

没有经济一体化伙伴的相互支撑下，如今已是心力

交瘁。所以，日本走向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日本

的经济一体化之路大体上可以有三个路径：面向中

韩的东亚共同体；面向东盟的 “１０＋１”，进而发展

为 “１０＋３”或 “１０＋６”；面向亚太泛太平洋经济

圈的ＡＰＥＣ。面向中韩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鸠山内阁

曾经尝试过。但如上所述以失败告终，除了内政和

外交原因外，中日韩三国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难

以得到中韩的实质性回应和互动，其结果是不断扩

大范围，与东盟推进的 “１０＋３”乃至 “１０＋６”重叠，
受到美俄搅局变得虚无缥缈。面向东盟的 “１０＋１”
则由于缺乏面向中美那样巨大经济体的规模效应，
因为东盟 国 家 经 济 份 量 不 大，不 足 以 拯 救 日 本 经

济。面向亚 太 泛 太 平 洋 经 济 圈 的 ＡＰＥＣ只 是 徒 有

虚名，真正具有实际内容的正是ＴＰＰ。
如果美国不加入ＴＰＰ谈判，那么ＴＰＰ对日本

不会产生如此吸引力。但是美国加入的话就另当别

论了。因为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 参 与 ＴＰＰ谈 判 其

他国家总和数倍，再加上贸易额和美国庞大规模的

进口，日本参加ＴＰＰ谈判就是和美 国 谈 判 如 何 获

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敲门砖。日本处理完东日本大地

震救灾事务后可能会将ＴＰＰ谈判作为主要课题。②

在日本加入ＴＰＰ成为现实时，由于 日 本 和 美 国 两

国的ＧＤＰ和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将在ＴＰＰ各成员中

占据绝大部分，相比之下其他各国的部分几乎可以

忽略 不 计，因 此 ＴＰＰ 的 本 质 和 核 心 就 是 日 美

ＦＴＡ。美国 虽 然 和 韩 国、新 加 坡、智 利 等 有 自 由

贸易协定，与 加 拿 大 和 墨 西 哥 同 处 于 ＮＡＦＴＡ之

中，享受自由贸易协定待遇，但是日美两国经济规

模太大，两国间贸易和其他经济摩擦常年不断，以

至于经常成为两国国内政治和政党论战的话题。所

以，无论从日本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不太可能直

接发起日美ＦＴＡ谈判。即使发起谈判，谈判也将

是旷日持久，难有结果。但 是 如 果 是 在ＴＰＰ的 多

边框架下，日美两国都 成 为ＴＰＰ成 员，两 国 之 间

自然能够实现自由贸易，而且是无条件无例外的自

由贸易。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化工、机械等产品

不会再受到美国的限制，而美国的农产品也将长驱

直入，无障碍进入日本市场，必将大大扩大两国贸

易和市场，成为两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因此，菅内阁及其后继者野田内阁摈弃鸠山内

阁提出的 东 亚 共 同 体 构 想，推 进 参 加 ＴＰＰ谈 判，
明显具有疏远中国和亚洲，面向太平洋进一步靠近

美国的战略转向趋势。这里的 “平成开国”并不意

味着向中 韩 和 亚 洲 开 国，而 是 向 ＴＰＰ成 员 开 国，
本质上就是向美国开国。通过日本又一次向美国等

开放国门，也 同 时 敲 开 了 美 国 的 国 门。虽 然 ＴＰＰ
只是经济合作协定，然而在日美政治军事联盟基础

之上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经济合作的协定，就意味

着日本的经济将更加向美国倾斜，同时有疏远中国

和亚洲的倾向。所以，这是日本一个事关未来的重

大战略决策，意味着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战略取向由

亚洲转向美国。日本还有意将参加泛太平洋经济协

定作为对抗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③

五、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战略与ＴＰＰ对策建议

２１世纪以 前，中 国 对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没 有 兴

趣。除了那时中国主观愿望不强烈外，客观上中国

也地处区域东北亚这个经济一体化空白区域。直到

２０００年，中国 才 走 出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第 一 步：加 入

《亚太经社委员会发展中成员之间贸易谈判第一协

定》 （Ｆｉｒｓ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ｍ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也 称 《曼 谷 协

定》。该协定是在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主导和推

动下于１９７５年在泰国曼谷签署，对于成员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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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进行优惠安排，目前有印度、韩国、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７个

成员。该协定总体上所涵盖的产品并不多，对于中

国参与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并不具有全面意义。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ＣＡＦＴＡ）的 创 建 是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

举动。东盟是一个在２０世纪成功从意识形态型国

际组织向脱意识形态的经济贸易型国际组织转型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

同时，也因其包容性获得了国际普遍认可。东盟与

东北亚三国都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贸易交往，这些

双边贸易额 甚 至 远 远 大 于 东 盟 内 部 成 员 间 的 贸 易

额，因此东盟与东北亚三国之间发展更密切的经济

贸易合作，乃至建立东盟和东北亚的东亚广域经济

一体化的意愿特别强烈。这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战

略不谋而合。在２００１年第五届中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上，双 方 同 意 于１０年 内 建 立ＣＡＦＴＡ，并 授

权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部长和高官尽快开始谈判。
为了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国宣布，将率先向东

盟三个最不发达国家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提供特惠

关税待遇。次年１１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上，双方共同签署了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ＣＡＦＴＡ协议），决定到２０１０年１月１
日建立ＣＡＦＴＡ。这标志着ＣＡＦＴＡ建设的全面启动。

２００４年１月，中 国－东 盟 双 方 启 动 了 “早 期

收获计划”，６００种农产品先行降低关税。同年１１
月，在第８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

盟签署了ＣＡＦＴＡ项下的 《货物贸易协定》。它包

括２３个条款和３个附件。该协定的实施，标志着

中国－东盟间的全面降低关税的进程开始启动。首

批７４４５种 商 品 的 关 税 降 到２０％左 右。２００７年１
月，中国－东盟签署了ＣＡＦＴＡ项下的 《服务贸易

协议》，开 始 了 ＣＡＦＴＡ 向 纵 深 发 展。２００９年８
月，在泰国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东盟经济贸易部长

会议上，中国－东盟签署了ＣＡＦＴＡ项下的 《投资

协议》，完成了ＣＡＦＴＡ协议 规 定 的ＣＡＦＴＡ的 主

要领域的建设。在此基础之上，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

ＣＡＦＴＡ如期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６个老成员之

间超过９０％的 产 品 实 行 零 关 税。中 国 对 东 盟 的 平

均关税从自由贸易区建设之前的９．８％降至０．１％，

东盟６个老 成 员 对 中 国 的 平 均 关 税 率 也 从 之 前 的

１２．８％降 至０．６％。到２０１５年，中 国 与 东 盟４个

新成员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也将达到同样水平。

双方的服务业也将进一步向对方开放，投资环境大

大改善。②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 双 方 签 署 了 《争 端 解

决机制协 议》，ＣＡＦＴＡ完 成 了 从 实 体 法 规 则 到 程

序法规则的构建。ＣＡＦＴＡ成为东盟推行 “１０＋１”

最成功的模式。

显然，ＣＡＦＴＡ是中国倾注了全部精力精心打

造和参与的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战略无

疑是以此为核心，围绕着ＣＡＦＴＡ而展开的。由于

ＣＡＦＴＡ的成功示范效果，日本和韩国也相继与东

盟成立了 “１０＋１”模式的经济一体化。日本－东

盟之间缔结的是 《日本－东盟经济伙伴协定》，即

ＡＪＣＥＰ，韩国－东 盟 之 间 缔 结 的 是 《韩 国－东 盟

自由贸易协 定》，即 ＫＡＦＴＡ。ＡＪＣＥＰ与 ＫＡＦＴＡ
是在ＣＡＦＴＡ协定之后缔结的，很大程度上参照了

ＣＡＦＴＡ的模式，受 到ＣＡＦＴＡ协 定 的 很 大 影 响。

特别是ＫＡＦＴＡ，先制定框架协定，然后相继完成

《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投资协定》、
《争端解决机制协定》四大具体协定，构成一个完

整的从实 体 法 到 程 序 法 的 协 定 规 则 体 系，完 全 是

ＣＡＦＴＡ模式的翻版。

ＣＡＦＴＡ建设的开始正巧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

年份。由于中国抓住了 ＷＴＯ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带

来的机遇，经济和贸易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规模

和国力得到空前增强，短短１０年已经一跃成为世

界第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并且在出口总额和外

汇储备等方面居于世界首位。因此，ＣＡＦＴＡ的成

功也导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大大增大，中国

已经在东盟推进的与东北亚三国之间的三个 “１０＋
１”模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ＴＰＰ的泛太 平 洋 广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和 东 亚 经 济

一体化之间出现了竞争关系，实质上就是美国主导

的广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之间的

竞争。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分别是世界第

一和第二，因而经济规模第三的日本的动向成为一

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如前所述，日本已经表现出强

烈的 “脱亚入美”倾向，这势必对中国的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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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面对ＴＰＰ的兴 起 和 发 展，中 国 已 经 对 其 动 向

表示出一定关心，开始收集相关情报。但是，目前

中国对此的研究和掌握的情报信息还比较贫乏，特

别是２０１１年夏威夷ＡＰＥＣ前后面对ＴＰＰ谈判的快

速进展和日本表明参加ＴＰＰ谈判，显得非常突然，
以至于中国有关方面发言人在被问及此事和中国的

立场时，表 明 中 国 还 没 有 收 到 有 关 加 入 谈 判 的 邀

请。其实参加ＴＰＰ谈判并 不 需 要 邀 请，因 为 它 毕

竟是一个在 ＡＰＥＣ大 框 架 下，只 要 是 ＡＰＥＣ的 成

员，只要表明参加的态度，都是可以参加到谈判进

程中去的。就 连 非 ＡＰＥＣ成 员 哥 伦 比 亚 都 大 胆 表

明有参加的意愿。中国感到很突然的主要原因是，

ＴＰＰ进展太快，并且一旦在很短时间内达成协议，
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就可以基本实现协定所规定的主要

目标。而中国对此还难以适应，难以作出必要的法

律和政策的调整。但是，这种静观其变，消极应对

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 是 因 为ＴＰＰ实 际

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一次大洗牌。特别是如果日本

加入其中，中美、中日和美日经济贸易关系将会出现

重大的变数。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中国重新审视经

济一体化战略的时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应对。
第一，突破 传 统 的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空 间 观

念，树立广域经济一体化的全新概念。ＣＡＦＴＡ在

某种意义上就是广域经济一体化，但是它没有脱离

地理相 邻 性。对 于 像 ＡＰＥＣ框 架 下 的ＦＴＡＡＰ的

广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其几乎陷于空谈，中国并未

也无必要认真应对。但 是ＴＰＰ的 出 现，使 得 脱 离

地理相邻性 的 广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具 有 了 极 大 的 现 实

性。这就使得亚太地区一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陷

入僵局的国家，或者试图追求更佳经济一体化效应

的国家开始从ＴＰＰ广域经济一体化中找到 发 展 的

方向。因此，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必须要对广域经

济一体化现象进行研究，探讨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共性与特征，并进行相应的法理解释。对于广域

经济一体化 的 现 实 版 ＴＰＰ，必 须 站 在 国 家 战 略 层

面上，对其由来、发展以及为什么能够得以如此迅

速发展和被 很 多 国 家 所 接 受 进 行 深 入 的 分 析 和 解

释，为我国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第二，改 变 目 前 对 ＴＰＰ的 消 极 应 对 的 做 法，

加强对ＴＰＰ的研究和评估。面对泛 太 平 洋 地 区 若

干重要国家 推 动 的 ＴＰＰ，我 国 学 术 界 和 政 府 有 关

部门还显得研究和准备不足，不 足 以 应 对ＴＰＰ的

迅速进展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的巨大冲

击。特别是对于日本参与ＴＰＰ对中 日 经 贸 和 政 治

关系的影响还没有任何研究和评估。因此，加强对

ＴＰＰ以及日本加入ＴＰＰ动向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中国 自 身 也 可 以 积 极 考 虑 参 加 到 ＴＰＰ
谈判之中，以此作为中国未来经济一体化即国际经

济合作的突破口和战略大转折。任何重大的战略决

策都必须要权衡中国的国家利益何在。经济一体化

战略的核心就是看能否促进中国的出口和向海外投

资，中国国内产业是否会受到更大的不利冲击。中

国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出口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

经济贸易自由化显然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目

前 “中国 制 造”的 产 品 的 主 要 市 场 毕 竟 是 发 达 国

家，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欧盟本身就是一个

地理上封闭性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是不

可能参与其中的。因而中国需要进行战略突破的还

是美国和 日 本。ＴＰＰ的 成 立，如 果 中 国 不 在 其 中

而日本在其中，就会严重恶化中国在这两大市场的

环境和条件。如果中国参加其中，实际上就构成了

中美日 自 由 贸 易 区。即 使 日 本 不 参 加，中 国 参 加

了，对中国的好处则更大。由于中美贸易长期不平

衡状态，美国不时会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至

于中美之间直接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中美政

治环境下更 不 可 想 象。但 是 如 果 中 国 以 参 加 ＴＰＰ
的方式，获得与美国之间贸易的无条件无例外的零

关税待遇，会使得中美贸易大大突破。因日本参与

ＴＰＰ对中国 可 能 造 成 的 困 难 也 得 以 抵 消。对 于 中

日关系而言，由于中国和日本难以直接进行双边或

东亚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也 可 以 在ＴＰＰ的

框架下实现事实上的中日自由贸易。这与中国和日

本在同东盟 加 强 自 由 贸 易 区 建 设 之 举 可 以 相 互 促

进。应该肯定的是，由于ＴＰＰ是借用了 ＡＰＥＣ的

名义，多少 也 在 ＡＰＥＣ框 架 下 推 进。因 此 从 经 济

一体化上说，它应该是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

经济一 体 化 行 动。中 国 作 为 ＡＰＥＣ的 重 要 成 员，

参加ＴＰＰ谈判，成为正式的ＴＰＰ成员，并不存在

法律上的障碍。而且，美国也没有理由反对中国参

加ＴＰＰ谈判。①

７９

何　力：ＴＰＰ与中美日经济一体化战略

① 陈沁： 《美 国 亚 太 自 贸 区 布 局 欢 迎 中 国 参 与》，财 新 网，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ａｉｎｇ．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４－２６／
１００２５２６０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访问。



第四，进行体制和法制上的必要调整，应对和

消除ＴＰＰ的消极因素。我 们 必 须 看 到，在 中 国 参

加ＴＰＰ的情况下，ＴＰＰ的无条件无例外零关税措

施将会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失去最后的保护伞。
全面开放中国农产品市场给我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冲

击绝不亚于中国入世。它对中国其他经济部门和经

济领域也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果，有的是正面的，
有的则是消极的。特别是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进一

步开放将会超过中国入世关于服务贸易方面的市场

准入承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做好必要而充分的

论证。中国目前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保护

等方面也还有很多法律制度上的薄弱环节。如果中

国要参加ＴＰＰ的谈判，也必须在国 家 管 理 体 制 和

法律制度上进行大规模的改善和调整。虽然笔者主

张中国 应 该 积 极 参 与 ＴＰＰ谈 判，并 且 尽 早 加 入

ＴＰＰ，但是在国内体制和法律制度还没有充分调整

完毕，关于ＴＰＰ对国内农业以及其 他 经 济 部 门 的

正负影响还没有充分评估和论证之前，还是不能贸

然启动相关程序。毕竟ＴＰＰ谈判并 没 有 设 立 参 加

的最后期限。即使像日本、加拿大等国，也都是要

在国 内 充 分 讨 论 和 论 证 完 毕 后 才 会 正 式 启 动 其

ＴＰＰ的谈判和加入程序。
（责任编辑　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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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８９页）题的判定，中国寸步不让……这使

我们对中国之后如何恰当处理其他敏感、核心问题

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四、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已遭遇以及即将面临的贸易争端形势，任重道远、
荆棘遍布。国际贸易争端急剧增多只是国际贸易恢

复和发展的小插曲，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仍在向开

放自由的方向前 进。根 据 ＷＴＯ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全球货物出口和ＧＤＰ增长在２００９年经历了１０年

以来唯一一 次 负 增 长 之 后，２０１０年 显 示 出 强 劲 的

增长势头，增长幅度分别约为１４％和４％。① 所以

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大环境是良好的，贸易争端在

法律和外交框架内可以得到合理解决。我们需要在

详尽分析法律问题的基础上，尝试用不同的解决机

制和外交方法高效、明智地解决问题，为新时期我

国 “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　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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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１，Ｃｈａｒｔ　１－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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