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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特稿（记者 凌朔）

美、日、澳等12个国家5日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部长级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TPP赋予成员国巨大的
投资贸易便利性，也使成员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产生天然排他性，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在出口、投资等方面可能承受一定压力。

显然，美国希望借助TPP“书写规则”。
无论美国设计、推进TPP的初衷如何，事实是，TPP迄今没有邀请中国加入，中国迄今也没有主动申请加入，虽然双方都没有向

对方关上大门，虽然未来仍存在很多可能。
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TPP被过度政治化是一种危险的狭隘主义倾向，可能违背其自由贸易的原始意愿。还有一些西方学者

认为，在初创阶段TPP把中国排除在外并不明智。美国《财富》杂志6日就评论说，不邀请中国加入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制衡中国，TPP能实现吗？

□新华社特稿（记者 凌朔）

对于近期有关 TPP 的各界热议，包括“恐慌
说”和“无视说”两个极端，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副会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长久
指出，TPP 值得关注、学习、研究，但也不要夸大
TPP的作用。读懂TPP，要领会三点核心。

1.TPP有“制衡中国”的意图，但难以实现

李长久说，美国在设计TPP以及谈判过程中
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显然有用意。事实上，美国在
全球战略东移、亚洲再平衡的战略部署中，已经明
确把TPP写入其中，使之成为军事东移之外的重
要经济东移手段。

在实际操作中，TPP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
这条路充满艰辛。也许是为了某种目的，TPP在
经济贸易投资、国有企业等方面设置了非常高的
准入门槛，这些门槛，在把中国拦在门外的同时，
也给 TPP 内部的一些国家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除了美、日、澳等发达国家，TPP十二国中还有不
少发展水平远不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
的经济水平、竞争力、经济结构与中国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因此，通过设置门槛来排斥、挤压中国的
战术客观上不可能实现，而且有可能给TPP内部
一些成员造成一种被动局面。

2.TPP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极为有限

李长久认为，TPP虽然拉拢了亚太地区的一

些国家，但偌大的亚太地区并非只有TPP一个投
资贸易框架。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囊括了环太平
洋主要国家，它的影响力、辐射力以及拉动力都要
比 TPP 大很多。中国还积极参与中国-东盟
（10＋1），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区域合作组织、
次区域合作组织，这些区域合作已经显现成果，而
且正在进入一个发展的上升期。相比还有很长时
间才能付诸实施的TPP，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的这
些区域合作更加务实有效。因此，李长久认为，不
必过分看重TPP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即使中
国不加入TPP，它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影响也会处
于一个非常有限与可控的范围。

3.中国立场：包容开放，乐见其成

李长久说，对于TPP等贸易框架和协定，只要
其有利于世界贸易投资和地区贸易投资的正常健
康发展，中国一贯的立场是，包容开放，乐见其成。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力争调动沿线
65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通过对沿线基础设
施领域的巨大投资，以及贸易、金融、服务等在世界
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有效带动全球需求，真正做到
立足亚洲，连接四面八方，沟通五湖四海。

事实上，中国正在布局一个辐射状的自由贸
易网络，从中国与冰岛、瑞士自贸区启动实施，到中
韩、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
个。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调动远不止
12个国家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更广泛、更开
放的合作中。

诚然，TPP一旦建成，将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
“封闭的”自贸圈，但《财富》文章质疑，这个自贸圈
的高密闭度只是目前设想的情形，“看看全球的供
应链就会发现，TPP不可能离开中国。中国在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已经让中国有能力把自己
设计、开发和生产的产品通过其他TPP成员打入美
国市场”。

举例说，中国可以在中巴自贸框架下从巴基斯
坦进口棉花，而后进行纺织、印染、设计等上游环节
的制作，再通过中越自贸框架把成品布出口至越
南。与此同时，日本在TPP框架内把扣子出口到越
南，由越南进行下游环节的生产，最终制成服装，在
TPP框架下出口到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由于越
南是TPP成员，因此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三个国
家享受纺织品免关税待遇，可分别获得5%、10.9%和
16.5%的关税减免。在此过程中，由中国完成的布料
生产不仅进入TPP市场，而且比直接出口到三个发
达国家享受了免关税的待遇。

《财富》文章说，即便中国不加入TPP，也能通过
现有的双边自贸协定或区域自贸协定把商品打入
TPP市场，“事实上，一些中型中国企业，例如天虹纺
织集团，已经在越南开设工厂。再如，沃尔玛在美国
的零售商也不会停止在中国的包工生产”。

英国《经济学家》此前撰文认为，美国在TPP问
题上的急迫态度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成功发起亚投行
让美国措手不及，美国急于利用TPP扳回一局，但文
章认为，贸易协定本身应当更多着眼于自由贸易本
身，过度政治化只会使这个协定走向狭隘主义。

文章从中国的经济体量、吸引力、自贸协定等方
面进行论证，认为TPP几乎不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
实质性影响。

从体量上说，文章认为，“试图靠一个特惠型贸
易网络就想把中国反锁在外，是个天真的想法”。且
不谈中国对汇市和证券市场的“纠错”能力，仅是中
国的经济体量，就是一个无法轻易撼动的重要因
素。目前，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在未来十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
济体。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在全球投资超过8700
亿美元，“举例说，中国（去年）对孟加拉国和巴基斯
坦分别投资38亿美元和178亿美元，双双超过这两
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总额，使得中国在
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获得更大话语权”。

在吸引力方面，文章说，中国已经推动成立亚投
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亚太地区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亚投行不仅吸引了40多
个域内成员，还吸引了20个域外成员加入。在亚投
行成员中，还包括半数以上TPP成员国，如澳大利
亚、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

在自贸协定方面，“最关键的是，中国自2005年
开始就与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秘
鲁、越南等TPP国家商议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
此，认为TPP可以把中国排斥在外的观点，是有缺陷
的。”文章认为。

TPP能有多大劲儿？

TPP能有多封闭？
读懂TPP，要领会三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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