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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20日，习近平主

席在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

示，为了更好地推进亚太经济一体

化进程，中国会考虑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CPTPP）。中方的这一表态引发了全

球的高度关注。随后，澳大利亚、新

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坚持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立场表示欢

迎，愿意接纳中国成为 CPTPP成员

国。脱胎于 TPP的 CPTPP是在美国

退出后日本主导下的一个高标准的

自贸协定，其开放程度超过了任何

一个 FTA。同时，RCEP于 2020年 11

月 15日正式达成协议，标志着全球

最大的自贸区正式启动。而日本、澳

大利亚等 7国同时是这两个自贸区

的成员国，CPTPP和 RCEP在地域分

布和成员国方面多有重叠之处。在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择加入

CPTPP能够在一定程度提升其在亚

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话语权。从

CPTPP的条款看，虽然国有企业、知

识产权、劳工权益等条款上对中国

的针对性较强，部分条款甚至涉及

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但在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主动扩大各行业对外

开放度的今天，加入 CPTPP可以用

其高标准规则来对国内经济体制改

革形成倒逼态势，从而更好地推动

我国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

一、CPTPP 对中国带来的

影响

（一）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

供了参照标准

CPTPP作为美国退出后日本主

导成立的大型自贸协定，其在贸易

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技术壁

垒、电子商务等议题上构建了高标

准的规则体系，为推动亚太地区经

贸一体化进程构筑了范本。如今，在

多边贸易体制日渐边缘化的时期，

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力

图打造全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就

国内政策而言，2020 年初至 2021

年初，我国围绕服务贸易深化创新、

金融业扩大开放、稳外贸稳投资等

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大力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出台了《海南自

贸港法》征求意见稿。在这些政策文

件及立法草案当中，关于贸易投资、

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

相关规则与 CPTPP较为接近，特别

是在海南自贸港实施方案的相关政

策文件中，我国主动对接 CPTPP数

字贸易、服务贸易、航运政策等标

准，进一步彰显了我国新时代对外

开放的决心。就国际动向而言，2020

年 11月中旬，经过我国与其他贸易

伙伴的共同努力，RCEP正式签署，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更进一

步。而 RCEP当中的部分规则是借鉴

CPTPP相关规则。由此可见，CPTPP

构建的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为我

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规则参

照，也为我国进一步融入亚太区域

价值链提供了对接平台。

（二）CPTPP的外溢效应同我

国与域内“一带一路”国家深化经贸

合作互为支撑

CPTPP生效两年来，经济、规则

等方面外溢效应日渐凸显。而“一带

一路”建设也处于深入推进阶段，

CPTPP外溢效应与“一带一路”经贸

合作深化互为支撑。一方面，CPTPP

域内不少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点区域，如东南亚几个国家。通过

CPTPP的实施，将高标准的经贸规

则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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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的可行性及策略路径
摘 要院CPTPP作为日本主导的高标准自贸区，对我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利有弊，加入其中能够

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影响。CPTPP绝大部分条款的要求中国均能满足，部分条款的要求与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

革方向一致，少数条款的要求与中国国内现行规则的差距在缩小，加上大多数 CPTPP成员国的支持，在 RCEP

协议签署后，中国加入 CPTPP的条件已然成熟。中国应该尽快推进加入谈判，借助于 RCEP、APEC、“10+3”平

台加强与各国谈判，并推动现有的 FTA和 BIT 升级谈判，在自贸区（港）建设中先行先试 CPTPP规则，进而从

根本上减少加入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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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些国家贸

易投资软硬件环境，并能够推动这

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政治制度改革，

从而为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

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不仅

能够降低贸易投资成本，还能够提

升贸易投资效率。另一方面，我国与

CPTPP域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

化经贸合作，反过来进一步释放了

CPTPP的贸易、规则等外溢效应。如

我国企业在 CPTPP域内“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不仅需要遵守

CPTPP的投资规则，而且还能够借

助于 CPTPP的零关税及原产地规则

在 CPTPP域内销售，进而能够扩大

CPTPP区域贸易体量。这样我国的

投资企业在吸纳 CPTPP高标准投资

规则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与 CPTPP域

内国家之间的贸易量。CPTPP的规

则、经济等方面的外溢效应与我国

深化域内“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

作能够相互促进与相互支撑。

（三）增加了中国参与国际经贸

新规制定的不确定性

CPTPP是一个高标准的经贸协

议，内含多个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对

未来 WTO改革以及多边、区域性贸

易规则的制定有重要影响。首先，

CPTPP会影响未来多边经贸规则的

制定和 WTO改革。如在跨境数据流

动、政府采购、环境保护、劳工权益

等方面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规则，并

将这些规则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相

挂钩，同时还在 WTO争端解决机制

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玩法”，解决

程度比 WTO规则或其他的区域贸易

协定更加复杂。因 CPTPP涵盖的人

口和 GDP总值较多，在全球具有重

要影响力，极有可能对未来多边贸

易规则和 WTO改革造成影响。可见，

CPTPP生效抬升了日本在 WTO改革

及国际经贸新规中的影响力，日本

影响力的提升自然不利于“中国声

音”的传播。其次，CPTPP会影响亚

太地区经贸规则的制定。日本主导

了 CPTPP的达成，将其贸易主张注

入其中，成为亚太地区经贸规则的

标准。如 RCEP中的电子商务专章中

大部分规则就是借鉴 CPTPP电子商

务规则。由此看，CPTPP的生效同样

提升了日本亚太经贸新规中的话语

权。对于中国而言，要摆脱国际经贸

新规制定权的不确定性及日本带来

的不利影响，就需要加入其中并接

受 CPTPP规则，这样我国提供的国

际经贸新规“中国方案”才会更具说

服力，也就会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

（四）延缓与中国相关的自贸协

定谈判进程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到 2021

年 1月，中国已经与 26个国家和地

区签署了 19个自贸协定，另外还有

中日韩等 10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

过程中。一直以来，加强与亚太各国

的经贸合作是中国推进自贸协定谈

判的核心战略，CPTPP的生效对中

国形成了一定的“包围”之势，对中

国扩大自贸协定“朋友圈”带来了压

力。一方面，CPTPP的生效在一定程

度上会延缓亚太自贸区（FTAAP）谈

判进程。就 FTAAP而言，从 2010年

“横滨宣言”以来，我国就极力主张

升级现有 APEC机制，推进亚太自贸

区谈判，以更好地推进亚太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但因为先后有 TPP、

CPTPP、RCEP的影响，亚太自贸区谈

判进展缓慢。特别是 CPTPP生效后，

其域内区域涵盖了亚太大部分国

家，相关标准比 RCEP要高。在这种

情况下，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并没有

推进 FTAAP的谈判动力。另一方面，

CPTPP的生效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也会有一定影响。推进中日韩 FTA

建设是我国对外自贸区建设的重

点，中日韩三国产业优势的互补性

较强，从 2013年 3月至 2019年底，

三方共举行了 16轮谈判，取得了较

大的进展。但从 2018年 CPTPP生效

后，日本的谈判动力有所下降。2021

年 1月，韩国政府宣布加入 CPTPP，

得到了日本的热烈响应。在中日、中

韩贸易结构日渐趋同化的情况下，

一旦韩国加入 CPTPP后，中日韩自

贸区谈判进程更会推后。对于我国

而言，只有加入了 CPTPP，与日韩一

起在 CPTPP框架内构建中日韩自贸

区更具现实意义。

二、中国加入 CPTPP条件

基本成熟

（一）多数条款的要求对中国加

入不构成障碍

中国既考虑加入 CPTPP，由此

表明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所签订的

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规则已经

与 CPTPP规则比较接近。实际上，协

定中 80%的条款中国基本上符合要

求，包括大多数商品的市场准入要

求、贸易便利化措施、技术贸易壁垒

等。在中国对外签订的 16个 FTA

中，中韩 FTA标准最高，多数内容符

合 CPTPP规则的要求。如在市场准

入方面，中韩 FTA关于关税减让、过

渡期等规定与CPTPP相差无几，在

免税配额方面的要求甚至还低于中

韩 FTA。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

壁垒等领域的标准中国完全符合条

件，如中韩 FTA中关于贸易便利化

的规定甚至比 CPTPP规定的内容更

加全面。其他的如市场监管、竞争政

策、反腐败、透明度等规则中所涉及

到的执行措施及国内制度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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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构成中国加入的障碍，中国国

内经济制度及执法机制基本上符合

CPTPP的要求。可见，在绝大部分内

容上，中国加入并无实质障碍。

（二）部分条款的要求与中国改

革方向是一致的

目前，CPTPP中的环保政策、劳

工问题、知识产权等条款，我国暂时

还不能达到其要求，但其规定的内

容及原则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

扩大开放的要求。如在环保政策方

面，虽然 CPTPP在执行措施上的要

求要多于中韩 FTA中的规定，但这

些内容本身是符合中国环保政策要

求的，如加强臭氧层保护、加强海洋

污染治理等。中韩、中瑞等 FTA中纳

入了环保政策，说明中国与贸易有

关的环保政策并不排斥，提高环保

质量达到 CPTPP的要求并不难。在

劳工问题上，CPTPP采用的是国际

劳工标准为基础，虽然中国加入的

劳工条约要少于美日，但劳工权益

保护也基本上处于 CPTPP的平均水

平，而主要的争议在于社会保障体

系和工会权利等，这些方面中国暂

时还达不到要求，但中国正在推进

这方面的改革，如正赋予工会相对

自由、独立的地位。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虽然我国与美日等国家差距

较大，但整体保护水平高于 CPTPP

平均水平。而且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达成后，中国正在加紧修订知

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并不断提升知

识产权执法效率和司法保护水平，

有理由相信一旦中国加入 CPTPP，

知识产权条款不会成为阻碍条款。

总体看，环保、劳工、知识产权等条

款中国暂时不能完全达到要求，但

与中国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不会成

为中国加入的障碍。

（三）少数条款的要求与中国现

行规则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这方面的条款包括投资规则、

部分商品的市场准入等。这些条款

同样不会对中国加入构成障碍。在

投资规则方面，中国实施的负面清

单制度与 CPTPP绝大部分成员国的

负面清单制度差不多，中国只需要

进一步改革负面清单制度，就能够

满足 CPTPP的要求。投资规则中另

一个问题就是资本流动问题，CPTPP

要求跨境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这与

中国现行规则有一定差距。对中国

而言，推进跨境资本自由流动改革

难度较大，但在过渡期内只要能够

妥善安排是可以达成的。在部分敏

感产品市场准入方面，如汽车、农

业、能源等，尽管汽车及零部件等领

域对中国可能会带来冲击，但可以

借鉴中韩 FTA过渡期的经验，这样

就能够逐渐减缓加入 CPTPP后对其

国内汽车产业造成的冲击，而农业、

能源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属于特别敏

感的领域，只要中国做好应对措施，

并利用好 CPTPP 中的差别待遇条

款，所造成的冲击比较小。

（四）极少数条件的要求与中国

国内先行规则差距较大

这方面主要指的是政府采购和

国有企业等条款，这两个条款就目

前形势看，可能会成为中国加入

CPTPP的障碍。中国对于政府采购

包含的实体、地域范围十分谨慎，尚

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但中国从

2007年加入该协定谈判，过去 13

年间已经参与了多轮谈判，与各缔

约方的差距正在缩小。在国有企业

改革方面，因为中国各级政府给予

国企的补贴较多，致使部分国家认

为国有企业享有独特的市场地位。

国企改革比较复杂，涉及到中国经

济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中国政府

对此比较谨慎。虽然这两个问题改

革难度大，但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

如 2018年底确定的国企混改、市场

竞争等原则，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差

距正在缩小，同时对国内经济问题

也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这就表

明，中国国企改革路径是正确的，虽

然过程困难，但要达成 CPTPP的要

求是完全可能的。

（五）CPTPP 大多数成员方对

中国加入持欢迎立场

CPTPP并非封闭性贸易协定，

其明确规定只要得到各成员方的同

意后就可以加入其中。目前，大多数

成员方是支持中国加入的。如澳大

利亚表示，让中国、印尼加入其中，

可以扩充 CPTPP的容量，符合各方

利益。新西兰也表示，接纳中国加入

CPTPP，是推进亚太经济体一体化的

基础。马来西亚也认为，没有中国的

CPTPP是不完整的，应该为美国在

亚太地区战略收缩提前做准备。日

本对中国加入 CPTPP 并不十分积

极，两国之间是竞争关系，但也不排

斥，有谈判余地。美国当初筹建 TPP

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排除在亚太经

贸圈之外，如果拜登能够顺利执政，

美国可能会重返 CPTPP，中国应该

在美国重返之前加紧推动加入

CPTPP谈判。

三、策略建议

（一）落实高层意图，尽早启动

谈判

近期，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

理、商务部发言人均在不同场合提

到中国对加入 CPTPP持开放态度。

中国应积极落实高层意图，启动对

加入 CPTPP进行研究，加强与域内

各方的对话协商，尽快启动加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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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一方面，加强与支持中国加入

CPTPP的国家进行谈判，进一步夯

实这些国家对中国加入的支持根

基。当前，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

亚等国家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加入，

中国应“趁热打铁”，就加入 CPTPP

的要求、方式、目标等进行谈判，力

争将支持落实到文本协议中。另一

方面，要加强与日本及暂未表态的

国家进行沟通。日本作为 CPTPP的

主导者，既是规则与标准的主导者，

也是域内经济及贸易的主导者，日

本对中国加入的反应并不积极。但

经过疫情后亚太区域经济遭遇重

创，且 RCEP已经签署。中国应利用

此契机，加强与日本的对话。对于未

表态的国家，中国也应该加强沟通，

就中国当下的开放决心、加入意义

等与这些国家开展谈判。总之，中国

应该组织专门的谈判机构，在加快

研究的同时，针对不同国家制定分

步骤、分层次的谈判策略，力争尽快

达成加入协议。

（二）利用好 APEC、“10+3”等

平台，积极与域内各方展开对话

2020年 11月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召开的 APEC峰会上，中方与参会

各方就抗疫、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

经济创新等主题开展了广泛的讨

论，并达成一致共识。2021年峰会

在新西兰举行，中国可以利用这个

平台，与 CPTPP域内各国开展单独

谈判，争取达成初步共识。APEC对

成员的约束性不高，是一个相对开

放的多边平台，向各国表达中国加

入的意愿和态度。实际上，利用

APEC开展经贸合作已有先例。日本

在当年美国退出 TPP之后，就利用

APEC平台，分别与各国开展单独对

话，在推动 CPTPP达成上起到了重

要作用。另外，东盟主导的“10+3”也

是一个较好的对话平台，日本、东盟

部分国家是域内成员方，而中国、韩

国、印尼等国均有加入意愿，因此可

以充分利用该平台，与韩国一起，加

强与各方接触，力争达成初步成果。

（三）以 CPTPP规则及标准为

基准推动现有的 FTA、BIT升级谈

判

中国目前与 CPTPP成员方均签

订了 FTA或 BIT协议。其中与澳大

利亚、智利、新西兰、文莱、新加坡等

八国签署了 FTA，与日本、澳大利

亚、越南、马来西亚、新西兰等 8国

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中国与

CPTPP成员方有较好的经贸合作基

础。可以进一步以 CPTPP贸易、投资

的相关规则及标准作为依据，推进

现有的 FTA、BIT升级谈判。一方面，

中国能够满足大多数 CPTPP条款的

要求，还有部分条款与国内经济体

制改革方向一致。以此为前提，与澳

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文莱等 8

国就现有的 FTA进行升级谈判，在

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

等条款上主动对接 CPTPP，构建中

国与 CPTPP域内成员方规则同质的

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应尽快与日、

澳、越、马等 8国升级现行的 BIT进

行谈判。在投资便利化、资本跨境流

动、电子商务等规则尽可能最大限

度实现与 CPTPP规则的对接，重塑

中国与 CPTPP域内各方投资自由化

的新格局。通过升级自贸协定、投资

协定，最大限度减少与域内各国的

规则及标准分歧，从而为加入奠定

基础。

（四）深化对外开放力度，利用

自贸区（港）先试先行 CPTPP规则

及标准

在疫情流行全球经贸大幅下滑

的背景下，中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

立场并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如自贸

区扩容、RCEP签署、中欧 BIT签署

等。由此，中国应该将 CPTPP相关规

则及标准纳入到自贸区（港）建设

中，将自贸区（港）打造成为应对国

际经贸先进规则的试验阵地，大力

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减少加入

CPTPP的阻力。具体而言：第一，自

贸港的开放力度要高于现有的国内

自贸区，将 CPTPP规则及标准纳入

到其开放性经济体系建设阻力较

小，如市场准入、投资规则等条款，

将这些条款在自贸港进行推行，可

以检验中国应对 CPTPP的抗压性并

及时总结不同类型规则及标准所形

成的经验。第二，用 CPTPP高标准自

贸规则对接自贸港建设的同时要进

一步加大自贸区的税收、金融改革

力度，如在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对照

CPTPP规则开展跨境金融服务，确

保配套机制能够与高标准经贸规则

相适应。第三，在先行先试改革中，

一些涉及到中国与 CPTPP差距较大

的规则所形成的经验，可以在国内

自贸区或经济特区进行试验，逐步

由点到面的推广，进而减少加入之

后带来的改革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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