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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宣布日本加入ＴＰＰ谈判，日本政府这一决定，一方面是为了抓住机遇参与
ＴＰＰ的构建，制定有利于日本的标准与规则，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巩固美日同盟，利用美国主导下的
ＴＰＰ战略，制约中国的崛起发展。在分析研究日本加入ＴＰＰ动因的基础上，针对日本加入 ＴＰＰ后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提出
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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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新闻发

布会，正式宣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

的谈判。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倍晋三表示：“加入

ＴＰＰ谈判将是新日本的开端，是有远见的政策，事关日本百

年大计，并且这是日本的最后的机会，如果再晚一点加入

谈判，日本可能被排除在关键的 ＴＰＰ规则制定的过程外，

一旦加入，日本将有能力以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引导规则的

制定。”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

加入ＴＰＰ谈判后，一方面使得ＴＰＰ内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

增强，对于ＴＰＰ的发展前景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另

一方面ＴＰＰ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加

入，对于巩固美日同盟，形成以美日为主导的亚太新自由

贸易圈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也给中国的崛起发

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因此，对日本加入 ＴＰＰ的动因进行

分析研究、探讨中国如何应对日本加入 ＴＰＰ后带来的挑战

也就更显迫切性。

一　ＴＰＰ的发展与日本
ＴＰＰ，全称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即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其最初源于２１世纪初美国所倡议的

Ｐ５（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

定。但随后由于美国将主要精力投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Ｐ５设想从而陷入停顿。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在墨西哥举行的

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三国

就建立ＦＴＡ举行了谈判。２００４年，文莱成为该谈判的观察

员国，并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加入谈判。２００５年７月，四国签署

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即Ｐ４），该协定于２００６年

５月正式生效。２００８年２月，美国宣布加入协议，并在当年

的３月、６月和９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一体进行了三轮谈

判。同年，澳大利亚和秘鲁也先后加入谈判。２００９年 １１

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

和秘鲁同意加入。至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正式

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随着美国的加入并

全方位主导谈判，原本默默无闻的 ＴＰＰ一下子备受瞩目。

２０１０年，马来西亚和越南正式成为谈判成员。２０１２年，墨

西哥正式成为ＴＰＰ第十个成员国，随后加拿大也宣布正式

加入ＴＰＰ。２０１３年３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加入

ＴＰＰ谈判。截止２０１３年７月，ＴＰＰ谈判参与国已经包括１２

个。此外，泰国、韩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也表达了要

加入ＴＰＰ的意愿。

ＴＰＰ谈判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工业品、农业产品和纺织

品与服装的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动植物卫生检疫；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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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措施；贸易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跨境服

务；政府采购；电信服务贸易；电子商务；投资和金融服务；

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劳工和环境保护等。与 ＦＴＡ和 ＥＰＡ等

常见的贸易体制相比，ＴＰＰ的最大特点是：在货物贸易方

面，协定要求签约各方实行无条件、无例外的零关税措施。

此外，ＴＰＰ的标准和覆盖领域远超过一般的自由贸易区协

议，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自由贸易机制。ＴＰＰ协议采取开放

的态度，欢迎任何ＡＰＥＣ和非ＡＰＥＣ成员参与，所以ＴＰＰ被

称为全面的，高水平的和开放性的新型协议，是“２１世纪自

由贸易协议的典范”。

２００９年，在新加坡举行 ＡＰＥＣ峰会期间，日本外相冈

田克对ＴＰＰ表示出了浓厚兴趣，首次对外表示日本将积极

考虑加入，但是日本内部有着比较大的争论。２０１０年，在

ＡＰＥＣ横滨会议闭幕当天，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明确表示，

日本有意加入ＴＰＰ。在随后２０１１年１月，菅直人在外交政

策演说中再次提及 ＴＰＰ。但是，同年的３月日本发生大地

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加上民主

党内和农业部门等行业的强烈反对，ＴＰＰ问题被暂时搁置。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日本将朝着加入

ＴＰＰ谈判为目标，开始与美国等相关国家进行协商。但是

由于多方的反对，该计划最后不了了之。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５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日本加入 ＴＰＰ谈判。作为

区域经济大国，日本的加入将使 ＴＰＰ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占到全球的近４０％，且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约三分之一，

不可避免地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安倍政府此次重提加入 ＴＰＰ谈判，一方面是“老调重

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日本政府长久以来的 ＴＰＰ情结。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ＴＰＰ具有充分的吸引力，是提高日本国

内经济活力的一剂不错药方。另外，美国作为 ＴＰＰ的主导

者和推广者，如果日本加入 ＴＰＰ，将更有利于巩固美日同

盟，形成以美日为主导的亚太新自由贸易圈。这不仅有利

于日本在政治层面获得美国更加稳固的信任，给日本带来

更加稳固的地区安全感，更有利于日本在政治经济领域进

一步牵制中国。

二　日本加入ＴＰＰ的动因分析
历经三届政府，耗时四年，日本最终正式宣布加入ＴＰＰ

谈判。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加入 ＴＰＰ不仅是为了实现其长

久以来的ＴＰＰ情结，更重要的是，现阶段加入 ＴＰＰ是日本

政府综合分析经济影响和战略考虑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实

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一）日本加入ＴＰＰ的经济动因

１．提升日本的经济开放程度

日本从 ２０００年起就逐渐开始重视 ＥＰＡ（经济伙伴协

定）进程，但是与其它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较，日本已经显现

出落后的态势。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日本与 ＥＰＡ国家之间

的贸易量在日本贸易总量中仅仅占了１６％的份额。面对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的缓慢增长、竞争激烈的出

口局面，日本国内财界和产业界普遍认为“贸易壁垒”是主

要的原因，因此加强贸易自由化应该是日本的必然选择。

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加，ＴＰＰ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会相应

提高，按照ＴＰＰ完全废除关税的原则，日本的加入对于其

企业而言将意味着更广泛的海外市场。另外，ＴＰＰ敦促参

加国在投资、服务等广泛的领域统一规则，市场更为开放，

日本国内市场也会由此放宽，企业增长的空间也会增大。

因此，加入 ＴＰＰ给目前已经略显封闭态势的日本经济提供

了一个良好机遇，不仅能够提升日本的经济开放程度，更

会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所以，安倍晋三政府急需

抓住目前的机会，参与 到 ＴＰＰ的谈判。特别是现在 ＴＰＰ

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尽早的参与才能制定有利于本国的

标准和规则。

我国学者沈铭辉表示，日本加入 ＴＰＰ不是安倍政府的

“一厢情愿”，更代表着这个国家产业界的一种要求。面对

“明治维新”以后的二次开放，加入ＴＰＰ对日本来说非常重

要，有着经济上的诉求，特别是希望在日本经济增长乏力

的情况下，通过再次开放找到日本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加

入ＴＰＰ从经济上来说是非常理智的一种选择”。

２．带动日本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对日本来说，加入 ＴＰＰ虽然会对其农业有所损害，但

是与更广阔的工业产品出口市场相比较，这些损害是可以

接受的。因此加入ＴＰＰ，将带动日本的出口，促进日本工业

生产，避免其国内产业空心化，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据

日本内阁府估计，加入 ＴＰＰ后，出口增长最多可使日本

ＧＤＰ每年增加３．４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和产业界认为，参

加ＴＰＰ可使经济疲惫的日本获得经济增长动力，由于社会

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国内需求难以大幅增加，参

加ＴＰＰ各国和地区原则上撤销关税，日本容易受惠于亚洲

新兴国等海外需求，对扩大出口有利。日本汽车业、电子

业和制造业是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果 ＴＰＰ成员撤销

关税，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出口将会大量增加，这也将会使

得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大大提高。以汽车为例，美

国对进口汽车一般要征收２．５％的关税，日本出口汽车平

均以每辆４００万日元计算，美国撤销关税后可降价１０万日

元。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日本向目前已表明参加 ＴＴＰ

谈判的１１个国家缴纳的关税每年约４７００亿日元，其中一

半为汽车关税。因此加入 ＴＰＰ，日本出口汽车的竞争力将

会大大提高［１］。

（二）日本加入ＴＰＰ的政治动因

１．增强日美同盟关系

２０１０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日本时任首相菅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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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会谈中表示，欢迎日本加入 ＴＰＰ，并期待日本在亚太地

区的贸易扩大、市场开放方面起到积极作用。２０１１年 ９

月，奥巴马在与野田佳彦会谈时，再次表示，“ＴＰＰ不仅仅是

经济问题，更是美日同盟的战略问题”。美国前国务卿希

拉里更是撰文称，“２１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需要

领导太平洋，而美日同盟则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中，日美同盟是其外交的基轴，但随着

中国的崛起，中日关系由于钓鱼岛问题不断恶化以及金正

恩上台后朝鲜半岛局势的不明朗态势，日本更是积极支持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ＴＰＰ作为美国重返亚太

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加入，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而且

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日美同盟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ＴＰＰ成员国的 ＧＤＰ总量中，美国就占了大约

７０％，而日本的比例也达到了２０％，日本加入 ＴＰＰ即等同

于同美国签订了 ＦＴＡ，这对于日本商品进一步打开美国市

场将会有着极大的帮助，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日本的经济增

长。其次，作为回报，美国表明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

理事国，奥巴马还重申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范围适用于中

日之间存在领土纠纷问题的钓鱼岛，并将进一步加强与日

本的资源、能源合作，以应对中国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资

源等问题［２］。因此日本加入 ＴＰＰ，日美同盟关系无疑会得

到进一步增强，同时也使得日本谋求在国际问题上发挥更

大作用的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实现。

２．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崛起发展

对于日本加入 ＴＰＰ的政治动因，普遍认为，除了增强

日美同盟关系外，更多的是日本出于对遏制中国崛起发展

的考虑。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说的，“虽然不能公开说

出来，但ＴＰＰ是对华战略的一环，日本有在亚太地区建立

美日主导的自由贸易机制，牵制中国”。９０年代以来，中国

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的

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大。与此同时，中国近

年来积极参与到 ＥＰＡ与 ＦＴＡ的进程中，２０１０年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陆与台湾的 ＥＣＦＡ协议也与

２０１０年６月正式签署，此外中国已经与１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签署了ＦＴＡ。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而同

为亚太地区的日本却不得不面临着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在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相对下降的状况。这种状况

对于日本而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因此，安倍晋三

政府希望以加入ＴＰＰ为契机，形成以美日主导的，通过ＴＰＰ

在亚太形成具有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便在经济

上制衡中国的崛起发展。

三　中国的发展与对策
ＴＰＰ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布局的新设想，是美国重

返亚太的重要手段。通过 ＴＰＰ，美国一方面可以取得制定

亚太地区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制约亚

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从而以经济为纽带建立亚太地

区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加入，无

疑会使ＴＰＰ的吸引力得到大大的提升［３］。现阶段日本的

加入，更是对中国的崛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不仅削

弱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吸引力和话语权，更是对中国的经

济发展制造了许多问题。因此针对日本加入 ＴＰＰ这个事

实，中国需要根据自身的目标定位和利益诉求，及时作出

战略反应和政策选择。

１．灵活运用多种贸易发展手段

不管是加入 ＷＴＯ推动贸易全球化，还是缔结多边、双

边ＦＴＡ，都是促进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ＴＰＰ仅仅是亚太地

区诸多自贸协定中的一种，在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选项，

中国完全可以多方参与，灵活运用。

目前，中国正与全球２８个国家和地区建设自贸区，其

中已经签署了１０个ＦＴＡ，另外５个已经在商建中。在亚洲

地区，中国也参与了多个多边贸易机制，如东盟１０＋１、东

盟１０＋３等。为了应对日本加入 ＴＰＰ的影响，中国需要推

动自己的ＦＴＡ建设。２０１２年５月，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

人在北京宣布，三国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

意味着经过十年的努力，东亚三国正式踏上建设自由贸易

区进程。虽然日本现在加入了 ＴＰＰ，但是中日韩自贸区的

大门并没有因此关闭，中国可以先与韩国建立ＦＴＡ，再逐步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２０１３年６月，中韩首脑会谈，

两国共同发表的《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更是加快了中

韩ＦＴＡ的进程。中国目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 ＦＴＡ

在层次和数量上还略显不足，中国需要积极构建新的双边

ＦＴＡ，特别是与亚太地区的大国（俄罗斯、加拿大与印度等）

建立 ＦＴＡ。此外中国还可以绕开 ＴＰＰ和更多的国家订立

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 ＴＰＰ成员国订立自由贸易协定，构

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网络，以此弱化 ＴＰＰ的

有限冲击，对冲其潜在不利影响。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东盟 １０

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正式启

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谈判，计划２０１５年

建成１６国自贸区。ＴＰＰ和 ＲＣＥＰ成员国存在不少重叠。

有分析认为，未来一两年，ＲＣＥＰ和ＴＰＰ，谁最先完成谈判谁

就将占据优势，更可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早些时候提

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的样板［４］。因此针对日本

加入ＴＰＰ后的严峻形势，中国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２．以开放的姿态研究中国加入ＴＰＰ谈判的可能性

中国目前尚没有加入ＴＰＰ谈判的打算，但这并不表示

中国就完全拒绝ＴＰＰ。现阶段，受限于自身的发展水平以

及考虑到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中国在短期还不会加入 ＴＰＰ

谈判。但是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与出口导向型的亚

太大国，经济贸易自由化显然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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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Ｐ作为一个全新的自贸协定，为亚太乃至全球区域自贸

合作树立了新榜样，创立了一个高水平的模式，代表了为

了双边与多边的 ＦＴＡ谈判潮流。日本的加入只是另一个

开端，未来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也势必对中

国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商务部研究院王立副研究

员认为，随着日本加入 ＴＰＰ谈判，美国 ＴＰＰ战略剑指中国

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中国如果继续旁观，未来势必面临被

包围和被孤立的局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汉林和魏磊

教授认为，美国已经将出口战略重心放在亚洲地区，未来

ＴＰＰ有可能发展成为亚太自贸区，中国可以将 ＴＰＰ作为整

合亚太区域经济的一个契机［５］。从发展前景来看，ＴＰＰ将

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可能成为建立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中国作为区域大国，长期徘

徊在局势之外并不可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越来越处于不利

地位。因此，对中国而言，需要认清 ＴＰＰ带来的挑战与机

遇，以开放的姿态密切跟踪和研究 ＴＰＰ的谈判议题和进

程，探讨中国加入ＴＰＰ的可能性，趋利避害，然后根据国际

政治格局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权衡自身的综合利

益，选择适当的时机参与到 ＴＰＰ谈判中来。

四　结　语
ＴＰＰ作为美国主导“立足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作为

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战略支柱，日本的加入，一方面无

疑使得ＴＰＰ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巩固了美日同盟，逐渐形成以美日为主导的亚太新自由

贸易圈，进而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崛起发展。对于中国而

言，日本加入ＴＰＰ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趋利

避害、积极应对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面对

日本加入ＴＰＰ这一事实，中国一方面需要灵活运用多种贸

易发展手段，推进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

局［６］，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弱化ＴＰ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

需要以开放的姿态研究加入ＴＰＰ的可能性，根据国际政治

格局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权衡自身的综合利益，考虑

选择适当的时机参与ＴＰＰ的谈判，以多种方略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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