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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TPP 谈判述评
陈霞|彭慧

报告中，将互联网经济、环境保护、劳

工标准、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列为新

贸易问题，表示妥善应对这些新问题有

利于保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在互联

网经济方面，成员国一致同意制定互联

网规则，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在环

境保护方面，承诺兑现已签署的多边环

境协议，在制订环境标准方面的分歧进

一步缩小 ；在劳工标准制定方面，接近

达成一致，承诺将维护国际劳工组织规

2014 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谈判进入第五年。各方就市场准

入、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企改革等敏

感领域和重点问题展开谈判，在一定程

度上弥合了分歧，但仍未最终达成协议。

现将 TPP 2014 年全年谈判进展做综合分

析，并对未来谈判进行展望和思考。

一、2014年TPP谈判进展

（一）谈判主要内容及进展

1. 市场准入。在商品市场准入方

面，多数成员国已经就关税减免达成初

步共识，但一些成员国在某些特定产品

的关税方面未达成一致意见，如美日等

国关于农产品关税问题仍存重大分歧 ；

同时，成员国在降低投资壁垒问题谈判

上有显著进展，但在服务、投资、商务

人员准入方面还需进一步磋商，逐步缩

小分歧。

2. 区域协定。在原产地规则谈判上

取得较为明显进展 ；在海关、贸易便利

化和物流等问题上，接近达成协议，承

诺减少贸易中的复杂手续，为企业更便

捷地推广产品提供便利 ；在打击走私和

非法转运方面，努力兑现合作承诺，使

TPP 协定有利于企业和工人 ；在清除非

关税壁垒方面接近达成一致 ；在促进

监管合作方面，各成员国表示将以一种

更好的方式确保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能

力。

3. 新贸易问题。2014 年 11 月，TPP

成员国贸易部长向领导人会议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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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劳工权利 ；在建立制度确保国企和

私企在公平环境下竞争方面基本达成共

识，但就国企改革仍存分歧 ；在知识产

权领域的谈判上进展甚微。

4. 跨领域贸易问题。跨领域贸易议

题谈判接近完成。各成员国将提高监管

标准，鼓励监管一致性，通过采取一系

列措施，加强透明度和监管流程 ；在深

化生产和供应链方面基本达成协议，成

员国一致同意确保 TPP 相关条款能使中

小企业充分获益，从而为各国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 ；同时，各成员国同意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改善妇女和低

收入人群的工作机会，鼓励各成员发展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二）谈判主要分歧和特点

1. 谈判密度加大，但收效甚微

为了力争在 2014 年底前结束谈判，

全年谈判密度加大，共举行了一次领导

人会议，四次部长级会议，一次首席谈

判代表会议，五次工作组会议，此外每

月还都举行多轮双边或多边磋商。如此

密集的 TPP 谈判和磋商在过去四年是极

为少见的。但 2014 年谈判进展却并不如

预想顺利，收效甚微，在市场准入、知识

产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敏感领域

分歧仍难以弥合。具体来说，在市场准

入方面，澳大利亚希望美国放宽糖业准

入，新西兰要求美国准许其奶制品进入

市场，越南则主张美国放宽纺织业的市

场准入 ；在知识产权方面，尤其是在医

药品领域，美国主张延长新药的产权保

护时间，而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经

济体则反对 ；在国有企业问题上，美国

力主进行国企改革，但越南和新加坡因

有国企较多，推进改革进度难能如愿，

TPP谈判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大。

2. 美日分歧突出，拖慢谈判进程

尽管 TPP 各成员在敏感问题上仍

存分歧，但最大的分歧来自于美国和日

本，双方在关税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

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卡特勒将日本农产

品关税减让问题列为 TPP 谈判面临的首

要挑战。日本坚持征收大米、小麦、白

糖、奶制品、肉类（牛肉和猪肉）等五类

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美国则希望尽可能

长期保持对日本汽车的进口关税。日方

提出在肉类产品关税问题上可考虑采取

紧急进口措施，即在降低关税的同时，

实施应对进口激增的保护措施，当进口

量激增时立即启动恢复关税税率，但美

方并未同意日方这一提议。同时，日本

要求美国废除汽车关税，制定取消汽车

零部件税的时间表，但美国以国内汽车

生产商的利益受损为由始终不肯在汽车

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上让步。原本奥

巴马 4 月访日期间，希望能与日在关税

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最终也未能弥合分

歧。美日分歧进一步拖累了谈判进程。

3. 美日加国内阻力日益突出，谈判

陷入困境

就美国而言，首先是国内农业团体

和汽车制造商施压，要求奥巴马政府在

与日本的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迫使日

本取消关税，放开农产品市场准入。其

次是贸易促进授权（TPA）问题，奥巴马

政府迟迟未能获得国会对于 TPA 的快速

通道，引起 TPP 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因

为没有国会批准的 TPA，TPP 协议即使

达成也很难获得国会批准。第三，在 11

月结束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惨败，共和

党全面掌控国会，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

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合作的国会，鉴于

两党政治复杂，共和党也可能不会同意

奥巴马在其任内完成 TPP 谈判。因此，

美国国内的巨大阻力势必会影响到 TPP

的谈判进程。

在日本国内，一方面，农业团体多

次进行激烈抗议，要求安倍政府在 TPP

谈判中不能让步，要保护大米、小麦、

白糖、奶制品、肉类等农产品领域。另

一方面，安倍又希望借助 TPP 推动国内

结构改革，但 TPP 谈判一直未能完成，

对国内改革的影响有限，日本经济也未

出现明显好转，加之 4 月消费税的提高

又饱受争议，国内主张停止 TPP 谈判的

不断增多。这些问题使安倍难以在农产

品关税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加大了与

美谈判的难度。

TPP 谈判在加拿大国内也遇到极大

阻力。加入 TPP，哈珀政府必须大幅减少

对国内肉禽蛋奶等农副产品的补贴和保

护，遭到国内农业团体的激烈反对。如

何在谈判中处理国内农副产品保护问题

成为加政府谈判的难点和焦点，这对本

已分歧重重的 TPP 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二、TPP未来进展分析

（一）TPP 谈判 2015 年能否完成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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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确定性

奥巴马自上任之初就积极推进 TPP

谈判，并期待 2013 年年内能达成协议，

但由于多方原因，谈判未能如期完成。

此后，TPP 谈判结束的时间表一再推迟，

从 2014 年初、奥巴马4月访问亚洲前后、

美国中期选举前，最后 2014 年底完成谈

判的愿望也落空。各成员国只能寄希望

于 2015 年，但完成谈判的具体时间甚至

2015 年底前能否达成 TPP 协议都存在

不确定性。在 TPP 即将达成协议的最关

键阶段，美日间分歧难以调和，加之美、

日、加等不少成员国都遭遇各自国内阻

力，越南、马来西亚等也在国有企业、

知识产权等敏感领域达到 TPP 的高标准

也存在一定难度，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

TPP 达成协议的不确定性。此外，即使

TPP 12 个成员国最终达成协议，由于美

国国内政治问题，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未

获得 TPA， 且丧失了对国会的控制权，国

会极有可能对 TPP 成员国达成的协议进

行修改，甚至拖延不批，不排除奥巴马

任期内不被批准的可能。 

（二）日本在美日分歧间做出妥协

的可能性较大

TPP 12 个成员国中，美国和日本推

动 TPP 达成协议的愿望最为强烈。奥巴

马政府希望借助 TPP 来实现其“重返亚

太”的战略，安倍政府则试图借助 TPP

推进国内相关改革。但美日之间在关税

问题上又存在巨大分歧。美国立场相对

更为强硬，丝毫未表现出让步的意愿，

并要求日本在农产品关税问题上做出让

步。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甚至表示，如

果日本不做出实质性让步，美国将呼吁

各成员国达成一个 11 国协议，将日本

排除在外。反观日本，在农产品关税问

题上已经做出一些让步，提出了紧急进

口措施等替代的解决方法。鉴于美日双

方都希望尽快结束谈判，而且安倍对于

通过 TPP 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存有较大决

心，美日双方终将在 TPP 谈判中有所妥

协，但日方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更大。

（三）最终协议标准或被打折

TPP 一直被标榜为高标准的自由贸

易协定（FTA），其内容之多、标准之高、

条款之严都加大了谈判的艰巨性。TPP

各成员国在多份共同声明中一再表示，

TPP 谈判将坚持高标准，不会有所降低。

但现实是，如果 TPP 继续坚持原来的高

标准、严要求，将很难在国有企业、政府

采购、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敏感领域

弥合各方分歧，完成谈判。在 11 月北京

举行的 TPP 领导人会议上，各成员国共

同发表声明，称将“灵活、创造性”地找

到解决办法，在 2015 年尽快结束谈判。

要想尽快结束谈判，美日之间首先要做

出妥协，其他成员国也需做出让步，这

就意味着目前的条款并不是刚性的，和

最终的协议存在不少妥协的空间。

（四）韩国在谈判结束前加入 TPP

的愿望可能落空

韩 国 于 2013 年 10 月 表 达 出 加 入

TPP 的意愿，2014 年开始积极与 TPP12

个成员国展开双边预备谈判，希望在

TPP 谈判结束之前尽快加入。但韩国的

愿望有可能落空，因为现有成员的谈判

已经十分深入，且 TPP 谈判一拖再拖，

成员国都希望能尽快结束。现阶段成员

国的首要目标就是在 2015 年尽快结束

谈判。如果此时韩国加入，将进一步加

大 TPP 的谈判难度和复杂性，也会拖累

TPP 的谈判进程，影响现有成员设定的

目标和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一再

强调，任何新成员的加入都需等到现有

12 个成员国之间的谈判结束。因此，韩

国可能无法在协议达成前加入 TPP。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一）继续对 TPP 持积极开放态度

我国对 TPP 应继续持积极、开放的

态度，但在实际做法上可不必急于加入

TPP。一方面，美国和其他成员国的首要

目标是尽快完成谈判，不会在谈判结束

前继续吸纳新成员 ；另一方面，我国现

阶段适应 TPP 的各项条款或者标准还存

在一定难度，加入 TPP 要循序渐进。当

前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积极与美

开展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尽早达

成协议，为未来与美达成更高级别的自

贸协定奠定基础。美贸易代表弗罗曼也

公开表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点是

深入磋商 BIT，而不是 TPP。相信有 BIT

作为基础，我国最终加入 TPP 将是一个

水到渠成的过程。

（二）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

 我国应抓住 TPP 谈判间歇期的有

利时机，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力争在 2015 年底前达成协

议。在此基础上，尽快启动亚太自贸区

（FTAAP）可行性研究，引领制定 FTAAP

路线图，同时促进 FTAAP 与 TPP、RCEP

等现有多边机制的互动。RCEP 和 TPP

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二者可

以相互促进，推动两机制未来可能的融

合，为 FTAAP 进程累积基础。

（三）进一步推进区域和次区域自

贸区建设

我国现在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智

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

冰岛、瑞士签署了自贸协定。2014 年 11

月，我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自贸协定意

向书，2015 年将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中

韩自贸区在两国领导人的力推下也结束

了实质性谈判，中韩自贸协定也有望于

2015 年签署实施。我国自贸区网络不断

扩大。TPP12个成员国中，除美国、日本、

加拿大、墨西哥外，都与我国签署了自

贸协定。我国应继续推动中日韩自贸区

谈判，在中加经济财金战略对话机制的

基础上逐步发展与加的经贸关系，同时

积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进一步冲抵 TPP 带来的影响。

（作者单位 ：财政部亚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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