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根據上文，舉例說明TPP的成立背景和特點。

2. 根據上文，解釋TPP面臨的兩大挑戰。

3.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分別舉例說明中國加入TPP的兩項利弊。

4.你認為中國應加入TPP嗎？為甚麼？

5.你在何等程度認同「美國想透過TPP來擴張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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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落幕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大

力向各成員倡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希望藉此鞏固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並制衡中國在區

內的經濟影響力。美國此舉令《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再次引起外界關注。到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是甚麼？

中國作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重要成員，又應否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下文將作探討。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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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全球化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上年正

式啟動。圖為第七屆中國─東盟博

覽會。 資料圖片

■有學者指，日本加入TPP意味其經濟將徹底脫離亞

洲，面向美國。圖為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中)在出席亞太

經合組織領袖晚宴前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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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現有5國成員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於1989年由時任澳洲總
理霍克提出並成立，其目的是推動貿易和投資自
由化、加強成員之間的經濟和技術合作等。現時
共有21個成員，包括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香
港和台灣等。

新加坡等3 國先簽署
雖然APEC為成員之間的溝通提供良好的平台，

但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的進展不大。部分成
員如新加坡、智利和新西蘭的領導人於2002年的
APEC峰會上，決定在3國範圍內先行開始經濟合
作的談判。2005年7月，3國簽署《跨太平洋戰略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TPP)。同年8月，汶萊簽
署加入。2006年，TPP正式付諸實施。截至2009
年，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汶萊4國的人口為
2,465萬，GDP總和佔全球的0.8%，對外貿易佔
全球2.2%。

由於上述4國的經濟實力較小，相互依存度不
大，地理距離較遠，TPP一開始並沒有發揮作
用。不過，TPP的協議與一般自由貿易協議有明
顯不同。在一般自由貿易協議裡，締約方會將一
些對該方較關鍵的領域，排除在協議內容內；但
TPP不承認任何例外的領域，而是實現全面的貿
易自由化。這點引起外界不少關注。

澳秘馬越正展談判
2009年，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美國正式宣

布加入TPP的談判。在其落力的推動下，TPP
也引起其他國家的興趣。現時，除以上5個國家
外，還有澳洲、秘魯、馬來西亞及越南正就
TPP的擴展進行談判。日本及韓國等也表示有
興趣加入。

獲高質自貿區美譽
綜合而言，TPP共有以下3個特點，包括跨度

大、關稅覆蓋面大及議題具時代性。

唯一跨太平洋多邊自貿區
新加坡和汶萊位於亞洲東部，地處西太平洋沿

岸；智利位於南美洲，地處太平洋東岸；新西蘭
位於大洋洲，地處太平洋西南部。4國連接三大
洲，令TPP作為當今唯一跨越太平洋的多邊自由
貿易區。

取消關稅覆蓋面大
TPP被譽為「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區」，因為其取

消關稅的商品覆蓋面大。該協定規定，新加坡、
智利和新西蘭的全部徵稅品目、汶萊99%的稅目
都要被取消。而不少自由貿易區仍保留一定數量
的稅目。其次，自由化領域廣。協定內容除貨物
貿易自由化外，還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貿易技
術壁壘、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方面的條款。

議題與時並進
TPP除具備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的關稅減讓內容

外，還將當前國際經濟一體化中出現的新議題，如
食品安全、氣候變化等包括在內，議題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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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長期貿易爭端
中國作為世界出口大國，經濟貿易自由化最符合中國利益。目前中

國出口產品的主要市場是美國、歐盟和日本。但歐盟本身是一個地理
上存在封閉性的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組織，中國很難參與其中。因此，
中國有望突破的只有美國和日本。
有學者指出，如果中國參加TPP，實際上構成中美日自由貿易區，

獲得與美國之間貿易的無條件、無例外的零關稅待遇，不但一舉解決
長年困擾中美關係的貿易爭端，而且還令中美貿易取得大幅突破。對
於中日關係而言，由於中國和日本難以直接進行雙邊或東亞區域性多
邊自由貿易談判，亦可在TPP的框架下實現事實上的中日自由貿易。

有望實現廣域一體化
至今為止，經濟一體化亦被稱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地理相鄰性作

為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條件。中國現有的經濟一體化戰略也是根據這個
觀念加以實施，即以東北亞、東南亞和中亞3個地理鄰近地區，作為
發展方向。
由於APEC框架下的廣域經濟一體化，幾乎陷於空談，中國並未予

以關注。TPP的出現令廣域經濟一體化具有極大的現實性。這令部分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陷入僵局的亞太國家，或試圖追求更佳經濟一體
化效應的國家，開始從TPP廣域經濟一體化中找到發展的方向。

美國在2009年簽署TPP後，極力推動其他國家或地
區加入，究其原因主要與政治和經濟有密切關係。

圖建亞太自貿區 復興經濟
美國經歷金融海嘯後，經濟復甦乏力，必須擴大海

外市場以刺激經濟。商務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
究員梅新育表示，美國政府已將出口促進經濟的戰略
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出口5年翻番」的目
標。由於歐洲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的市場容量有限，亞太地區順理成章成為美國擴大出
口戰略的首選之地。美國可把TPP作為跳板，逐步擴
展至其他國家，以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抗衡中國擴張區內勢力
自1997年金融風暴後，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展變得

緩慢，但以中國、東盟為主要推動者的合作機制卻發
展迅速。2010年1月，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
動，這令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邁向新一頁。美國明
顯地被排除在東亞一體化的進程。為加強在亞洲地區
的領導，美國透過TPP，建立跨太平洋的一體化組
織，以抗衡中國推動的東亞一體化進程。

矛盾多欠共識 談判進展緩慢
儘管TPP得到美國的全力推動，但未來仍面臨不少

挑戰，現分析如下：

經濟不達標 擴展有難度
有學者認為，TPP若不擴大，就沒有影響力。因此，

增加成員是決定TPP前途的關鍵。但這畢竟是一項有嚴
格約束性的協定，各方需要慎重考慮才能作出決定。
目前，除美國外，已參與TPP談判的還有澳洲、秘魯、

越南和馬來西亞。其中，馬來西亞和越南由於經濟開
放度未「達標」，能否成為首批擴容成員仍是問號。
至於已表示有興趣加入、但未展開談判的有加拿

大、墨西哥、日本和韓國。有學者分析指，日本是美
國最想拉入TPP的國家，但TPP不可能排除農產品的市
場進入，而且TPP中不乏農產品強國，而日本在短期
內迅速放開農產品市場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日本參加
TPP談判，也不一定成事。至於韓國，只是對TPP有興
趣而已，短期內加入的可能性不大。

美以己為準 門檻過高
TPP既然被標榜為「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區」，其條款

之嚴、門檻之高自然也是其他自由貿易區望塵莫及
的。農產品尤其是糖製品和乳製品的市場進入更是一
大難題，這涉及加拿大、美國及新西蘭等多個成員；
紡織品也不好辦，越南與美國之間將有一場惡鬥。勞
工環境條款方面，美國認為原先的標準太低，要求按
自己的標準修改，並警告各成員必須採取「強有力的
措施」後才有資格加入TPP。但有學者指出，如此高
標準，APEC很少成員能夠達標。

利好中美關係 VS 拖累國內經濟

■有分析指，美國試圖透過TPP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以

加快經濟復甦的步伐。圖為示威者佔領華爾街。 資料圖片

美國入主後落力推動
■有人認為，如果中國加入TPP，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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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日本投美抗華
．零關稅衝擊農業市場
．影響服務貿易

．化解長期貿易爭端
．有望實現廣域一體化利

利 促成日本投美抗華
有學者指出，若日本成為未來TPP的一員，意味

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實現遙遙無
期，反映日本經濟徹底脫離亞洲，面向美國。另有
分析指，日本還有意圖將參加TPP作為對抗中國崛起
的一個戰略。

零關稅衝擊農業市場
在中國參加TPP的情況下，TPP的無條件、無例外零

關稅措施將會令中國的農業和農產品失去「保護傘」。
全面開放中國農產品市場，會給中國經濟造成衝擊，
影響程度絕不亞於中國入世。

開放服務貿易 影響消極
中國目前在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勞工保護等方面

有很多法律制度上的薄弱環節。若中國啟動參加TPP
的談判，它對中國經濟領域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影響，
特別是在服務貿易領域中的進一步開放，將會遠超過
中國入世關於服務貿易方面的市場准入承諾，帶來消
極作用。

弊
有學者提醒說，中國加入TPP前，必須平衡當中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