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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Brief No. 201906        May 20,2019 

 

美日、美欧自贸谈判的 A、B面
①
 

 

当前，美国面临着两项重要的贸易谈判--美日及美欧自贸谈判。

然而谈判似乎并非一帆风顺。美方强势要求谈判迅速展开且将农业纳

入其中，欧盟的立场文件则暗藏多重玄机，并明确指出谈判范围排除

农业；日方在 4 月 26 日结束的对美第二轮谈判中同样拒绝了这一建

议。美国与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前景如何？难点在哪？在纷繁复杂的

国际形势下美国重启自贸谈判，国际贸易格局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报记者特邀业内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 

 

1.美国表示 5 月底能达成美日自贸谈判。对此您是否看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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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最新消息显示，美国白宫推迟 6 个月就汽车加征关税作出决

定，并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有关经济体就汽车贸易进行谈判。

您认为这将对美日自贸谈判带来何种影响？ 

 

倪月菊：我认为美日贸易谈判在 5 月底达成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很

小。我们知道，美日开始贸易谈判源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

策。美国希望通过双边谈判对日本进行极限施压，解决美日贸易逆差

问题，使美国利益最大化。对此日本是心知肚明的，这也是日本一拖

再拖，今年 4 月才同意与美国进行正式谈判的原因。而日美贸易差额

主要源于日本对农业市场的保护以及日本汽车的强大市场竞争力。因

此，美国在美日贸易谈判中首先锁定了农产品和汽车两大领域。 

 

关于农产品市场开放，日本目前只同意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的谈判标准，这一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是奥巴马政府急于

达成协议而对日本妥协的结果。特朗普政府主导的贸易谈判在农业问

题上可能要求日本作出更大的开放承诺。而农业问题一直是日本最敏

感的领域，特别是今年 7 月日本将进行参议院选举，在此关键时刻安

倍政府一定会坚守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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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出口，鉴于汽车是日本重要的出口商品，在目前日本经

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不会轻易答应美国，对本国汽车出口进行数

量限制，这会对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造成巨大打击。目前，日本只能在

加大对美国汽车产业的投资上作出承诺。因此，短期内美日贸易谈判

很难达成协议。 

 

张菲：特朗普政府意图借助美日自贸谈判的迅速达成来修正美日

贸易长期失衡的“非公平”状态，为美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

条件。 

 

但是美日双方在贸易谈判涵盖的范围方面分歧较大。日方反复表

示谈判对象仅涉及货物贸易，不包含服务贸易。美方一直表示要谈的

是自贸协定，谈判范围包括：农业与生物技术、汽车、公平竞争、化

妆品、数字贸易、直销、电子支付、能源及基础设施、快递服务、金

融服务、功能性食品和膳食补充品、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以及医药与医疗设备等。美日两国谈判纠缠较多的领域除了农业和汽

车产业之外，又增添了服务业。因此，美日想要达成自贸谈判需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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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作出巨大让步和牺牲。 

 

万喆：我认为美日自贸谈判会向前推进，但是 5 月底达成一个令

双方满意的结果可能比较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农业问题，

还有一个“大棒子”就是汽车关税。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一直是美日

自贸谈判的焦点，即将面临参议院选举的安倍政府需要拉拢农民选民。

预计这两个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可能会呈现出拉锯战的局面。 

 

至于加征汽车关税，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一贯行为，美国会把它当

作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2.如何看待美欧自贸谈判前景？双方的胶着点是什么？ 

 

倪月菊：与美日贸易谈判一样，美国与欧盟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

目的也是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除了产品标准外，美国同样希望将着

眼点放在农业和汽车问题上。然而，是否应该把农业放入谈判中，双

方一开始就有很大分歧，美国坚持应该谈农业问题，欧盟一些成员国，

特别是法国则坚决反对。最后，欧方划出两条“红线”：一是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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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在本轮谈判范畴之内；二是美国如果对自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

关税，欧盟将立即中止谈判。从欧盟划定的第一条红线看，美国国内

的反对声音很高，事实上美国与欧盟开启贸易谈判的重要目标之一就

是让欧盟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现在欧盟将农产品排除在外，美国

很难同意。即使最终同意了，不包含农业的贸易协定也很难获得美国

国会的批准。第二条红线就是看美国是否加征汽车关税。目前美国白

宫推迟 6 个月就汽车加征关税作出决定，并指示莱特希泽与有关经济

体就汽车贸易进行谈判。但从特朗普的惯用手段看，一旦双方谈判陷

入胶着状态，美国必拿出加税这把杀手锏，美欧自贸谈判随时可能夭

折。 

 

再从产品标准看，美欧在很多产品标准上面临较大分歧，这成为

美欧自贸谈判的一个新难点。此外，法国坚持不与退出《巴黎协定》

的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如果欧盟达成协定，法国依然可以行使一票否

决权，美欧自贸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 

 

张菲：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对外贸易中奉行“美国优先”

政策，在贸易谈判中动辄运用加征高关税为武器，向谈判伙伴极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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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使其让步。这种做法为美欧和美日自贸谈判埋下了隐患。美欧

自贸谈判以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为核心，目前双方的胶着点是逆

差、补贴和标准三方面。 

 

另外，美欧在谈判范围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是否应该将农业纳

入贸易谈判。美国坚持要达成自贸谈判就必须包括农业，欧盟则表示

从未将农业问题提上议程。此外，由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环境

标准仅对欧盟成员国有约束。法国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认为这样极

不公平，因此对美欧自贸谈判的态度并不积极。即使美欧最终达成自

贸协定，法国能否在协定上签字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万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美欧就发起了自贸谈判，但并未获得

成功。此次谈判美欧主要以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为核心，但一方

面美欧之间的关税水平，尤其是制造业的关税水平其实已经很低了，

可谈判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法国不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因

此对美欧自贸谈判的态度并不积极。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谈判的关键

还是在农业问题上，欧盟国家对农业选民要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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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美欧自贸谈判的难点还是比此前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协议谈判少一些，未来有望进一步推进。 

 

3.美欧、美日一旦完成自贸谈判，是否会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这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倪月菊：美欧和美日一旦分别达成自贸协定，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和主要贸易国（地区）均包含其中，势必会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首先，国际贸易规则将被重写。尽管美欧和美日在谈判中有很多

分歧，谈判中也会有一定的妥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协定的标准，

但无论如何，达成的协议一定会超越 TPP，特别是美欧谈判是以零关

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的，一旦达成将成为目前世界上高标准的

贸易协定，并成为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 

 

其次，世贸组织（WTO）可能被架空，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会更多。如果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

国均享受一个更高水平的自由化的话，其对 WTO 的兴趣和关注度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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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甚至退出 WTO，使 WTO 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俱乐部，对国际贸易

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甚至被架空，中国在国际治理舞台上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尽管目前美欧和美日自贸谈判的前景未明，

但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张菲：美欧、美日一旦完成自贸谈判，全球贸易格局将重新洗牌，

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安排，和被排除在外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国将面临全球贸易的极大压力和挑战，唯

有通过加快自身的产业升级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开放与扩大，消除来自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压力。 

 

万喆：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制造业关税水平本身

已经很低了，因此即使完成了自贸谈判，对中国的影响也不会特别大。

此外，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矛盾，

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一个自贸协定就能够解决的。我认为，仅从经济

发展和贸易方面来看，美欧、美日自贸谈判不会马上对全球市场或者

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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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影响在于，三大经济体一旦达成自贸协定，在全球治理方

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贸易上

达成价值共识，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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