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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CPTPP的前景如何
①
 

 

 

9 月 16 日，商务部官网发布的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其实，中国对待 CPTPP 的

态度一直备受关注。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尚未完成谈判之时，

中国就表示对TPP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之后，

中国并未明确表态是否愿意顶替美国，但在 2017 年 3 月参加了 TPP 剩余

11 国在智利举行的会议。2020 年 5 月，中国对加入 CPTPP 的表态出现微

妙变化。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两会闭幕之后的记者会时表示，“对于参加

CPTPP，中方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2020 年 11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在以

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发表讲话，提到：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英大金融》，202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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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习近平主

席首次在国际场合针对 CPTPP 做出的表态。从表态积极考虑加入到正式申

请加入，仅经历半年多的时间，表明中国一直在积极准备与加入 CPTPP 相

关的工作。 

    那么，中国加入 CPTPP 的前景如何呢？TPP 由美国主导谈判完成，

普遍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时在经贸领域的抓手。其规则特征一方

面是高标准，另一方面是有诸多针对中国的条款。即便特朗普就任美国总

统之后，宣布美国退出 TPP，依然拥有针对该协定的影响力。事实上，即

便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 CPTPP，国内仍然存在许多反对中国加入 CPTPP

的声音。其理由便是，美国和 CPTPP 缔约方不可能接受中国加入，而且中

国无法接受其中的敏感条款。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

中国加入 CPTPP 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加入 CPTPP 的前景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加入 CPTPP

的决心；二是美国和 CPTPP 缔约方对待中国加入的态度；三是中国进入加

入程序之后的谈判情况；四是一些偶发性的因素。 

第一，中国加入 CPTPP 的决心很坚定，但会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加入

的节奏。 

中国加入 CPTPP 的决心是影响加入前景的内部因素，主要受到利弊权

衡的影响。考虑到没有 CPTPP 缔约方邀请中国加入，中国申请加入是自身

主动做出的决定，这意味着中国认为加入 CPTPP 利远大于弊。这也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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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CPTPP 的决心是很坚定的。在美国退出 TPP 之前，因为该协定

并未生效，中国并不适合认真考虑加入 CPTPP。即便美国退出，在 CPTPP

重新签署之前，中国也不适合考虑加入的问题。一是时机并未成熟，二是

加入 CPTPP 会影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2018 年

下半年开始，中国已可以考虑加入 CPTPP。当时 RCEP 虽然尚未完成谈判，

但是进度已经十分可观。在 2018 年年底 CPTPP 生效，尤其是 2019 年中美

关系趋势已十分明朗、RCEP 亦宣布完成谈判之后，中国加入 CPTPP 的时

机已经比较成熟。而推动中国加入的因素，除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之外，

最重要的是利远大于弊。 

一个国家是否加入某个自贸协定，往往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进行

判断。只有当加入某个协定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该国才有可能会选择加入

某个协定。加入协定的收益和成本来自开放、规则、政治三个维度，外加

谈判收益和成本。开放收益是指货物贸易、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等市场

开放的收益。开放成本是指开放对本国市场和企业造成冲击，甚至会影响

经济安全。规则收益是指通过对接国际规则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为了对接

规则进行的改革起到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作用。规则成本是指因为对接规

则带来的风险，比如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制度不适应，影响到社会稳定，

甚至影响到整个制度的稳定性。政治收益是指在谈判过程中和自贸协定生

效之后，自贸协定缔约方强化政治关系，甚至还有额外的收益。政治成本

是指为了加入某个协定需要付出政治资源获得缔约方的认可，同时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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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加入某个协定而可能损害与不在协定里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谈判收益

是在谈判某个自贸协定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谈判能力，乃至参与全球贸易

治理的能力。谈判成本是指一国为了谈判自贸协定付出的各类成本。中国

对待加入 CPTPP 的态度在 2015-2020 年发生了变化。基本逻辑是中国加入

CPTPP 的收益和成本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收益大于或者足够大于成本。

具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是成本降低了，收益则大体不变。这使

得中国倾向于做出加入 CPTPP 的决定。 

但应该看到，中国不会一味只强调成功加入，会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加

入的节奏。加入 CPTPP 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意味着，即便对于在中国缺席

的情况下，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也不会一味地排斥。此

外，这也彰显中国积极参与构建世界贸易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但是，中国加入 CPTPP 面临诸多挑战。一是 CPTPP 缔约方和美国是否会

同意中国加入，从而让中国进入谈判阶段。二是在谈判阶段，CPTPP 缔约

方是否会提出远高于 CPTPP 平均水平的要价。三是美国是否会极力阻挠中

国加入 CPTPP。如果中国愿意做出较大的让步，依然不能获得 CPTPP 缔

约方和美国的理解，从而不符合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那么中国必然

会放慢加入 CPTPP 的节奏。 

第二，美国和 CPTPP 缔约方对中国加入的态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是中国加入 CPTPP 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这包括美国重返和不重返两种情形。如果美国在中短期内重返，中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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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直接争取到美国的支持以及谈判过程直接面临其要价。中国加入的难

度将明显增加。如果美国不重返，鉴于美国在 CPTPP 的影响力，美国的不

反对也是中国加入的前提条件。在完成谈判之后，由于美墨加协定“毒丸

条款”的存在，美国可以审查谈判文本。这意味着中国的出价必须要得到

美国的认可。美国重返的可能性在中短期内很小，一是因为美国若重返，

必然要升级环境和劳工等条款，难以得到 CPTPP 缔约方的认可；二是美国

国内政治对重返的支持力度也存疑。任何一种情形下，美国的对华（经贸）

政策以及中美关系都至关重要。 

在 CPTPP 缔约方中，日本当然是最重要的。中国加入给日本带来的好

处是经济收益，但是也会让日本损失 CPTPP 主导权和美国的盟友利益等，

因此，日本可能比较摇摆，但是并非不可争取。除日本外，澳大利亚、越

南、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看来，在 CPTPP 缔约方中，

有六个是比较容易争取到支持的，剩余的需要努力争取。在中国台湾也申

请加入的情况下，CPTPP 在考虑是否支持中国加入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

素。 

第三，中国进入加入程序之后的谈判将是漫长的拉锯战。 

在 CPTPP 缔约方同意中国进入加入程序之后，就将进入漫长的谈判阶

段。不同于英国等加入方，CPTPP 缔约方对中国的要价将会比较高。但是

中国的谈判筹码也更大，那就是自身强大的市场，能给 CPTPP 带来更大经

济收益。谈判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市场准入，二是规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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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政府

采购、国有企业等，这是最难的。中国能够进入谈判阶段，则证明中国提

交的出价已经达到 CPTPP 平均水平。但是，CPTPP 缔约方不会满足于这

一出价。这就面临谈判的博弈。 

除市场准入之外，规则谈判也有一些分歧大的领域。如果说中国尚可

以在市场准入谈判中，通过其他领域的让步换得例外和过渡期之外。敏感

条款对中国例外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可能争取一定的过渡期。其中，对中

国可能带来制度影响的国有企业和劳动条款最为敏感。并非整章的内容带

来挑战，其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某些敏感的款可能会带来系统性的

影响，二是整个的理念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在国有企业和劳工的国内制度。

在争取例外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一定的过渡期是可能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其加入将为 CPTPP 缔约方

乃至亚太其它经济体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CPTPP 缔约方并不一定

会单纯地否定中国的加入。但如果 CPTPP 缔约方人为地设置较大的障碍，

违背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使得中国的加入遥不可及，则 CPTPP 缔约

方乃至亚太地区将失去一次重要的获利机会。 

第四，中国加入 CPTPP 还会受到一些偶发因素的影响。 

除上述提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偶发因素会影响到谈判。比如中国和

美国或者其他缔约方之间因为某些突发的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因素，在一段

时期关系紧张，甚至中断交往，导致加入程序或谈判受阻。这些因素暂时



 
 

 7 / 8 
 

 

不需要考虑，但是应该看到，在中国加入 CPTPP 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

难以预料的困难需要去克服。 

综上所述，中国加入 CPTPP 必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耗费多

年，乃至十余年。无论是内部困难还是外部困难都比中国入世时更大。中

国入世时，美国是持支持态度的，欢迎中国入世，只是具体谈判面临的困

难。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在市场准入和规则对接方面面临不少困难，但入

世不涉及中国的根本制度。况且，加入一个多边的贸易组织是必然的，而

加入 CPTPP 并非必然，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综合考量。不过，这正说明中国

迎难而上的勇气。既然中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那就说明，已经做好了应

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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