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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的走向：致力于主导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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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业研究所顾问研究员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首席经济学家） 
 

 
 

在地缘政治争议不断的情况下，自由贸易的进程曾一度受阻，现在又迎来重启自由贸易协定（FTA）战

略的机遇。其契机之一或许就是2023年7月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在11个原签署国全部生效以及

又签署了英国加入该协定的议定书。 

中美之间的对立将主战场从关税战转移到围绕尖端技术的主导权之争，态势愈加激化。另一方面，正

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份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旨在平衡尖端技术管制和“其他经济体”

的动向，即“小院高墙”的原则也变得愈加明显。 

另外，欧盟（EU）“去风险、不脱勾”的主张也逐渐得到广泛接受。关于管理之下的部分和其他经济体

之间应该设置尽可能明确的屏障，并且要保障维持其他经济体的自由和活力。 

笔者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早川和伸、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安藤光代进行的研

究表明，美国的出口管理对贸易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于产品、企业层面，但目前在宏观、产业层面的影响

极小。 

今后美国将和日本等同盟国一起，强化高科技相关出口管制。但是，经济界对过度管制的动向有抵触

情绪，除非出现极端情况，不会全面脱钩。如此一来，就不应该只讨论安全保障，还应该同时讨论如何维

持其他经济体的活力。 

 

◆◆◆ 

 

在中美对立相关的各项政策中，含有许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和现有贸易规范的政策。虽然

还在争端解决机构（Panel）的阶段，但关于中美关税战中抬高关税，中美双方都被认定违反了WTO的相关

规则。另外，关于美国出口管制和发达国家引进的产业政策也很有可能包含与贸易规范有出入的部分。 

 
2022年5月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巡访东南亚、欧洲，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回答说：“（…）英国作为贸易、
投资领域和战略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加入TPP，对于印太地区打造高标准、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具有重大意义。”对英
国加入TPP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期待。 
图片提供：内阁广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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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即使很难以国际规则为挡箭牌要求各国改变政策，但至少对于其他经济体要求必须维持基于规

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为了防止政策规范的松懈蔓延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意识地唤起注重追求

自由贸易的潮流。 

随着美国的退出，TPP最终成为夹在中美之间渴望进行自由贸易国家的集群。美国退出后，日本发挥了

领头羊的作用，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评价，为日本指明了新的经济外交方向。 

TPP 代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准的自由化和国际规则，如若申请加入 TPP 将意味着对自由贸

易做出坚定的承诺。继英国之后，中国和台湾也相继申请加入，之后中南美三国和乌克兰也申请加入（参

照下表）。韩国、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等也曾讨论过是否加入。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形势下，TPP是重视自由贸易的国家聚集的一个重要论坛。 

 

◆◆◆ 

 

在进一步推进伙伴新成员加入TPP时，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明确协议规则，有必要对协议上约定的履行状况进行监督。 

特别是在电子商务章节中，规定了电子商务三原则，即数据的自由流通、禁止规定信息在国内管理的

“数据本地化”要求、禁止强制要求公开软件设计信息的源代码，但是针对前两项规定了公共政策例外和

安全保障例外。至于允许例外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规定。考虑今后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成员加入的

申请，明确例外的界限不可或缺。 

例如，有人质疑越南在2019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与数据本地化禁令相抵触。因此，必须在详细研究成

员国法制和TPP整合性的基础上，制定出具有实效性的国际规则。 

另外，关于安全保障的例外，虽然背景不同，但关于规定钢铁、铝制品进口的美国《贸易扩展法》第

232条措施，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Panel）在2022年12月做出了重要判断。安全保障的例外适用与否

排除了当事国的自我判断的思路，并详细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给予此类例外的细节。 

第二，在讨论新成员加入时，为消除此举纯粹基于政治考量的印象，要求遵守2019年1月第一届TPP

委员会提出的加入程序的附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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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附录，希望加入的经济体（国家、地区）在申请加入并启动加入程序时，以及反映谈判结果的最

终加入条件时，需要两次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批准。此外，还必须证明遵循TPP所有现有规则的方法。 

虽然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现有成员国在国有企业章节中获得很多豁免，但这些都是为了达成协

议各方采取折中妥协的结果。在新成员加入谈判中，对现有成员国不需要追加新的约定，所以对新申请加

入的经济体来说需要跨过的门槛很高。 

单看上述加入程序的规定，可以发现如果不断发生所谓的通过经济胁迫施压，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话，

根本不可能进入谈判环节。另外，进入谈判不应按照提出申请的顺序，而应该从准备好的经济体开始谈判。 

第三，为了确保TPP始终是引领世界、具有生命力的协定，需要进行必要的升级。 

特别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国际规则，《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升级换代，《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等国际协定问世。在数据治理方面，协调美国方式和欧洲方式依然是重要的课题，此外，制定政府访问民

间数据的规则也成为焦点话题。有关人工智能（AI）的规范也是重要课题。同时还需要开始探讨包括与目

前正在磋商中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接轨等问题。 

考虑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与其他大型FTA的互补性，TPP的有效利用将成为安

全保障和经济协调的有力手段。日本经济外交打造的这一国际框架应该得到有效利用。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3年9月8日的专栏《经济教室》中，题

目为“TPP的走向：致力于主导自由贸易”。经笔者许可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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