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护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
中国正发挥核心主导作用

    问：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在 RCEP

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答：中国一直是亚太经济合作的积极
参与者和促进者， 坚持在符合大多数成员
能力和利益的前提下推进多边贸易投资自

由化。 中国反对过分渲染贸易投资自由化
不同框架的地缘政治竞争含义，不赞成将贸

易投资合作的框架和协定作为大国博弈的

场所。 中国与除了日本之外的全部 RCEP

成员签订了 FTA，在 CPTPP成员中，中国

尚未签署 FTA的国家也只剩日本、 加拿大
和墨西哥。 中国政府明确表态，以开放的态

度看待 CPTPP。因此，中国是亚太地区坚定
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拥护者和促进者。

虽然 RCEP是由东盟积极主动发起的
多边协定，但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一直发挥

着重要的核心主导作用， 因为中国是所有

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有了中国这个大市
场，RCEP的贸易创造效应和投资促进效应

会更加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不是
RCEP首倡者， 但客观上成为 RCEP的守

护者。 在印度退出RCEP后，也是中国倡议
用不同的速度推进 RCEP，由 15国先签署，

等待印度准备好以后可以随时加入。

当然， 东盟和 RCEP其他成员对于中
国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在疫情冲击下，东

盟与中国的贸易逆势增长，2020年前三个

季度，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 中国在东盟的投资近几年也快速增
长。 RCEP的签署对于稳定亚洲区域市场，

保障亚太区域内供应链的安全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 从地缘政治经济综合角度看，

RCEP推动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
提高，对于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发展格局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中国将在RCEP

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 以更积极的态度准备参与 CPTPP

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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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成为“升级版”FTA
?度最后关头退出原因多

    问：RCEP与 FTA有什么差别？ 10+6

为什么最后剩下 10+5？?度未来会加入吗？

答：RCEP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英文首字母的简称，是 2011年

2月 26日东盟第十八次经济部长会议上提
出的倡议，2012年 8月底举行的东盟十国、

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经济部长会议一致同意就 RCEP 进行谈
判， 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区域自由投资贸易

区域，以推动 10+6经济共同体建设。

启动 RCEP的背景是区域贸易投资一

体化的趋势在全球不断加强， 亚太地区各
种双边和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繁多样，东盟虽然与中、日、韩、印、澳、新都
签署了双边的 FTA， 但已不能适应更高水

平的开放和自由化的趋势。 因为大多数
FTA只涉及货物的自由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国内规制协调一般没
有包括在传统的 FTA协定中，而更高水平

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定则涵盖了这些内

容，因此通常以经济伙伴协定来命名。

RCEP从 2012年开始正式启动谈判，

一共谈了 31?，19次部长级会谈， 终于在
2019年 11月达成协议， 除印度之外的 15

国都决定在 2020年签署 RCEP。2020年 11

月 15日，15国终于正式签署 RCEP协定。

印度在最后关头退出， 有着复杂的原

因。从经济层面看，印度担心 RCEP协定大
幅度降低贸易关税后， 本国成为中国和东

盟工业制成品的大市场。 目前在 16国中，

印度仍然维持着比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关

税。 另外RCEP协定中有关投资自由化和
便利化的规则， 也将导致印度政府被迫放

宽目前仍然非常严格的外国投资限制措

施。 从目前印度国内的政治氛围来看，这对

于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理莫迪是不
可接受的。

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印度在美国发
起的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诱惑下， 把与中

国发展合作共赢经贸关系， 置于地缘政治
和所谓的国家安全考量之后， 处处提防中

国。 印度认为中国在RCEP中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 这也是印度后来不愿意加入的原
因之一。

虽然 RCEP其他成员尽力挽留印度，

并在 RCEP条款中给印度保留了创始会员

国的地位， 未来印度想加入时可以随时加
入，不受 18月等待期的限制，但从目前看，

印度短期内加入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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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连换三元首 秘鲁陷政治危机
    秘鲁中间派议员萨加斯蒂 16

日当选国会主席，将接任总统职务。
秘鲁一周内连换三位国家元

首：先是马丁·比斯卡拉 9日遭国会
弹劾下台，接替他的临时总统曼努

埃尔·梅里诺上任五天后，因遭遇全
国抗议示威浪潮，15日宣布辞职。

“不应庆祝”

根据秘鲁宪法，总统不能履行
职责时，应由副总统接替。由于秘鲁

副总统职位自去年 10月起一直空
缺，国会主席接任总统职务。路透社

报道，萨加斯蒂将带领本届政府完
成截至明年 7月的剩余任期，下届

总统选举定于明年 4月 11日举行。

萨加斯蒂 76岁，中间派政党紫
色党成员，工程师出身，曾留学美

国，在世界银行等机构供职。他 16

日戴着黑色口罩和紫色领带在国会
发表讲话，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恢复

秘鲁民众对国会和政府的信心。
“今天不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萨加斯蒂说，“我们无法让时光倒
流，让在示威活动中丧生的人起死

回生，但我们能采取行动，避免事件

重演。”在 14日的抗议活动中，示威
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在首都利马有

两人丧生、近百人受伤。随后，秘鲁
内阁成员中 13?部长宣布辞职。

府院对峙
与梅里诺当选时不同，萨加斯

蒂很快收到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

易斯·阿尔马格罗等国际组织领导
人祝贺。阿尔马格罗在社交媒体上

说，相信萨加斯蒂有能力“带领国家
挺过危机，直至下届总统选举”。

一些秘鲁民众认为，明年 4月
即将举行总统选举，在新冠疫情如

此严重的时刻，国会议员却启动弹

劾总统程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
益而忽视百姓疾苦。

路透社分析，比斯卡拉在民间
支持率高，但他推动反腐败、尝试限

制议员豁免权等举措遭到国会抵
触。由于反对派主导国会，比斯卡拉

的改革举措无法落实。

秘鲁府院关系持续恶化，最终

于去年 9月爆发宪政危机，比斯卡
拉宣布解散国会。今年 1月，秘鲁选

出新一届国会，但政府与国会关系
持续紧张，比斯卡拉多次批评反对

派试图制造混乱与动荡。在国会 9

日就弹劾比斯卡拉表决时，130 ?

议员中仅 19人反对，其中包括萨加

斯蒂及其他紫色党议员。

“结束噩梦”

分析人士认为，秘鲁虽然是总
统制，但实际上国会权力更大，新总

统在未来执政中应有效与国会各党
派加强沟通，否则新政府将会遇到

巨大阻力。美联社分析，萨加斯蒂相

较之下更能赢得国会和示威者双方
支持。

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乔－玛丽·伯特认为，萨加斯蒂

能“唤起大批民众的信心”。花旗银
行分析人士也认为，萨加斯蒂当选

可能有助于缓解秘鲁局势紧张，提

振市场信心，同时不排除比斯卡拉
最终回归的可能性。

秘鲁宪法法院正在审查国会弹
劾比斯卡拉程序是否违宪。一些专

家认为，宪法法院的裁决结果虽然
可能不具追溯力，但将会影响秘鲁

政坛未来走向。紫色党议员阿尔韦
托·德贝朗德 16 日说：“对秘鲁而

言，要紧的是重新恢复稳定，让这场
噩梦结束。” 海洋 张国英

RCEP开辟东亚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徐明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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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RCEP 经过艰难的 8 ?
谈判， 最终能够签署的动力主要
来自哪里？

答：RCEP 经历了复杂的谈
判过程。 尽管东盟与其他 6国都

已经签署了双边 FTA，中国与东
盟、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签

署了 FTA，日本也与东盟、澳大

利亚以及多个东盟成员国签署了
FTA，但要在 10+6的基础上谈判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复杂程度提
高了很多。

随着中日韩以及澳大利亚与
东盟的贸易不断增长， 东亚国家

间的经济互相依存度和互补性不
断提高， 客观上强化着这些国家

的内在动力， 希望通过全面伙伴
协定来将贸易投资合作关系制度

化， 避免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局势
带来外部冲击。 美欧不断增长的

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 以及
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衰退的

背景， 使得东亚国家越来越深刻
地认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即

便澳大利亚和日本作为美国倡议
的四国联盟成员， 也无法忽视经

济上对东亚国家的依赖。 日本与 RCEP其他成员

的贸易占其总贸易的 50%以上， 澳大利亚与
RCEP成员的贸易更是高达 61%， 这就使得日本

和澳大利亚不得不将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和地缘
政治做一定的切割。在印度退出后，日本也曾经考

虑想暂缓签署，但是最终还是如期签署了协定。

RCEP成员国的人口占全球 29.7%，GDP（国

内生产总值） 占全球 28.9%， 贸易规模占全球

29.1%，投资额占 32.5%。 研究结果显示，RCEP建
成后的 5年内， 将给成员国的 GDP带来 2.1%的

增长效应， 给全球带来 1.4%的经济增长效应，给
成员国的贸易带来可观的增长规模。 更为重要的

是，RCEP将给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下的亚太该产
业链和供应链带来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为未来进

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RCEP高于WTO标准
有力回击美国单边主义

    问：RCEP 对亚太区域合作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 它与 CPTPP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RCEP 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贸易投

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方面面， 在货物贸
易中， 将大规模削减关税，90%的货物关税

将削减至零， 服务贸易和技术性壁垒的削
减也在协定中做了规范，投资的开放则用成

员国负面清单的方式给予其他成员国国民

待遇。 总体看，RCEP是一个高于WTO自
由化标准、高质量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定。

RCEP协定签署后， 各成员国将根据
国内法律规定完成批准程序。 在 6个以上

东盟成员以及 3个以上非东盟成员国完成
国内法律批准程序后，RCEP 协议将正式

生效。 估计大约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RCEP协定是亚太区域内目前规模最
大的区域合作协定， 它的签署给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经济和亚太区域经济带来了一缕
亮色，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保护主义阴霾。

美国退出 TPP后，极力推动双边贸易协定，

试图以综合实力压制贸易投资伙伴接受美
国单方面的诉求，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

原则遭到破坏。 RCEP的签署，有力地回击
了美国的单边保护主义， 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仍然成为亚太国家坚持的方向。

亚太区域内的另一项次区域合作协定

CPTPP（全面进步亚太伙伴关系）是美国退
出 TPP后， 由日本以及澳大利亚主导其余

９国签署的亚太自由贸易投资协定。由于美

国退出 TPP， 使得 11国签署的 CPTPP在
亚太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CPTPP与 RCEP相比，涵盖的内容要
更加宽泛，自由化的程度要更加高一些。 这

些规定大多数是在美国坚持下达成的，有
着很强的美国烙印。 大多数东盟成员国目

前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只有新加坡、马来西

亚、文莱和越南加入，其他相对比较落后的
东盟成员国没有加入。 因此， 尽管 CPTPP

的自由化程度更高， 但是 RCEP似乎更加
符合当前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

客观需要和能力， 产生的贸易投资创造效
应会更加显著。

当然，RCEP与 CPTPP并不矛盾和对

立，未来当RCEP成员都能够承担更高水平
的开放义务时，RCEP 也可以升级。 不少

CPTPP成员期望美国未来重新加入，但是笔
者认为短期内美国加入的可能性并不大。

区域全面经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15日正式
签署，世界上人口数
量最多、成员结构最
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诞生。

这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的重大里程碑，对于受新冠病毒疫
情冲击陷入严重衰退的全球经济是
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RCEP的
经济和政治意义有哪些？我们请专
家详细解答。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