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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Ｆ
ＴＰＰ及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文 ／ 张换兆 陈宝明 黄宁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５ 曰
，

１２ 国部长宣布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 （
Ｔｒａｎｓ

？

ｐａｃｉ ｆｉ ｃ：Ｓ 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简称

ＴＰＰ ）谈判结 束 ０

ＴＰＰ 谈判 自 ２００５ 年幵始 ， 美国 ２００８ 年加入后开始主导谈判 ， 历经 １ １ 年 。 ＴＰＰ

是
一

份高标准 、
高 目标、 综合平衡的自 由贸易协定 ，

旨在实现亚太地区的自 由贸

易和区域
一

体化的最终 目标
，
具有全面市场准入 、区域性承诺 、应对新的贸易挑战 、

包容性贸易以及区域
一

体化平台等 ５ 个特征。 自发布声明以来 ，
对 ＴＰＰ 的认识

及其对我国影响的看法各异 ，
各执

一

词 。 客观认识 ＴＰＰ 及其影响 ， 形成社会共识
，

已非常必要 。

ＴＰ Ｐ进
一

步深化了全球贸易 自由化这环境等 内容
，
而旦还包括 以往 自 由贸 易协

一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 ＴＰＰ 协议共有 ３０定没 有的跨领域议题 ，
如金融 监管 、 竞

个章节。 与以往许多 国家间签署的 自 由 贸争性政策 、 政府采购 、
电子商务 、 国有企

易协定不 同 ，
ＴＰＰ 不仅涵盖货物贸 易 、

海业 、 商务人士临时入境和反腐等诸多领域 。

关和贸 易设施 、 卫生检疫措施 、 贸 易的技ＴＰＰ 并不是颠覆 Ｗ ＴＯ 贸易规则 ， 而是应

术壁垒 、 贸易 救济 、 投资 、 服 务 、 劳工 、 对 国际贸易发展 新趋势 ，
对现有 ＷＴ Ｏ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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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进
一

步丰富和提升 ， 并针对
一

些新的 、 环保 、 劳工等其它章节 。 该章节 内容对市

正在发生的贸易 问题和交叉问题提出解决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和崇尚 自 由市场的国

方案 ， 如互联网和数字经济 、 国有企业参家比较有 利 ，
而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对

与 国际贸易投资的问题 、
小企业利用贸易滞后和政府力量相对强势国家的负面影响

协定的能力问题等 。较大 ，
极容易 引发

一

系列的争端 ，
并使政

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争夺成为主 府疲于应付 。

要大国未来竞争的焦点 。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开始 ，
经济全球化加速 ，

但 ＷＴ Ｏ 多哈Ｔ ＰＰ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 ，
致使促进 区域经通过贸易转移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

济
一

体化成为主要国家的现实选择 ，
推动口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限 。 理论上

，
优惠贸

自 由 贸易协定 （ ＦＴＡ） 成为 各国的主要行易协定的达成会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竞

动 。 在贸易 自 由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 ，
争性非成员 国 向成员国的 出 口下降 。 ＴＰＰ

面对制定下一代国际贸 易规则的历史窗 口占全球贸 易 份额的 ４０ ％
，
通过免除或削

期
， 把握住 了就是机遇 ，

没把握住就成为减工业品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内部成员提

重大挑战。 为此各国纷纷推动各种类型的供优先准入待遇 ，
必然导致域外成员一定

ＦＴＡ 谈 判。 ＴＰＰ 协议的达成就是美 国 以程度的贸 易转移 。 从中国的角度看 ， 当前

小博大行动迈出的成功
一步 。 下

一步
， 美ＴＰＰ 成员国在中国出 口 中所占的份额约为

国将努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３５％ ， 而在涵盖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的中国

（ ＴＰＰ ） 和诸多边服务贸 易协定 （ Ｔｉ
ＳＡ

） 。机电产品出 口 中 ， ＴＰＰ成员国所 占的份额

而三大协定的结合将形成下
一

代国际贸易甚至达到 ４５％ 。 但较高的 出 口依存度并不

规则主体框架 。预示着大规模的贸 易转移 ，
相反

，
当前全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 （
ＩＳＤＳ ） 机制球化发展的深入程度已经足以确保 ＴＰＰ 造

对政府市场调节作用影响较大。 ＴＰＰ 协议成的直接贸 易转移相对有限。

一是 ＷＴＯ

第 ２８ 章 ， 旨在允许缔约方迅速反馈 ＴＰＰ框架下实现的关税减让水平已经很高 ， 而

落实进展中出现的争端 。 投资者与 国家争各国的实际税率又往往大幅低于约束税率 ，

端解决 （ ＩＳＤＳ ） 机制 ， 是
一个超越现有ＴＰＰ能实现的进步空间不大 。 二是涵盖高

ＷＴＯ 标准机制 。 Ｉ ＳＤＳ 是双边投资协议中新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诸边谈判仍在推进

常见的投资保护措施 ，
允许外国投资者 （ 公并取得进展 。 ＷＴＯ 环境产 品谈判不断深

司 ） 根据投资协议的规定 ， 在投资利益受入 ， 而包括信息通讯技术产品 、 半导体 、

到所谓
“

侵害
”

时 ， 对投资所在国提起仲裁 。 视听产品 、 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 品的 ＩＴＡ

为最大化地解决争端 ， 该章节允许有条件 （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 ） 扩围谈判已经完成 ，

地使用贸易报复行动 ， 并适用于金融服务 、 中国大量的信息通讯技术产品 出 口 （
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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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约 ３０ ％ 的份额 ） 将获得免关税待遇 。
三创新要素流动更加 便捷 。 ＴＰＰ 第 ２ ３

是全球价值链特別是东亚生产 网络的形成 ， 章 中 ，
提出成立发展委员会 ， 促进教育 、

也能缓解贸易转移对中国出 口的负面影响 。 科技 、 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和新机遇

中国高新技术 出 口产品中的价值增值部分的发展 。 但并不局限于本章节 ，
ＴＰＰ 在其

仍然有很大比例来 自美国和 曰本 ，
可以保它章节中 ，

广泛存在激励创新和促进要素

证这类产 品在出 口至 ＴＰＰ 成员国的过程中加速流动的内容 。 为加速创新人才的流动 ，

不至遭受过分严苛的原产地规则 。ＴＰＰ 专 门制定商务人士临时入境章节 ，
几

通过统
一

标准对中国科技创新造成的乎全部 ＴＰＰ 缔约方都 已相互承诺对方的商

影响值得关注。 在关税水平普遍较低的背务人士可以入境。 为保证 良好的政策环境 ，

景下 ， 非关税壁垒成为贸 易 自 由化面临的在竞争政策章节 ，
要求各缔约方的法律体

主要 问题 。 通过统
一

标准来削减非关税壁系禁止反竞争商业行为 ，
以及欺诈和欺骗

垒也是 ＴＰＰ 的重要 目 的 和关键特征 ， 其性商业活动等有害消费者的行为。 为促进

对中国科技创新可能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信息流通
， 在电子商务章节 ， 各缔约方承

在 两个领域。

一是技术性贸 易壁垒领域 。 诺确保互联 网和数字经济的驱动力——全

ＴＰＰ 各成员 国将逐步完成对其他成员国合球信息和数据的 自 由流动 ， 但须遵循合法

格评定机构的认定 ， 在信息 通讯 、 制药 、 的公共政策 目标 ， 例如个人信息保护等等 。

医疗器材等行业建立起统
一

的技术标准和为确保资金的快速流动 ，
在金融服务章节

共通监管模式 。 这些标准与模式将在很大和投资章节 ， 提出建立基本投资保护制度

程度上由美国主导 ， 并且与 中国企业 已经包括国民待遇 、 最惠国待遇 、 市场准入等 。

适应的标准和模式存在较大差别 ， 进 而导即通过人才 、 资金 、 信息 ，
以及政策等各

致中国的科技创新产品在进入 ＴＰＰ 市场时方面的规定 ， 确保科技创新要素在 ＴＰＰ 成

面临天然障碍 ，
原有的创新优势陡然丧失 。 员国之间的快速流动 ，

迅速聚集 。

二是知识产权标准领域 。 ＴＰＰ 专 门为专利综上所述
，
ＴＰＰ 协议的达成对我 国实

和版权制定了标准 ， 并且实施更加严格的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短期内会产生
一

些不

知识产权保护 。 前者使得成员国企业更容利的影响 ， 包括市场需求 、 高技术产品贸易

易在内部市场上检索 、 注册和保护知识产等 ，
但从长期看 ， 将对改革开放产生倒逼作

权 ，
更容易获得创新优势 ， 中国企业则无用 。 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法获得这种便利 。 后者则使得单纯依靠劳略 ，
尽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

加大科技创

动力成本优势或是抄袭模仿 的产品更加难新投入 ， 增强产品的技术含量 ，
提高产品的

以进入 ＴＰＰ 市场 ，
反而可 以 间接促 进 以国际竞争力 ， 破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

ＴＰＰ 为 目标市场的 中国出 口企业或跨国企机制障碍等 。
Ｗ

业 自身的合ｌ

ｊ新进程 。作者单位 ：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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