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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中国出了道难题。

对于TPP，美国总统奥巴马放出的狠话是：“当我们逾

95%的潜在客户都住在美国以外，我们就不能任由中国这

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订立规则。”毫不隐晦地表明美国更

看重的是战略利益，而非单纯的经济利益。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所面对的挑战，远不是加入TPP或绕开TPP那么简单。

既然TPP是一个贸易协定，关税自然是其中最重要

的条款。那么，我们就先从关税的作用来分析TPP的本

质和困境。在现代跨国贸易中，关税既是增加国家收入

的主要渠道，也是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重要手段。如果

实现TPP所追求的零关税目标，对于TPP成员国来说，一

方面会导致国家关税收入的直接减少，另一方面也会使

国内一些产业受到冲击。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多个TPP

成员国一再遭致国内抗议，也让TPP协定在多个成员国

都有不被通过的风险。

对于TPP成员国而言，必然是其出口增加所带来的

利益，要大于进口扩大所产生的损失，才会更愿意加入

TPP。首先一条，零关税进口不能对国内主要产业构成冲

击，同时进口量也不会太大，不至于严重影响关税收入。

然后，出口市场和利益巨大，可以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大市

场，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彼此之间的贸易必

须是互补型的，我卖的正好是你缺的，你卖的也正好是我

想要的；而不能是竞争型的，你卖啥我也卖啥。也就是

说，成员国内部不能打贸易战。

TPP试图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美国市场是最大的

诱惑，把中国排除在外对大部分成员国有利。只要对各

国的市场容量以及进出口货物结构进行分析，就不难发

现这样一个逻辑。2014年，美国进口货物23451.9亿美

元，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口国。同年，中国出口货物2.34

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货物4666.6亿美元，占美国

进口总额的19.9%，是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对于TPP

成员国来说，如果产能和市场都非常巨大的中国只进口，

却不能出口，那么他们的小日子都会非常好过，这就是他

们响应TPP的原因。

从最简单的贸易原则上理解，TPP就是对成员国和

非成员实行差别化的税率，把非成员国排除在外。如果

美国对成员国实行零关税，而对中国产品实行相对较高

的关税，中国产品就会失去以往的价格优势，所腾出的市

场份额就会由其他成员国分享。那些与中国出口产品结

构相同，但原来缺乏价格竞争力的成员国就会从中受益。

而美国更看重的是战略利益，巩固其在全球经济格

局中的主导地位才是核心。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

“这个伙伴关系消除了多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的逾

1.8万种税项，为美国农民、牧场主及厂商缔造了公平竞

争环境。”但TPP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并不多。

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多位高

官，都不认为TPP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并且有人声

称：“（TPP 将）伤害消费者，并导致美国民众的工作流

失”。因此，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维

护其在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才是奥巴马的真实意图。

对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所追求的降关税，TPP追求

的是自由贸易。包括零关税，包括货物、服务全部自由流

动，所有经济监管制度都必须统一标准。细分领域有贸

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

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等

等。这些内容明显带有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色彩。因

此，TPP既是经济诱惑，也是经济威胁，美国试图以开放

市场为诱饵，迫使成员国打破主权概念，实行统一的贸易

规则和价值行为规范。

中国对美国产品是“刚需”，产业结构弱势使中国短

期内无法主导全球经济规则。从中美贸易结构上看，中

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包括航空器材等高科技产品，这

些产品是中国的“刚需”，美国并不担心中国另寻卖家。

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则以机电、电子、纺织和玩具

等产品为主，排除价格因素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

并不高。尽管美国也表示欢迎中国加入TPP,但前提却是

中国能满足各种标准。这和对一个刚达到三本分数段的

学生说欢迎你到清华读书，没什么区别。

那么，中国能不能绕开TPP和各国都进行一对一的

自由贸易谈判，或者另起炉灶另建一套足以对抗TPP的

贸易体系呢？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从大量的“海淘

客”到2015年“十一”期间因中国游客海外购物而产生的

新词“暴买”，都可以看出很多国外产品比国内产品更便

宜，国内要求降低关税的声音也很高。能不能参照TPP

的零关税目标，对所有贸易伙伴都实行零关税呢？直白

地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降不起。如果这样做，首

先就会损失上万亿元的关税收入。 （下转第二版）

中国另建贸易体系
对抗TPP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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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体育投资，一场正在加速的跑步

“各省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目标之和将近7万亿

元。”10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表示。事实上，

这已经突破相关文件提出的5万亿元的发展目标。《中国

企业报》记者从2015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了

解到，前些年，不温不火的体育产业投资正变得炙手可

热，产业资本、风险投资纷纷进驻体育产业。 5版
G01-G04

紫竹评论

大势

“中国制造2025”1+X图谱曝光

“五大工程”领衔 实施方案年底亮相

评论

美团、点评合而不并是在坐失良机

除了美团王兴和大众点评网张涛内部信中口头承诺

的合作之外，两家公司之间在业务整合上再无消息，内部

信甚至还明确表示会独立运营，俨然一幅合而不并的态

度。高层不表态，基层在整合上更是无所适从，近日微信

朋友圈还爆出一条消息称，美团网某地方市场人士提示

合作商家不要轻易接受大众点评的入驻要求。 11版

在一场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工信部的官员称，要尽

快完善“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1+X”方案。所谓“1”

就是规划本身，“X”就是相关的配套规划。而“X”包含

的11项规划中的前5项就是工信部此前表达的“五大

工程”。按照要求，“五大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年底前

发布。 2版

园区

“活力开发区”

与“美丽新三江”的因果方程式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历程中，肩负着建设

“活力开发区、美丽新三江”的使命，与全市建设“美丽广

元、幸福家园”一脉相承，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新型城

镇化为载体。如今，一座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产业新城正

在被精心雕琢。 17版

傅成玉的环保人生

无论何时见到傅成玉，都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气神，笑声爽朗，说

话铿锵有力。

傅成玉也是一位很好的受访者，有什么说什么，不绕弯子，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还时不时地刷新着他的智慧。

30 多年的石油行业工作经历，让傅成玉深知能源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而多年率领企业投入环保，也让他的环保经济学越来越精深。

傅成玉很坚决地认定，环保是一项有投入就有大收益的产业。

2015年，中国国企改革如火如荼推进。不过，傅成玉的角色发生

了变化。这一年，他从中国石化董事长的位置卸任，这使他将更多的

精力投向了环保。最近，傅成玉密集地在公开场合提出关于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论述，包括参加“关注气候中国峰会”和“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时的演讲，都始终围绕着环保主题展开。

不知傅成玉是否还能回想起2012年11月12日，在英国伦敦荣获

“全球石油业年度领袖人物”大奖时他沉重而坚定的表态：“无论是今

天的荣誉还是今后的职业生涯，我都将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类需求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谋

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相关报道详见G01—G02版）

产业

专车新规提高准入门槛

专车公司集体求松绑

自10月10日交通部公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来，有关于该新规

的争议就不绝于耳，滴滴、易到等专车公司也正在积极

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如果最终成型的规定中依然保

留对于非运营车辆的私家车的限制以及“一车一平台”

等规定，将会给目前的专车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