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对ＲＣＥＰ政策的演变及展望

常思纯

　　摘　要：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ＲＣＥＰ１５个成员国宣布结束全部２０个章节的文本谈判

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致力于确保２０２０年

签署协定。ＲＣＥＰ在多元化成员国加大谈判难度和具有小国主导的独特模式，及开放、

灵活、务实的合作原则等方面与ＴＰＰ相比独具特色。日本对ＲＣＥＰ的政策经历了以“１０

＋６”对冲“１０＋３”，制衡中国影响力；优先参与ＴＰＰ，消 极 应 对ＲＣＥＰ；以“高 质 量”引 领

ＲＣＥＰ谈判进程；积极推动２０２０年签订包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ＲＣＥＰ等阶段。为了促成

１６国ＲＣＥＰ能够如期在２０２０年成功签署协议，日本政府在力劝印度 重 返ＲＣＥＰ的 同

时，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并积极游说其余成员国。展望未来，完成ＲＣＥＰ谈判，将向世界

展现出更加包容开放、务实合作的亚洲，对外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多

边主义的积极信号，对世界经济及中日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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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着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ＣＰＴＰＰ）生效，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日本与欧盟（Ｅ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欧ＥＰＡ）生 效，日 本 已 成 为 世 界 第 一 大（日 欧 ＥＰＡ）和 世 界 第 四 大

（ＣＰＴＰＰ）自由贸易区（ＦＴＡ）的成员。这也标志着近年来日本积极推行

的跨越两洋（太平洋、大西洋）、加强深度合作的广域ＦＴＡ战略已取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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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进展。

然而，在日本身处 的 东 亚 地 区，却 一 直 没 能 建 立 起 涵 盖 主 要 经 济 体

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ＲＣＥＰ）领 导 人 会 议 在 泰 国 曼 谷 闭 幕。除 印 度 外 的ＲＣＥＰ１５

个成员国宣布整体上结束谈判，领导人联合声明指示谈判团队启动法律

文本的审核工作，争取在２０２０年内签署协定。这意味着东亚区域经济一

体化历时多年，终 于 实 现 重 大 突 破。ＲＣＥＰ一 旦 正 式 签 订，将 超 越 日 欧

ＥＰＡ，成为世界第一大ＦＴＡ。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继在亚太和欧洲

两个方向实现战略性突破后，也有望在东亚方向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ＲＣＥＰ谈判进程与主要特点

　　尽管东亚各经济体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想法由来已久，但东亚

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却因美国的反对而进展缓慢。直到１９９７年东亚金

融危机后，中日等东亚主要经济体才认识到加强域内各国相互协调与合

作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探索及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新模式。

（一）ＲＣＥＰ谈判进程

１．ＲＣＥＰ构想的酝酿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在 ＷＴＯ多边谈判陷

入困境的情况下，中日两国都开始调整传统的重多边而轻区域的非集团

化对外经济战略，采 取 更 为 积 极 的 态 度 参 与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集 团 化 进 程，

以“东盟（ＡＳＥＡＮ）＋中国”“ＡＳＥＡＮ＋日本”等“１０＋１”机制推动东亚经

济一体化取得初步进展。２００１年由２６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

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报告，将建立由ＡＳＥＡＮ和中、日、韩三国组成

的“东亚自由贸易区”（ＥＡＦＴＡ，即“１０＋３”模式）设定为东亚一体化的长

远目标。中国则是ＥＡＦＴＡ的主要支持者。

日本担心中国在本地区影响力扩大，并不乐见中国对ＥＡＦＴＡ的积

极推动，甚至强烈反对该构想。２００６年８月，日本正式提议在“１０＋３”的

基础上，加入印度、澳 大 利 亚 和 新 西 兰 三 国，建 立“东 亚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ＣＥＰＥＡ，即“１０＋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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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难以弥合各方利益，２０１０年９月，ＡＳＥＡＮ与有关国家决定同步

推进ＥＡＦＴＡ和ＣＥＰＥＡ两 个 计 划，建 立 了 关 于 原 产 地 规 则、关 税 品 目

表、海关手续及经 济 合 作 的 四 个 工 作 小 组，正 式 启 动 对 相 关 问 题 的 官 方

谈判。２０１１年８月，中日在“１０＋６”经济部长会议上共同提议，增设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工作小组，就贸易、投资自由化进行磋商。

２．ＲＣＥＰ构想的提出阶段。在路径选择陷入困境的同时，美国主导

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造成了冲击。为突

破困境，２０１１年２月，在缅甸举行的第１８届ＡＳＥＡＮ经济部长非正式会

议上，ＡＳＥＡＮ 经 济 部 长 首 次 提 出 了 ＲＣＥＰ 草 案 文 件，强 调 未 来 在

ＡＳＥＡＮ的领 导 下，以“１０＋Ｎ”的 方 式，与 现 有 的 五 个“１０＋１”机 制

（“ＡＳＥＡＮ＋中 国”“ＡＳＥＡＮ＋日 本”“ＡＳＥＡＮ＋韩 国”“ＡＳＥＡＮ＋澳 新”

“ＡＳＥＡＮ＋印度”）中的六个经济伙伴国，开启推动有关建立ＦＴＡ 的讨论，

并欢迎未来计划建立“１０＋１”机制的其他贸易伙伴加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

柬埔寨举行的东亚系列峰会上，ＡＳＥＡＮ正式提出ＲＣＥＰ构想，ＡＳＥＡＮ与

中日韩印澳新等１６国同意设立有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三个工

作小组，正式开始在ＲＣＥＰ框架下开展关于广域经济合作的具体研究。

ＲＣＥＰ与“１０＋６”机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ＲＣＥＰ是ＡＳＥＡＮ与已

分别签订ＦＴＡ的６个国家根据自愿原则加入，不加入则不勉强，也就是

说ＲＣＥＰ有可能没有１６个国家。①

３．ＲＣＥＰ的正式谈判阶段。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国确定“ＲＣＥＰ谈判指

导原则与目标”，共同发布“关于启动ＲＣＥＰ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

东亚地区首个涵盖主要经济体的ＦＴＡ建设进程。ＲＣＥＰ成员国人口约

占全球人口５０％（约３５亿），国内生产总值（达２３万亿美元）、贸易额和

吸引外资接近全 球 三 分 之 一，是 当 今 世 界 涵 盖 人 口 最 多、成 员 构 成 最 多

元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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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９年底，ＲＣＥＰ共 举 行 了２８轮 技 术 谈 判、１６次 部 长 级 谈 判

和３次首脑会议。从前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各国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

分歧较大、谈判进程缓慢，到后期２０１６年以来各国提升谈判密度、扩大谈

判内容、谈判完成度快速提升。尤其是２０１８年以来，在各方的积极推动

下，谈判任务完成度从２０１７年的不到５０％迅速提升到２０１８年底的接近

８０％。①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ＲＣＥＰ１５个成员国宣布已结束全部２０个章节

的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将启动法律文本审

核工作，致力于确 保２０２０年 签 署 协 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初，ＲＣＥＰ法 律 文

本审核工作已正式启动。这标志着ＲＣＥＰ取得重大突破，将有望为全球

多边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

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二）ＲＣＥＰ主要特点

ＲＣＥＰ与ＴＰＰ都是从２１世纪初开始酝酿 并 逐 渐 发 展 起 来 的，是 亚

太地区主要国家推 动 本 地 区 贸 易 投 资 自 由 化 和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两 条 呈 现

明显差异的发展路径。ＲＣＥＰ与ＴＰＰ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多元化的成员国加大谈判难度。ＲＣＥＰ成员国主要集中在东亚地

区，而ＴＰＰ成员国则分散于太平洋两岸，二者所涉区域和成员国互有交

叠，日本等７个国家同时加入了这两个机制（见图）。不过，ＲＣＥＰ的成员

构成更加多元化，各国文化背景、政治体制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显著。ＲＣＥＰ成员国中，既有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有以中国和

印度为首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还有老挝、柬埔寨、缅甸等

全球最不发 达 国 家，发 展 中 国 家 在 成 员 国 构 成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更 大。因

此，各国在谈判诉 求 中 存 在 较 大 差 异，加 大 了 快 速 推 进 谈 判 的 难 度。尤

其是印度希望尽可能保护本国脆弱的经济行业，并从其余成员国那里获

得优惠的市场准入。由于担心国内制造业受到冲击，印度在市场开放问

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也影响了谈判进程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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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ＲＣＥＰ与ＴＰＰ成员国构成

　　２．拥有小国 主 导 的 独 特 模 式。与 美 加 墨 贸 易 协 定（ＵＳＭＣＡ）、ＥＵ、

ＴＰＰ等大型ＦＴＡ在形成过程中由发达国家主导并推动不同，ＲＣＥＰ代

表了区域经 济 合 作 的 一 种 新 模 式，即 由 中 小 国 家 组 成 的 地 区 组 织———

ＡＳＥＡＮ牵头主导谈判进程并在机制建设过程中发挥核心 作 用，而 且 得

到了中日等地区 大 国 的 支 持。特 别 是 与 ＡＳＥＡＮ内 部 在 是 否 参 与ＴＰＰ

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不同，“ＲＣＥＰ强调ＡＳＥＡＮ作为一个整体的核心

和主体地位，对于维系和促进东盟内部的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３．秉承开放、灵活、务实的合作原则。ＲＣＥＰ在准入门槛、关税废除

率和规则制定等方面都不如ＴＰＰ的要求高。自机制化建设伊始，ＲＣＥＰ

就一直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这也是由东亚经济极强的对外依赖

性所决定的。ＲＣＥＰ不仅主张成员国可自行选择是否参与谈判，并向所

有未参与谈判的ＡＳＥＡＮ伙伴或其他外部经济伙伴开放准入，允许他们

在ＲＣＥＰ完成谈判后申请加入。②

与ＴＰＰ的自由化率接近１００％相比，ＲＣＥＰ考虑到成员国大多数为

发展中国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允许渐进和过渡，贸易自由化程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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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投资限制等问题上的开放度也较低，体 现 出

了较大程度的灵活性和舒适度。

加强务实合作 一 向 是 东 亚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的 动 力 源。当 前 的 东 亚 生

产网络形成 了“四 极 体 制”———即 以 中 国 为 主、东 盟 为 辅 的 生 产 加 工 中

心，日本和韩国 则 充 当 了 生 产 加 工 的 中 间 品 供 给 中 心。① 由 这 样 的 四 极

共同构建全球最大ＦＴＡ，无疑将提升各成员国务实合作水平，实现最优

的生产分配与企 业 选 址，形 成 更 具 竞 争 力 的 区 域 价 值 链、产 业 链 和 供 应

链，对各成员国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生产一体化产生巨大的推动效果。

　　二、日本对ＲＣＥＰ政策的演变

　　在对外经济战略演变过程中，日本对ＲＣＥＰ政策多次调整。

１．以“１０＋６”对冲“１０＋３”，制衡中国影响力

２１世纪初，日本出于积极开拓东亚市场、主导东亚区域经 济 一 体 化

进程、制衡中国在 东 亚 区 域 合 作 机 制 中 影 响 力 的 目 的，积 极 研 究 并 推 动

ＣＥＰＥＡ，拉印度等域外力量进入，借外力来“稀释”中国在本地区不断增

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由于ＲＣＥＰ的实际参加国与ＣＥＰＥＡ一致，日本

最终表示同意加入ＲＣＥＰ谈判。

２．优先参与ＴＰＰ，消极应对ＲＣＥＰ

在中日实力逆 转 且 规 模 差 距 日 益 加 大 的 情 况 下，日 本 的 广 域ＦＴＡ

战略方向逐渐从 东 亚 地 区 转 向 亚 太 区 域，意 图 通 过 加 强 日 美 共 同 协 调，

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实现更紧密合作关系，并联合美、印、澳

等国牵制中国影响力的提升。２０１３年７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

加入由美国主导的ＴＰＰ。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测算显 示，ＲＣＥＰ

对日本实质ＧＤＰ的拉动效果为０．６％，而ＴＰＰ则仅有０．２％。② 日本国

际问 题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则 表 明，通 过 废 除 关 税，ＴＰＰ可 以 拉 动 日 本 实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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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增长０．７％，而ＲＣＥＰ则能够达到１．５％。在废除关税、减少服务和

投资领 域 等 非 关 税 壁 垒 的 情 况 下，ＴＰＰ对 日 本 实 质 ＧＤＰ的 拉 动 达 到

１．８％，而ＲＣＥＰ则达 到２．９％。① 可 见，尽 管 多 个 日 本 智 库 的 测 算 均 表

明，ＲＣＥＰ对 日 本 经 济 增 长 的 拉 动 效 果 高 于 ＴＰＰ，但 日 本 还 是 将 推 动

ＴＰＰ和日欧ＥＰＡ作为实现广域ＦＴＡ战略的优先选项，并以谈判官员不

足等为借口，集中谈判力量优先参与ＴＰＰ谈判，对ＲＣＥＰ谈判长期采取

较为消极的态度。尤其是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ＴＰＰ后，日本并没有转

而积极推动ＲＣＥＰ谈判，而 是 主 动 负 起 领 导 责 任，主 导 并 推 动 没 有 美 国

参与的ＣＰＴＰＰ签署和尽快生效。

３．以“高质量”引领ＲＣＥＰ谈判进程

２０１８年以来，随着日本主导的ＣＰＴＰＰ和日欧ＥＰＡ相继签约并正式

生效，日本的ＦＴＡ覆盖率（已生效ＦＴＡ的 贸 易 额 在 日 本 贸 易 总 额 中 所

占比重）上升到３６．７％。② 不过，这一数字与日本提出实现ＦＴＡ覆盖率

达到７０％的目标还相差甚远。③ 作为日本主要贸易对象国的中韩与日本

都没有签署ＦＴＡ，因此一旦ＲＣＥＰ达成协议，将有望助推日本ＦＴＡ覆盖

率大幅增长２７．１％。④ 与此同时，在美国威胁退出 ＷＴＯ、挑起与包括中

国在内多个国家 贸 易 摩 擦、在 贸 易 谈 判 中 对 日 施 压 的 情 况 下，日 本 长 期

坚持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

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贸易市场和竞争优势，日本需要进一步扩大其自由

贸易的“朋友圈”，因此 日 本 重 新 对ＲＣＥＰ谈 判 展 示 出 了 积 极 态 度，提 出

了“高标准”要求，力争在ＲＣＥＰ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

２０１８年７月，ＲＣＥＰ部长级会议首次在日本东京举行，安倍发言称，

“接下来终于轮到了ＲＣＥＰ，让我们共同打造自由公平的市场。”“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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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关注本地区未来的同时，决心与各国携手打造高质量的ＲＣＥＰ。”①此

后，日本政府多次表态，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发挥“桥梁”作用，

以“高质量”为目标，力争在ＲＣＥＰ谈判的最后阶段发挥引领作用。２０１９

年６月２１日，日本政府在其最新公布的《成长战略执行计划》中强调，“日

本要作为自由 贸 易 的 旗 手，通 过 缔 结、扩 大 高 质 量 的ＥＰＡ，争 取 成 为 全

面、平衡和高质量的 世 界 规 则 制 定 的 引 领 者”，为 此 日 本 将 以“尽 早 签 署

ＲＣＥＰ协议并推动其生效”为目标，加速推动谈判进程。②

４．积极推动２０２０年１６国ＲＣＥＰ的签订

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印度宣布退出ＲＣＥＰ谈判后，日本立刻表示包

含印度在内的经济圈非常重要，将继续推进１６国参与的ＲＣＥＰ，力争在

２０２０年内签署协议，并坚持在自贸区谈判的优先顺序上，将中日韩ＦＴＡ

排在ＲＣＥＰ之后。

日本不赞同１５国率先达成ＲＣＥＰ的表态尽管出人意料，但 有 其 必

然性。从经济、政治 乃 至 潜 在 的 国 家 安 全 角 度 来 看，印 度 参 与ＲＣＥＰ都

具有重要意义。③

首先，从日本ＦＴＡ战略看，其一直致力于通过主导区域内经济合作

与规则制定，联手印度等国来对冲中国影响力。早自东亚区域一体化酝

酿之初，日本就提出包括印度在内的“１０＋６”机制来对冲中国支持的“１０

＋３”机制。至今，日本在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全面加强与印度关系，特别

是极力拉印度留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内，就是要借印度来平衡中国影响

力并提升日本话语权。目前，如果日本能够成功说服印度重返ＲＣＥＰ，则

可以彰显其谈判力和领导力，进一步提升其广域ＦＴＡ战略的影响力；如

果印度坚持退出，日 本 仍 将 以“自 由 贸 易 旗 手”自 居，在 继 续 参 与ＲＣ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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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同时，优先推动ＣＰＴＰＰ扩容，既可争取ＡＳＥＡＮ其余 国 家 加 入，

还能削弱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谈判中的地位。

其次，从安全角度 看，安 倍 政 府 积 极 推 行 的“印 太 构 想”就 是 要 与 从

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中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开展合作，印度

被视为日本实现该 构 想 的 重 要 帮 手。而“自 由 贸 易”正 是 日 印 双 方 强 调

价值观认同的重要体现 之 一。日 本 希 望 与 印 度 共 同 主 导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与规则制定，这不仅 对 日 本 实 现“印 太 构 想”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也 可

以牵制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

再次，从经济层面看，拥有１３亿多人口的印度近年来保持着较快的

经济增速，这对面 临 少 子 老 龄 化 危 机 的 日 本 而 言，无 疑 是 一 个 充 满 巨 大

商机的市场。因此，日 本 迫 切 希 望 印 度 能 够 留 在ＲＣＥＰ内，通 过 推 动 日

印经贸往来升级，为日本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三、日本力促１６国ＲＣＥＰ的主要举措

　　为了促成包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ＲＣＥＰ能够如期在２０２０年成功签署

协议，日本政府展现出积极态度，极力劝说其余成员国接受日方态度。

第一，力劝印度重返ＲＣＥＰ。

尽管印度不愿意进一步开放商品贸易市场，但是希望ＲＣＥＰ其他成

员国能够进一步对印放开服务贸易限制。由于谈判中分歧较大，印度宣

布退出ＲＣＥＰ谈判。日 本 则 第 一 时 间 向 印 度 表 达 了 愿 与 其 共 进 退 的 决

心，表示要充当“印度与ＲＣＥＰ其余成员国之间的桥梁，力争２０２０年签

署协议”。① 日本经济 产 业 大 臣 梶 山 弘 志 在 印 度 表 示 退 出 的 第 二 天 就 对

外宣称，“日本将继续为推动包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ＲＣＥＰ于２０２０年内签

署协议发挥主导作用”，②对外释 放 出“不 会 在 没 有 印 度 参 与 的ＲＣＥＰ协

议上签字”的信号。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日本外务大臣茂 木 敏 充 与 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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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Ｇ２０外长会 议 的 印 度 外 长 苏 杰 生 举 行 会 谈，双 方 就ＲＣＥＰ交 换 意

见。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将以２０２０年签署包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ＲＣＥＰ

协定为目标，继 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① 此 后，短 期 内 日 本 外 务 大 臣 茂 木 敏

充、防卫大臣河野洋平、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相继访印，首相安倍晋三

也计划访印（后因印度治安问题暂时取消），向印度直接表达日本坚持包

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共同推进ＲＣＥＰ谈判的立场，劝说印度重返谈判桌。

针对印度主要担心本国制造业受到冲击的情况，日本将提高印度产

业竞争力视为当前撬动印度重返ＲＣＥＰ的“杠杆”。梶山弘志访印期间，

向印度转达了“致力于解决印度 参 加ＲＣＥＰ尚 存 问 题”的 决 心，表 示“加

强印度的产业竞 争 力 和 实 现 出 口 利 益 是 很 重 要 的 问 题”。② 日 本 表 示 将

努力通过提供技 术 援 助，帮 助 印 度 提 高 相 关 产 业 的 竞 争 力 和 自 信 心，进

而推动印度出口的增长，助其重返ＲＣＥＰ。

此外，日本还通过２轨外交和１．５轨对话等多种渠道，向印度各界宣

传如果印度不参与到ＲＣＥＰ中，那么将面临被区域经济合作边缘化以及

受到其余１５国共同的对外关税与投资限制，对印度经济有可能造成更大

的影响和冲击。

第二，与中国合作劝说印度。

印度一直担心逐 步 取 消 关 税 后，中 国 的 工 业 制 品 和 澳、新 农 产 品 大

量涌入本国，损害本国产业。目前，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２０１８年印度对 华 贸 易 逆 差 达 到５７２．１６亿 美 元，占 比 为３０．５２％。③ 在

ＲＣＥＰ谈判最后阶段，印度提出为保护本国产业，要求其他国家的家电产

品和食品等 在 进 入 印 度 时，应 使 用 三 成 以 上 原 产 于 印 度 的 零 部 件 和 材

料；针对所担心的 对 华 贸 易，要 求 采 取 紧 急 进 口 限 制。针 对 印 度 的 上 述

要求，日本积极劝说中国能够在贸易自由化率和紧急进口限制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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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做出适当让 步，以 便 消 除 印 度 疑 虑，改 变 退 出ＲＣＥＰ的 决 定。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２５日，安倍晋三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时，也再次强调了“包

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 共 同 签 署 协 议 的 重 要 性”，①显 示 出 日 本 希 望 借 助 中

国力量，共同做印度各界的工作，力促印度回归的意愿。

第三，积极游说ＡＳＥＡＮ等其余成员国。

在做中印两国工作的同时，日本也积极游说ＡＳＥＡＮ等其余成员国，

争取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２０２０年伊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出访越

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就２０２０年达成ＲＣＥＰ协议，劝说各

国与日本加 强 合 作。如 茂 木 敏 充 与 越 南 外 长 范 平 明 举 行 会 谈 时 强 调，

“包括印度在内的１６国 共 同 达 成 协 议 至 关 重 要”。② 在 与 泰 国 外 长 敦 会

面时，茂木敏充不仅表态欢迎泰国加入ＣＰＴＰＰ，也再次强调希望能基于

第三次ＲＣＥＰ领导人会 议 共 同 声 明，包 括 印 度 在 内 的１６国 能 够 争 取 在

２０２０年内达成ＲＣＥＰ协议。③ 茂木敏充还在出访的最后一站印尼发表了

有关日本对ＡＳＥＡＮ政策的演讲，提出未来日本与ＡＳＥＡＮ应在“培育人

才”“构建制度”和“凝聚智慧”三 个 方 面 加 强 合 作。其 中，“构 建 制 度”方

面，茂木特别强调日本正与ＡＳＥＡＮ各国开展合作，争取在包括印度在内

的１６国中实现ＲＣＥＰ。④ 此外，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的日澳外长会谈和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澳经济部长对话时，日本均一再向澳大利亚确认

应坚持１６国共同参与ＲＣＥＰ协议，⑤表现出日本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的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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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対ＡＳＥＡＮ政策に関する茂 木 外 務 大 臣 ス ピ ー チ」、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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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前景展望

　　ＲＣＥＰ１５个成员国能够在２０１９年底整体上结束谈判，标志着东亚自

贸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亚洲地区首次有了一个涵盖主要经济体在内的

一体化组织。正如李克强总理在第三次ＲＣＥＰ领导人会议上发言指出，

这将“有利于地区 国 家 在 面 临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背 景 下，加 快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进程，也有利于 在 保 护 主 义 抬 头 的 背 景 下，提 振 各 国 携 手 抵 御 风 险 挑

战的预期。”①

目前，除 印 度 外 已 结 束 谈 判 的１５个 ＲＣＥＰ成 员 国 均 赞 同 尽 快 于

２０２０年签署协议，但是在是否必须坚持印度参与的问题上，日本与其他

国家存在分歧。事 实 上，印 度 一 直 在 市 场 开 放 问 题 上 态 度 谨 慎，也 确 实

担心本国工 业 和 农 业 在 面 对 外 部 竞 争 时 缺 乏 竞 争 力 而 面 临 巨 大 冲 击。

但是印度国内对于退出ＲＣＥＰ也并非全无异议。首先，莫迪政府因国内

政治压力过大宣布退出ＲＣＥＰ。但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２０２０年２月

２０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２０２０年度的印度ＧＤＰ增长率有望比

２０１９年度 提 升０．６个 百 分 点，达 到５．６％，２０２１年 度 将 进 一 步 回 升 到

６．２％。② 如果未来印度经济形势转好，国内压力下降，莫迪政府对ＲＣＥＰ

政策取向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其次，印度国内存在赞成加入ＲＣＥＰ

的积极力量。２０１９年９月印度商务部下属高级别咨 询 小 组（ＨＬＡＧ）提

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印 度 将 是ＲＣＥＰ中 获 益 最 大 的 国 家，尤 其 是 在 中 美

贸易摩擦的影响 下，印 度 加 入ＲＣＥＰ将 获 益 匪 浅。③ 中 国 政 府 则 一 再 强

调，无意 追 求 对 印 贸 易 顺 差，ＲＣＥＰ是 开 放 的，中 方 对 印 度 早 日 加 入

ＲＣＥＰ持欢迎态度。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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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出席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の内外経済見通し」、株式会社三菱総合研究所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０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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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表示，ＲＣＥＰ在２０２０年６月份之前完成法

律审核“没有问题”，各方有望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ＲＣＥＰ领导人会议上正式

签署这一协议。①

当前形势下，完成ＲＣＥＰ谈判，将向世界展现出更加包容开放、务实

合作的亚洲，对外 发 出 反 对 贸 易 保 护 主 义、支 持 自 由 贸 易 和 多 边 主 义 的

积极信号。根据２０１８年 数 据，整 体 上 已 经 结 束 谈 判 的ＲＣＥＰ１５个 成 员

国人口达２２亿，ＧＤＰ达２９万亿美元，出口额５．６万亿美元，吸引的外商

投资流量３７００亿美元，这些指标占全球总量的３０％左右。② 根据已披露

的２０个章节文本谈判标题可知，ＲＣＥＰ不仅将有利于促进本地区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开拓地区生产网络，而且还将在扩大服务贸 易、保 护

知识产权、协调竞争政策、管理电商交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已经是一个现

代化的高水平一体化组织。此外，ＲＣＥＰ的达成意味着东北亚地区的中

日、日韩之间都首次达成ＦＴＡ，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未来“１０＋３”东亚自贸

区的推进，也有利于促进“中日韩ＦＴＡ”的尽快实现，还将对中日、日韩双

边关系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在 中 国 举 行 的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后，李 克 强 表 示“三 国 同 意 致 力 于 促 进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进程，推动ＲＣＥＰ早 日 签 署，加 快 推 进 中 日 韩 自 贸 区 谈 判”。③ 这 无 疑

对中日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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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２０２０年６月 前 完 成 ＲＣＥＰ法 律 审 核》，中 国 贸 易 投 资 网，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ｃ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４９７０／ｄｅｔａｉｌ．
《ＲＣＥＰ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９１５０６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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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



ｓｉｖｅ“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

ｌ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ＣＥＰ

ＣＨＡＮＧ　Ｓｉｃ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ｔｈ，２０１９，ｔｈｅ　１５ＲＣＥＰ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ａｌｌ　２０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ＰＰ，ＲＣＥＰ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ｔｓ　ｈａｒｄｅ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ｄｅｌ　ｌｅｄ　ｂｙ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ｅ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Ｊａｐａ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ＣＥＰ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ｌａｎ－

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１０＋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１０＋

６”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ｇｉｖ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ＴＰＰ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ＣＥＰ，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ＣＥＰ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６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２０ａ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Ｊａｐａｎ

ｈａｓ　ｗｏｒｋｅｄ　ｈａｒ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ＣＥＰ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ｓ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ｄ

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ＣＥ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ｇａ　ＦＴ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

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８４１

东北亚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