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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y Brief  No.201304                                                  
 
 
 

美欧自贸区意欲何往 

美欧自贸区构想酝酿已久，但由于利益的差别与分歧，长期陷入搁置。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

的相继侵袭打破了运转已久的均衡、融化了美欧一体化的坚冰，终于在不久前促使这对深处寒冬中的发达

经济体走到了一起。“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倡议已尘埃落定并将在今年上半年启动，

宣告了美欧自贸区谈判进入倒计时。 

历史地看，美欧自贸区的设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1949 年加拿大曾提出“让北约成为军事和经

济联盟”的建议，但遭到欧洲的拒绝。此后，美欧自贸区的设想不断提及，但一直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

下楼”，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而无实际行动的阶段。事态的转变发生在今年 2 月 13 日，美国总统奥巴

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在 6 月底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并计划在 2014 年完成谈判。3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与美国进行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的授权书，进一步为 6 月底将开启的谈判排除了障碍。目前，美欧谈判的意愿一致高昂，大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态势。 

美欧集聚了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经济规模超过现有任何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他们的一体化安排

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区域一体化安排在金融危机

后如火如荼的发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

韩自贸区建设都已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炙手可热的话题。基于这些背景，美国一方面极力推动 TPP 的发展，

另一方面又积极的筹划 TTIP。随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欧区域一体化意欲何往？一体化所追求的目标和

意图何在？ 

抱团过冬是导火索与推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让美国和欧盟经济走入低迷，在轮番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

后，国内政策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贸易别无选择的成为了美欧进一步提振经济的“救命稻草”。美欧经

济产出约占全球总产出的一半；双边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在欧盟的投资是其在亚洲投

资的三倍，欧盟对美国投资是其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额的八倍。这样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建立的区域一体

化，对于相互贸易、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毫无疑问的存在正向推动和激励作用。可以说，危机时期的“抱团

过冬”是推动美欧这两个存在相互竞争的发达经济体走向合作，试图构建区域一体化的直接导火索和推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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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减让的收益名大于实 

关税减让和取消通常是区域一体化安排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对相互之间存在较高贸易壁垒而贸易规模

又较大的国家来说，通过削减甚至取消关税而获得的贸易收益是可观的。但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

两个发达经济体，相互之间关税的水平已经较低，寄希望于关税减让大幅推动贸易已无空间和可能。可以

明确的是，关税减让是美欧区域一体化很不起眼的意图，甚至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这与通常区域一体化

意在关税减让的目标大相径庭。 

服务贸易与投资发展是着力点 

美欧区域一体化在推动相互服务贸易和投资发展的潜在空间较大，单从扩大相互之间往来以促进经济

增长的角度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是着力点和重点领域。服务贸易方面。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集团；美国自欧洲的服务贸易进口以及对欧洲出口均占其服务贸易进出口

总额的约 40%；而美欧目前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较大；美欧服务贸易的发展可能会是相互区

域一体化中的亮点。投资方面。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约为 2 万亿美元，而欧盟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约为 1.7

万亿美元，两个地区互为最主要投资目的地。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明确地将投资伙伴关

系列为与贸易伙伴同等的地位。故而促进投资一体化，扩大相互之间的投资发展是美欧区域一体化的另一

个重要亮点。 

重塑国际贸易新标准和新规则乃“罪翁本意”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言权和话语权的增强，

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获得更多贸易利益的企图成为泡影。而美欧发达国家

又不情愿失去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来制定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高要求贸易规则，并推动其

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标准。目前，TPP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果能够通过 TTIP 联合欧盟，则发达国家

重塑国际贸易新标准和新规则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 

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的，美欧区域一体化协定将通过制定针对一系列问题的规则和原则，对

全球贸易产生影响。故而，美欧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最大亮点不是消除关税，而是美版标准与欧版标准的统

一，进而力争成为国际标准。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进一步提供了佐证，指出欧盟和美国将一起制定标准，

在投资、政府采购、非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环境与就业、竞争性政策、国有企业的发展等方面提出

更严格的贸易标准。 

   地缘政治红利亦为重要考量 

除了通过区域一体化获取经济增长新动力的目标外，美欧自贸区的筹建还存在全球战略布局的诉求。

近十年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令发达国家意想不到却又无法控制的质变与逆转，金砖国家、新兴市场经

济体异军突起，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局势逐渐成为“昨

日黄花”。面对风云逆转的局面，发达国家不甘心于主导地位的消逝。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的共同目

标促使美欧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走到了一起，希望通过自贸区在战略和政治上树立主导地位。 

美国希望通过美欧区域一体化收获地缘政治红利的意图亦然昭昭。美国正推动 TPP 的发展以实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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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如果能够促成 TTIP 的发展并形成美欧联合主导的局面，美国和欧盟针对亚洲的政

策协调程度无疑会明显加强，美国借助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脚

步和进程会大大提速。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

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很容易主导和影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导权。 

中国态度与应对 

正如美欧联合声明所言，一个高标准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将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将

解决监管问题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谈判，美国与欧盟将不仅有机会促进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与投资，

也将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进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显而易见，美欧区域一体化的安排一方面

是为了促进相互的贸易与投资，但更重要的，是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甚至影响或构建新的多边贸易体系。 

面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美欧区域一体

化会产生贸易替代和转移效应，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冲击中国出口贸易；其次，一旦

美欧形成并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与新标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贸易利益可能会被进一步削

减与剥夺；最后，美欧的一体化也可能会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并促进

经济增长。鉴于此，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可有的选择包括：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全球

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形成，促使其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考虑融入这些

区域一体化安排，成为参与者影响新规则的形成，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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