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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如何理解“逆流而上”的 RCEP? 

事件：2020 年 11 月 15 日，15 国正式签署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核心观点：RCEP“逆流而上”，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后续中美关系仍是关键变量。 

一、RCEP 的 3 大关键信息：成果实属难得 

1、RCEP 历时八年终达成，可谓对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有力回应，是“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实属难得，示范效应明显。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2 年由东盟 10 国发起，历经 8

年、30 多轮正式谈判之后终于落地，除了有助于加速亚太贸易一体化和提振区域经济外，

更重要的影响应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回击，有望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特朗普退

出的 TPP 甚至也可能再度重启（如果拜登正式就任）。 

2、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共 15 个成员国，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 10 国，以及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他 5 国。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RCEP 覆

盖了约 22 亿人、占全球 30%，GDP 总量达 25.6 万亿美元、占全球 29.3%，贸易总额 10.4

万亿美元、占全球 27.4%，RCEP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此前，最大的自贸协定是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11 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 7%，GDP 占

全球 13%）；同时，尚处谈判中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若落地，则有望成为最大（28 个成

员国，人口约占全球 25%，GDP 占全球近 4 成）。 

3、RCEP 的目标、内容和时间表：RCEP 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

的自由贸易协定，各成员国之间关税减让以立即降至零关税、10 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

为主；据我国财政部 11 月 15 日官网，RCEP 协定由序言、20 个章节（主要包括货物贸

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章）以及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和自然人临时移动承诺表组成，其中，在投资方面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是

较 WTO 框架的实质突破；成员国在未来 2 年内将在本国走各自的法律流程，我国财政部

15 日称 “有望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阶段性建设成果”。 

二、RCEP 对中国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1、RCEP 应是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尤其是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税减让的历史性突破，可谓

“十四五”规划的“开门红”。据商务部介绍，今年以来正进行的自贸协定谈判有 13 个，

包括 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中国-挪威自贸协定，中国-以色列自

贸协定，中国-巴拿马自贸协定、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等。“十四五”规划把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最大的外部挑战，RCEP 签署无疑是“强心剂”，特别是在中日韩

自贸协定迟迟无法取得突破之际，中日关税减让实现了“破冰”。 

2、RCEP 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走出去”和“引进来”，助力“双循环”战略的更好落地，

加速我国在环保、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进展，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与 RCEP 成

员国贸易来往密切，包括：东盟已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经

连续多年成为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 将推

动中国对标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尤其是环保、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竞争

力不足等方面的改革与转型；此外，也将利于我国进口，利好“双循环”战略。 

3、RCEP 是双边减税，对我国的优势行业是机遇，对我国的薄弱行业是挑战。基于不少学

术研究的测算结果（参考文献附后）：总量方面，“十四五”期间 RCEP 协定将全方位提

升中国 GDP、进口、出口、投资等（最高提振幅度将超过 2 个百分点）；行业方面，受益

较大的包括纺织服装、轻工、农产品、建材、采掘业、电子商务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

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化工等等。 

三、RCEP 的后续展望：中美关系仍是关键变量 

1、RCEP 的一大缺憾：印度并未参与。RCEP 一开始包含印度在内的 16 国，但印度今年

7 月退出，普遍认为印度是出于对数据安全的顾虑和对逆差可能进一步扩大的顾虑。鉴于

印度是亚洲的人口第二大国和经济第三大国，RCEP 也因此对印度仍持开放态度。 

2、RCEP 的一大挑战：美国并未参与。亚太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奥巴马时期主

推的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于特朗普的“退群”而中止，日本随后也退出并主

导推动了 CPTPP。作为 TPP 的“迷你版”，CPTPP 保留了 TPP 的绝大部分内容。亚太

目前有 CPTPP 和 RCEP 两个协定，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

文莱等 7 国两个协议都加入了。往后看，拜登当选应已成定局，很有可能重启 TPP 或加

入已有的 CPTPP，这将对 RCEP 的约束力构成制约。我们预计，中美关系仍是全球贸易

格局的主导变量，RCEP 的实质效果大概率还是绕不开美国。 

风险提示：中美冲突超预期，部分国家“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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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RCEP、TPP、CPTPP 的成员国关系图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ＲCEP 对 “十四五”期间中国具体产业的累计影响  

 

 

资料来源：梁一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入ＲCEP 对中国经济及相关产业影响分析》，刊于《国际贸易》2020 年第 8 期；表中所列的
情景 1 指不包含印度，情景 2 指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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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一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入ＲCEP 对中国经济及相关产业影响分析》，刊于《国际贸易》202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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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彦芳等，《“一带一路” 贸易网络对中国贸易效率的影响—兼论与 TPP、TTIP、CEP 的比较》，刊于《亚太经济》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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