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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法律的视角

叶　 斌

　 　 内容提要: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多哈回合严重受阻之后ꎬ欧盟将贸易政策的重点从依赖

多边机制转向推动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欧盟在全球推行新一代自贸

协定的战略ꎬ正逐步得到落实ꎮ 本文从法律视角分析了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新近发展趋

势及其影响:首先讨论欧盟对多边贸易机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关系的态度ꎻ其次ꎬ分析

欧盟现有贸易协定和当前贸易谈判的现状ꎬ探究欧盟贸易协定政策转变的原因ꎬ以欧韩

ＦＴＡ 和 ＴＴＩＰ 为例分析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的目标和内容ꎻ最后ꎬ讨论欧盟贸易协定对中

国的潜在影响并提出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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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成立初期ꎬ欧美对于在多边机制下推动自由贸易规则抱

有很大的希望ꎮ 尽管以往欧盟缔结的许多双边协定中都包括贸易章节ꎬ但是关键议题

和最为重要的市场准入承诺ꎬ主要是放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机制中进行谈判的ꎮ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多哈回合严重受阻之后ꎬ欧盟被迫改变了原先依赖多边机制推动贸易规

则的方式ꎬ转而采取“有选择的双边主义”策略ꎮ①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欧盟发布新的全球贸

易战略ꎬ提出将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作为多边机制的补充ꎮ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欧盟出台«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第一部贸易政策文件ꎬ进一步将 ＦＴＡ 作为其“欧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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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战略”的优先事项ꎬ更加明确地指出未来欧盟自贸协定政策的走向ꎮ① 与传统自贸

协定不同ꎬ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不再以削减关税为重点ꎬ而是更加强调消除货物贸易

与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ꎬ放宽市场准入ꎬ减少投资管制ꎬ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创

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达成新的双边承诺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欧盟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ꎬ这是欧盟首部新一代自贸协定ꎮ

该协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生效ꎬ欧盟有意将该协定作为未来 ＦＴＡ 的模本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欧盟与美国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谈判ꎮ 由于美

欧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一半ꎬ且美欧在贸易规则制定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ꎬ如果 ＴＴＩＰ 真

能如美欧双方希望的那样成功达成ꎬ将极大地改变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走向ꎬ对全球

经济产生重要影响ꎬ特别是直接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对外贸易ꎮ 欧盟已与

加拿大完成贸易协定谈判ꎬ目前正在进行的 ＦＴＡ 谈判对象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绝大

多数国家ꎬ仅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少数国家尚未成为其贸易协定的谈判对象ꎮ

中国既非欧盟ꎬ也非美国这两大经济体的自贸协定谈判对象ꎬ因而有可能面临两

大不利局面:其一是未来美欧贸易协定所造成的贸易转移的不利影响ꎻ其二是脱离新

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危险ꎮ 为打破这种不利局面ꎬ中国向欧盟主动提出签订自贸

协定的倡议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中欧双方领导人在中欧峰会上首次提出:“在条件成熟时

签订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ꎮ② 这一表态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习近平访欧时再次得到确

认ꎮ③

本文从法律角度考察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最新发展ꎬ分析其对中国的可能影响ꎮ

文章首先讨论欧盟对多边贸易机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关系的态度ꎻ其次分析欧盟现

有贸易协定和当前贸易谈判的现状ꎬ重点讨论欧盟贸易协定政策转变的原因ꎻ再次分

析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的目标和内容ꎻ最后讨论欧盟贸易协定对华影响并提出相应的

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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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双方对中欧投资协定前两轮谈判的成果表示欢迎ꎬ并期待尽早达成这一具有雄心的协定ꎮ 商
谈并完成这一涵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的全面中欧投资协定ꎬ将传递双方致力于加强合作并实现更远大雄心的
愿景ꎬ包括从长远看ꎬ在条件成熟时签订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ꎬ参见“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中欧
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第 ３ 版ꎮ

参见«中欧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第 ２ 版ꎮ



一　 多边贸易机制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关系以及欧盟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欧共体 /欧盟一直是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或自

由贸易协定①的最积极的推动者ꎮ 更有学者指出ꎬ欧盟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天然支持

者ꎮ② １９５７ 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ꎮ③ 在 １９９５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ꎬ欧共体与第三国缔结的各类涉及贸易的双边或者区域协定

已经多达 １４０ 个左右ꎬ对象涉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ꎬ以及除美国、日本 、澳大

利亚、新西兰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ꎬ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政策中是绝无仅

有的ꎮ④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ꎬ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发

展高潮ꎬ“开放的区域主义”(ｏｐ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成为一种流行趋势ꎮ⑤ 目前ꎬ很多 ＷＴＯ

成员加入新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ꎬ例如在亚太地区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ＴＰＰ)协议谈

判ꎬ目前有 １２ 个成员方ꎻ东盟成员国当前倡导的、与已经签订自贸协定的 ６ 国达成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ꎻ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建太平洋联

盟ꎻ在非洲ꎬ东南非共同市场(ＣＯＭＥＳＡ)、东非共同体(ＥＡＣ)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试图达成三方协定ꎮ⑥

区域贸易协定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组成部分还是障碍ꎬ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ꎮ⑦

如果在创造贸易的作用上大于贸易转移ꎬ自贸协定会被视为多边贸易制度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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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国以及 ＷＴＯ 在贸易协定的术语使用上并不一致ꎬ各术语包括的范围有很大的差别ꎮ ＷＴＯ
使用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和优惠贸易协定(ＰＴＡ)两个术语ꎮ 前者包括 ３７９ 个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ꎬ主要是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ꎬ后者仅指单方面给予的优惠安排ꎬ通报数量仅为 ２６ 个ꎮ 欧盟官方文件将贸易协定分为自由贸
易协定(ＦＴ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和其他贸易协定ꎮ 美国官方文件使用的优惠贸易协定(ＰＴＡ)这一术语ꎬ
比 ＷＴＯ 所指的 ＰＴＡ 更为广泛ꎬ包括单边、双边以及区域性的关税和非关税优惠安排ꎮ 本文在广义上使用贸易协
定ꎬ其中主要指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ꎮ 作者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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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ｙ Ａｒｅａｓ”ꎬ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４９.

其他已经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ꎬ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南方共同
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东南亚国家联盟自由贸易区(ＡＳＥＡＮ)和东南非共同市场(ＣＯＭＥＳＡ)ꎮ 参见曾令良:«欧洲共
同体法与现代国际法»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ꎬ第 ２１－２３ 页ꎮ

刘红星:«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ꎬ第 １７７ 页ꎮ
参见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ꎬ«世界经济»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ꎻ殷敏:“跨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

及我国的选择”ꎬ«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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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补充ꎻ反之ꎬ则被认为是多边贸易制度的绊脚石ꎮ 从数量上判断某部贸易协定带

来的贸易创造或者贸易转移是多是少ꎬ往往是非常困难的ꎮ①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在特定条件下签订优惠性的贸易协定ꎬ从而构成对最惠

国待遇(ＭＦＮ)的例外规则ꎮ ＷＴＯ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的规则要追溯到 １９４７ 年

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ꎮ 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以及乌拉圭回合对该条达成的谅解ꎬ允许成员国

在货物贸易领域达成区域贸易协定ꎬ不因最惠国待遇而将相关待遇适用于该贸易协定

之外的第三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第 ２４ 条的适用应满足三项条件:区域内“实质上所有

贸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应消除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ꎻ临时协定应包括成员

国间实现自由贸易的确定计划和时间表并且过渡期不能超过合理限度ꎻ以及不能增加

对第三方的贸易保护程度ꎮ② １９７９ 年新增的授权条款(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Ｃｌａｕｓｅ)构成最惠国待

遇的又一项例外ꎬ它允许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区域贸易协定相互减让货物贸易关

税ꎮ③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ꎬ其第 ５ 条构成在服务贸易领域内

达成区域贸易协定的法律基础ꎮ 上述例外条款为区域贸易协定在 ＷＴＯ 体系之外的

扩散提供了合法空间ꎬ④然而ꎬ围绕区域贸易协定是否满足例外条件ꎬ以及协定是否与

ＷＴＯ 法相一致的争论也带来诸多的法律问题ꎮ⑤

不过ꎬ由于现有的 ＷＴＯ 规则缺乏判断区域贸易协定是否符合 ＷＴＯ 法的严格标

准ꎬ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张严重缩小了 ＷＴＯ 下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ꎬ对多边机制的

未来前景造成不小的冲击ꎮ⑥ 随着各国广泛启动 ＦＴＡ 谈判ꎬ特别是美欧这两大贸易体

启动 ＴＴＩＰ 谈判ꎬ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贸易规则谈判论坛的地位被严重削弱了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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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Ｒ４１１４３ꎬ Ｍａｒｃｈ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

对于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的理论基础和解读ꎬ参见钟立国:“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的历史与法律分析”ꎬ«法
学评论»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ꎻ蒋成华:“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关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实体内部标准研究”ꎬ«世界贸易组
织动态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ꎻ蒋成华:“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关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实体外部标准解读”ꎬ«世界
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１９７９ 年东京回合«关于差别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及发展中国家的更全面参与的决定»引入授权条款ꎬ对
ＭＦＮ 的例外包括:普遍优惠制、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有关非关税措施的协议、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性或全球性的
优惠关税安排、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待遇ꎬ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ｓ＿ｅ / ｌｅｇａｌ＿ｅ /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１９７９＿ｅ.ｈｔｍꎻ
左海聪:“ＧＡＴＴ / ＷＴＯ 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规则与实施”ꎬ«经济法论丛»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ꎬ第 １４１－１４５ 页ꎻ刘
俊:«区域贸易安排的法学进路: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框架下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法理学及其实证研究»ꎬ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９６ 页ꎮ

参见曾令良:“论 ＷＴＯ 体制下区域贸易安排的法律地位与发展趋势———兼论中国两岸四地建立自由经
贸区的几个法律问题”ꎬ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七卷)ꎬ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１－１６ 页ꎮ

参见钟立国:“ＷＴＯ 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制及其完善”ꎬ«法学家»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ꎻ程保志:“试析欧共体
的优惠贸易协定政策与 ＷＴＯ 规则的协调与兼容”ꎬ«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曾令良:“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多哈发展议程的负面影响”ꎬ«法学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Ｒａｆａｅｌ Ｌｅａｌ－Ａｒｅａｓꎬ “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Ｓｕｐ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ａｅｒａｌ￣

ｉｓｍ?”ꎬ ｐ. ５９９.



在多哈回合第 ４ 次部长级会议期间ꎬＷＴＯ 成员方承认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在促进

贸易自由化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ꎬ并且强调需要协调多边进程和双边进

程的关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部长们同意启动澄清和改进现有相关 ＷＴＯ 条款的谈判ꎬ以
更好地控制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ꎬ把区域贸易协定扩张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ꎮ 然而ꎬ
多合回合在这个问题上收效甚微ꎬＷＴＯ 的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ＣＲＴＡ)难以有效实施

审查 ＲＴＡ 的功能ꎮ①

在 ２００６ 年欧盟贸易政策文件中ꎬ欧盟也承认自贸协定对多边贸易机制具有负面

影响ꎬ认为 ＦＴＡ 可能使贸易复杂化ꎬ削弱 ＷＴＯ 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ꎬ并且对最不发达

经济体造成排斥ꎮ 不过ꎬ欧盟认为ꎬ从积极的影响来看ꎬＦＴＡ 的范围更加广泛ꎬ在 ＷＴＯ
规则之外使所有贸易实质性地自由化ꎮ 欧盟承诺ꎬ任何新签订的 ＦＴＡ 都不会成为多

边自由化的障碍ꎮ②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向 ＷＴＯ 通报并生效的 ３７９ 部区域贸易协定

中有 ３５ 部涉及欧盟ꎮ③

优惠或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的承诺可以分为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

款ꎬ前者建立在 ＷＴＯ 现有规则之上ꎬ后者则超出了现有 ＷＴＯ 的调整范围ꎮ
(一)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ꎬ是指由当前 ＷＴＯ 义务和规则发展出的条款ꎬ成员方的承诺建立

在多边层面的规则之上或者加重这些现有多边承诺ꎮ 例如ꎬ工业品和农产品减税减让

的程度超过在 ＷＴＯ 下已经做出的承诺ꎮ 又如ꎬ有关关税管理、检验检疫(ＳＰＳ)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ＴＢＴ)、贸易救济(反规避和反倾销)、服务贸易(ＧＡＴＳ 中包括的义

务)、政府采购、国有贸易企业、国家援助、属于 ＴＲＩＰＳ 的知识产权的义务等ꎮ
有研究表明ꎬ美国优惠贸易协定和欧盟优惠贸易协定中的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在使用

的范围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ꎮ④ 差异主要体现在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以及这

些条款的实施上ꎮ 在 ２０１１ 年以前ꎬ美国协定中都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服务条款ꎬ但只有

４ 个欧盟的协定也是如此ꎮ 大多数美国协定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内容ꎬ但欧盟协定

无一包括ꎬ主要原因是在 ２００９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ꎬ欧盟缺乏在直接投资上的

谈判权能ꎮ 另外ꎬ美国协定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服务方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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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Ａｎｎ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Ｖ. Ｆｉｏｒｅｎｔｉｎｏ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Ｗ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８ꎬ ２００５ꎻ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Ｖ. Ｆｉｏｒｅｎｔｉｎｏꎬ Ｌｕｉｓ Ｖｅｒｄｅｊａ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ｌｌｅ Ｔｏｑｕｅｂｏｅｕｆ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６ Ｕｐｄａｔｅ”ꎬ Ｗ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２ꎬ ２００６.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Ｊ. Ａｈｅａｒ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ｒｅｇｉｏｎ＿ｅ / ｒｅｇｆａｃ＿ｅ.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访问ꎮ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ｏｒｎꎬ Ｐｅｔｒｏｓ Ｃ.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é Ｓａｐｉ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１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５６５－１５８８.



有更强的法律执行力ꎬ而欧盟协定对国有贸易企业施加了更强的义务ꎮ①

(二)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ꎬ是指对当前 ＷＴＯ 中没有囊括或者不加调整的政策领域所做的

承诺ꎮ 例如ꎬ当前 ＷＴＯ 规则不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法律、人权以及资本流动ꎮ 欧美协

定中常见 １５ 种主要的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ꎬ包括反腐败、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数据保

护、环境法、投资、资本流动、劳工条件、知识产权、人权、打击毒品、反洗钱、社会事务、

打击恐怖主义、签证和庇护ꎮ②

根据相关研究ꎬ尽管欧盟和美国与第三国签订的优惠贸易协定中都包括大量的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ꎬ但是这些条款的可执行性较弱ꎮ 真正建立起新的法律基础、可与现

有 ＷＴＯ 协定相媲美的ꎬ主要是环境条款、劳工标准条款和竞争政策条款ꎮ 这些条款

很大程度上是欧盟或者美国内部规章制度的输出ꎮ③

二　 欧盟贸易协定的主要类型和发展阶段

欧共体 /欧盟是贸易协定的最重要的使用者ꎮ 从欧共体诞生之初ꎬ它就以消除对

国际贸易的限制为重要目标ꎮ④ 欧共体自身就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盟之上

的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ꎬ出于政治、外交与经济等不同目的ꎬ欧盟以层次分明的“联系

协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⑤与第三国建立了广泛的关系ꎮ

依据协定的目标和内容ꎬ大致可以将欧盟优惠贸易协定分为以下五类:(１)因入

盟目的而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协定ꎻ(２)与无意入盟的西欧国家签订的协定ꎻ(３)与欧洲

近邻国家签订的协定ꎻ(４)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协定ꎻ(５)完全依商业目的而与世界各

９０１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Ｈｅｙｄ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ｏｏｌｃｏｃｋ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０ꎬ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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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７.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ｏｒｎꎬ Ｐｅｔｒｏｓ Ｃ.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é Ｓａｐｉ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ｐｐ. １５６５－１５８８.

１９５７ 年«罗马条约»前言:“渴望通过共同商业政策ꎬ致力于逐渐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限制”ꎮ １９９２ 年«欧
洲联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５ 款:“致力于促进自由和公平贸易”ꎮ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０６ 条(原欧共体
条约第 １３１ 条):“通过根据第 ２８－３２ 条建立关税同盟ꎬ联盟应为实现共同利益而致力于世界贸易的和谐发展ꎬ逐
步取消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ꎬ以及降低关税及其他壁垒”ꎮ

关于“联系协定”的定义ꎬ参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１７ 条(原«欧共体条约»第 ３１０ 条):“联盟可与一
个或多个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缔结联系协定ꎬ以建立包括互惠权利与义务、共同行动和特殊程序的联系关系”ꎮ 依
欧洲法院的解释ꎬ联系协定“建立与第三国的特殊的、特权式的联系ꎬ该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参与联盟体制”ꎬ
参见 ＥＣＪꎬ Ｃａｓｅ １２ / ８６ Ｄｅｍｉｒｅｌ [１９８７] Ｅ.Ｃ.Ｒ. ３７１９ꎬ ｐａｒａ. ９ꎻ欧洲法院还认为:“互惠权利与义务并不意味着对等
的条约义务”ꎬ参见 ＥＣＪꎬ Ｃａｓｅ ８７ / ７５ Ｂｅｓｃｉａｎｉ [１９７６] Ｅ.Ｃ.Ｒ. １２９ꎬ ｐａｒａ. ２２ꎮ



国签订的协定ꎬ以新一代 ＦＴＡ 为主推方向ꎮ① 这五类协定又可以区分为“政治性的贸

易协定”和“纯粹的贸易协定”ꎬ②第一、三、四类以政治和发展等为主要目标ꎬ第二、五
类则主要以贸易为目的ꎮ

第一类为入盟前协定ꎬ对于欧盟东扩的候选国ꎬ在与之签订入盟协定前ꎬ欧盟通过

签署欧洲协定(Ｅｕｒｏｐ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的方式ꎬ在最长十年内与对象国建立工业产品的自

由贸易区ꎬ推动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ꎬ同时要求立法趋同ꎬ促进民主与法治ꎬ从
而将“共同体法律成果”(ａｃｑｕ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ａｒｅ)逐步延伸到新成员国ꎮ

第二类为欧洲区域的自贸协定ꎬ对象国是不加入欧盟的西欧或北欧国家ꎮ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４ 年间ꎬ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成员分别签订了自贸协定(ＦＴＡ)ꎮ
１９９４ 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区将欧盟内部市场(四大自由)扩展至上述成员中的挪威、冰
岛和列支登士敦ꎮ③

第三类是与欧盟周边和近邻国家签订的以优惠为基础的联系协定ꎬ对象国包括西

巴尔干国家、地中海沿岸国家、海湾国家ꎬ以及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ꎬ以维护其周

边的地缘政治或睦邻关系ꎬ保持其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ꎮ 对于独联体国家ꎬ欧盟与之

签订了“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ＰＣＡ)ꎬ该类协定除了给予普惠制待遇(ＧＳＰ)④、技术

援助与财政援助之外ꎬ还通过政治对话和民主、人权条款促其国家转型ꎮ 在颜色革命

和阿拉伯之春之后ꎬ为加强贸易关系ꎬ欧盟与已经加入 ＷＴＯ 的近邻国家启动“深入全

面自贸协定”(ＤＣＦＴＡ)谈判ꎬ以更新原联系协定中的贸易章节ꎮ ＤＣＦＴＡ 包括与贸易有

关的所有议题ꎮ⑤

第四类主要是指与非加太国家(ＡＣＰ)的协定ꎬ这些国家大多是某欧盟成员国的

前殖民地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科托努协定到期ꎬ考虑到原协定的优惠安排不符合 ＷＴＯ 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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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同前述贸易协定术语的使用上存在混乱一样ꎬ欧盟优惠贸易协定的分类也存在分歧ꎮ 欧盟官方主要
从贸易自由化议题和贸易规则的角度对贸易协定进行分类ꎬ分为自由贸易协定(亚洲、东欧、中东、拉丁美洲、北
美)、经济伙伴协定和其他协定(包括联系协定和 ＰＣＡ)ꎮ 本文未采用该分类法ꎬ而是借鉴以下学者的分类法: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Ｊ. Ａｈｅａｒｎꎬ “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ꎻ Ｂｏｒｉｓ Ｒｉｇｏｄ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Ｕ’ｓ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ｐｐ. ２８３－２８８ꎻ 洪德钦:“欧盟新一代自由贸易
协定政策之研究”ꎬ«欧美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Ｂｏｒｉｓ Ｒｉｇｏｄ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Ｕ’ｓ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ｐｐ. ２８３－２８８ꎻ
Ｓｅｅ Ｋｏｅｎ Ｌｅｎ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ｅｔ Ｖａｎ Ｎｕｆｆ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ａｗ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９８７－９９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欧盟理事会修订了欧盟普惠制条例ꎬ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该条例减少普惠制

受惠国家数量ꎬ加大了普惠制毕业机制ꎬ参见曾令良:“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普惠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ꎬ«法
学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ａ Ｍａｎｏｌｉ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５１－７３.



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启动了经济伙伴协定(ＥＰＡ)谈判ꎮ①

第五类是与远方国家签订的新一代自贸协定(ＦＴＡ)ꎬ大多于 ２００６ 年之后启动谈

判ꎮ 与前述几类协定不同ꎬ这类协定的目的是消除贸易转移效应ꎬ同时寻求市场开放

和互惠ꎬ下文将对这类协定进行重点分析ꎮ
欧盟优惠贸易协定的形成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②(１)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代ꎬ冷战时期

的联系协定时期ꎻ(２)１９９０ 年代ꎬ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经济合作协定时期ꎻ(３)２００６ 年以

后ꎬ新一代自贸协定时期ꎮ
(一)第一代贸易协定:冷战时期的联系协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是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迅速发展的时期ꎮ 欧共体

在 ６０ 年代建立了对外贸易法律制度ꎬ通过共同商业政策取代成员国成为单一的贸易

与法律实体ꎮ 在此基础上ꎬ从 ７０ 年代初开始欧共体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多边贸易

机制ꎬ并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或者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协定ꎮ 到

８０ 年代中期ꎬ欧共体已经建立起广阔的、联系大多数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网络ꎮ
在建成关税同盟后的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末期ꎬ欧共体在短短 ２０ 年间就与大多数

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了双边协定贸易关系ꎬ其中就包括 １９７８ 年和 １９８５ 年中欧经贸合

作协定ꎮ ９０ 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政治形势下ꎬ欧共体与转型中的东欧国家和俄

罗斯也建立了双边协定贸易关系ꎮ
(二)第二代贸易协定: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经济合作协定时期

冷战结束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ꎬ欧盟在这一时期建立并从西欧向东欧扩张ꎮ 作为

欧洲和世界的主要力量ꎬ欧共体展开积极的贸易外交攻势ꎮ 在短短数年中ꎬ欧共体与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了以贸易关系为主ꎬ包括政治、经济合作等广泛内容的双边协

定ꎮ 并且ꎬ与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中海南岸国家邻国更新了双边协定ꎬ这些新协定

强调政治对话、民主和人权条款ꎮ
第一代和第二代贸易协定或伙伴关系协定并没有真正实现欧盟的贸易政策目标ꎮ

尽管这些协定起到了促进欧盟安全政策、睦邻政策和发展政策的作用ꎬ但在贸易方面

影响微弱ꎮ 主要原因在于:其一ꎬ这些对象国在欧盟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ꎬ欧盟的主要

贸易伙伴ꎬ如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ꎬ都还不是欧盟双边贸易协定的对象国ꎻ其二ꎬ
这些欧盟协定以政治、外交为主要目的ꎬ贸易章节起次要作用ꎮ 有学者指出ꎬ传统 Ｆ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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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廖诗评:“试论«科托努协定»”ꎬ«法学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ꎻ叶玉:“欧盟—非加太经济伙伴协定对
新兴大国和南南合作的影响”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欧盟贸易协定的分期ꎬ主要参考刘红星:«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ꎮ



中约 ９２％的条款是不可执行的ꎮ① 这些都限制了传统协定在贸易方面的实际效果ꎮ

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ꎬ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壮大和新

兴国家的兴起ꎬ这些旧有的协定大多数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ꎬ或者失去了在新形势

下促进欧盟与第三国双边贸易的作用ꎮ 例如ꎬ中欧在 １９７８ 年签订的贸易协定ꎬ１９８５

年签订取代前者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ꎬ随着中国入世之后ꎬ中欧贸易关系主要由

ＷＴＯ 法调整ꎬ该协定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了ꎮ

三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之调整:原因和目标

(一)欧盟转向推动自贸协定的原因

在推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ꎬ在多哈回合初期欧盟倚重多边贸易机制ꎬ一度在事实

上中止了双边贸易协定谈判ꎮ 由于欧盟将区域间协定作为多边主义的次优选择ꎬ区域

对区域协定的谈判仍然继续推进ꎮ 然而ꎬ大多数区域间协定谈判并不顺利ꎬ与东盟、海

湾合作理事会的区域间谈判前景暗淡ꎬ欧盟又转而与区域成员国签订双边协定ꎮ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欧盟将谈判场所放在双边领域ꎬ从过于倚重多边机制转向推动新的 ＦＴＡ

谈判ꎮ

欧盟贸易政策的这一转向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一ꎬ欧盟贸易协定政策转变的

最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ＷＴＯ 多哈回合陷入僵局ꎮ 由于在 ２００３ 年坎昆会议上欧

盟不得不放弃“新加坡议题”中的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三大议题ꎬ欧盟对

该回合的兴趣锐减ꎮ 而 ＷＴＯ 政策领域内的服务和非农业市场准入ꎬ又一直没有进

展ꎮ 欧盟由此意识到多哈回合的成果将极为有限ꎮ

其二ꎬ受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ꎬ欧盟需要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消除贸易转移效应ꎮ

在上世纪末ꎬ美国已经达成美加贸易协定和北美自贸区协定ꎮ ２０００ 年ꎬ美国在解释

“竞争中立”时明确把 ＦＴＡ 视为多边自由化的替代ꎮ 在启动 ＦＴＡ 的谈判上ꎬ美国往往

走在欧盟的前面ꎬ这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谈判中有明显的体现ꎮ 为

了应对美国与这些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ꎬ欧盟先后与韩国、墨西哥、

加拿大、智利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ꎬ其中欧韩 ＦＴＡ(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先于美韩 ＦＴＡ 生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ꎮ

其三ꎬ与美国、日本争夺新兴经济体市场ꎬ特别是东盟和韩国ꎮ 一方面ꎬ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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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ｗｅ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９０６.



经济发展迅速ꎬ市场潜力巨大ꎬ谈判议价能力相对较弱ꎬ欧盟将它们作为 ＦＴＡ 的首批

谈判对象ꎮ 另一方面ꎬ美国与韩国缔结 ＦＴＡ、日本与东盟签订 ＦＴＡ 迫使欧盟跟进ꎮ①

相对于其他协定谈判ꎬ欧盟与东盟、印度和韩国协定的经济重要性更为明显ꎮ②

其四ꎬ欧盟委员会在制定贸易政策中具有独立地位ꎬ其新政策受到欧盟机构自身

偏好的影响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普罗迪委员会期间ꎬ欧盟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热衷

多边机制的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Ｐａｓｃａｌ Ｌａｍｙ)的个人影响ꎮ③ ２００５ 年ꎬ巴

罗佐委员会调整了拉米的贸易政策ꎬ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ｅｌｓｏｎ)和卡

洛德古赫特(Ｋａｒｅｌ Ｄｅ Ｇｕｃｈｔ)都明确指出要与关键市场达成双边 ＦＴＡꎮ④

(二)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政策的目标

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实际上是多哈回合所谓“新加坡议程”的双边版本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欧盟委会员发布“全球的欧洲:在全球竞争”的政策文件ꎮ⑤ 在该文件中ꎬ

欧盟将 ＦＴＡ 作为提升其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战略手段ꎮ 欧盟将 ＦＴＡ 政策目标定为:

(１)拓展欧盟货物和服务产品的新市场ꎻ(２)增加投资机会ꎻ(３)通过降低关税来降低

贸易成本ꎬ同时增加贸易额ꎻ(４)通过消除非关税壁垒ꎬ促进贸易便利化ꎻ(５)提升贸易

流的可预见性ꎬ降低成本和风险ꎻ(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ꎬ促进竞争、政府采购、环境保

护等法律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ꎮ 在该文件中ꎬ欧盟承认原来的联系协定在扩大贸易利

益方面收效很小ꎬ明确表达在选择未来的 ＦＴＡ 对象时ꎬ要以“经济因素”作为主要考虑

依据ꎮ 欧盟将韩国、东盟(ＡＳＥＡＮ)、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作为其 ＦＴＡ 的优先

对象ꎬ同时认为具有与印度、俄罗斯、海湾合作理事会(ＧＣＣ)签订 ＦＴＡ 的直接利益ꎮ

欧盟特别指出ꎬ中国符合其 ＦＴＡ 对象的多项标准ꎬ但是机遇和挑战共存ꎬ需要审慎评

估ꎮ 有学者认为ꎬ欧盟将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作为 ＦＴＡ 对象主要出于能源和矿产需求ꎬ

中国作为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体ꎬ对于欧盟而言具有潜在的高消费能力ꎬ可以为欧盟提

供更多的出口机会和贸易利益ꎮ⑥

２００８ 年发生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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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ｏｒｉｓ Ｒｉｇｏｄ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Ｕ’ｓ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ｐ.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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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ｌｉｓｍ ｖ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０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３９９－１４１３.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Ｅｌｓｉｇꎬ “Ｔｈｅ ＥＵ’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Ｖｅｎ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ｏｗｅ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４ꎬ ｐｐ. ９４２－９４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４.１０.２００６ꎬ ＣＯＭ(２００６) ５６７ ｆｉｎａｌ.
Ｒａｆａｅｌ Ｌｅａｌ－Ａｒｃａ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ｅａｓ”ꎬ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４５－４１６.



益版图ꎮ 面对新兴力量对欧盟对外贸易和竞争力的影响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欧盟委

员会发布“贸易、增长与世界局势”的通讯ꎬ①该文件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欧盟未来贸易

政策实施的重要性ꎮ 对于 ＦＴＡ 政策ꎬ欧盟首先重申了对多边机制的重视ꎻ其次ꎬ希望

加强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战略伙伴关系ꎻ再次ꎬ通过 ＦＴＡ 消除

规则障碍ꎬ改善政府采购状况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保护等ꎮ

２００６ 年以来的欧盟贸易政策文件明确提出ꎬ要推进所谓“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谈判ꎮ 此外ꎬ由于直接投资(ＦＤＩ)在 ２００９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成为欧盟的

专属权能ꎬ欧盟意欲形成共同投资政策ꎬ并且更明确地将投资问题纳入新的区域或双

边谈判中ꎮ 与以往的自贸协定主要旨在减免关税不同ꎬ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更加强调

消除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ꎬ减少投资管制ꎬ并且在知识产权、政府采

购、创新保护、竞争政策(竞争中立)和可持续发展(例如体面工作、劳工标准和环境保

护)等方面达成新的承诺ꎮ

欧盟期待极大地增加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ꎬ计划从 ２００６ 年双

边贸易协定下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 ２４％ꎬ提升到未来 ６５％的比例ꎮ 该目标意味

着ꎬ欧盟将双边贸易协定提到比多边贸易体制更重要的高度ꎮ 这一重大调整ꎬ尤其需

要得到严重依赖多边贸易机制的中国的高度重视ꎮ

图 １　 欧盟计划增加自由贸易协定在欧盟贸易中的分量

数据来源:Ｊｏａｏ Ｓａｎｔｏｓꎬ “ＥＵ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Ｕ－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Ｔ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ꎬ １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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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盟近期贸易与投资协定概况

谈判阶段 对象国或地区 内容与时间

已经生效

韩国
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ꎬ２００７ 年启动ꎬ２０１０ 年正式签订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生效ꎮ

中美洲

欧盟与中美洲(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拿马、

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联系协定ꎬ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签订ꎬ协定中

的贸易部分已于 ２０１３ 年底适用于六国ꎮ

哥伦比亚和秘鲁 欧盟与哥伦比亚和秘鲁自贸协定ꎬ２０１３ 年临时适用ꎮ

墨西哥
欧共体墨西哥自贸协定ꎬ２０００ 年生效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双方

同意部分更新ꎮ

南非

欧共体南非贸易、发展和合作协定ꎬ２０００ 年生效ꎮ 目前南非

作为南非发展共同体(ＳＡＤＣ)ＥＰＡ 集团的一部分参加进一

步谈判ꎮ

智利 欧盟智利联系协定ꎬ其中包括自贸协定ꎬ２００３ 年生效 ꎮ

已完成谈判ꎬ

尚未适用

加拿大
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ＣＥＴＡ)ꎬ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启动谈

判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草签协定ꎬ其中包括投资章节ꎮ

新加坡
欧盟新加坡自贸协定ꎬ有望于 ２０１４ 年底完成批准程序ꎮ 投

资保护谈判已在进行中ꎮ

东部邻国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与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草签深入全面

自贸区(ＤＣＦＴＡ)协定ꎬ它是联系协定中的一部分ꎮ

乌克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完成深入全面自贸区(ＤＣＦＴＡ)谈判ꎬＤＣＦＴＡ

是日后联系协定中的一部分ꎬ以取代当前的 ＰＣＡꎮ 该协定

引发了乌克兰危机ꎬ目前仅签署联系协定中关于政治条款

的一小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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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谈判中

中国

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启动首轮谈判ꎬ

是欧盟取得直接投资(ＦＤＩ)的权能以来ꎬ首个单独的 ＢＩＴ 谈

判ꎮ

美国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启

动首轮谈判ꎮ

日本 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启动谈判ꎮ

东盟(ＡＳＥＡＮ)

欧盟希望与东盟签订地区对地区协定ꎬ但由于东盟内部分

歧而不得不与各成员国进行双边谈判ꎮ 欧盟与马来西亚的

自贸协定、欧盟与越南的自贸协定ꎬ正在谈判中ꎮ 欧盟泰国

自贸协定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启动谈判ꎮ

地中海南部国家

欧盟与摩洛哥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协定(ＤＣＦＴＡ)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已进行两轮谈判ꎮ 欧盟委员会已取得与突尼斯、埃及和

约旦谈判的授权ꎮ

印度 ２００７ 年启动谈判ꎬ目前陷入僵局ꎮ

南方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２０００ 年启动联系协定ꎬ２００４ 年因为贸易部分意见分歧而中

止谈判ꎬ２０１０ 年重启ꎮ

海湾合作理事会 欧盟与海湾合作理事会自由贸易协定ꎬ２００８ 年谈判中止ꎮ

非 加 太 国 家

(ＡＣＰ)

以 ２０００ 年«科托努协定»为基础磋商经济伙伴协定(ＥＰ￣

Ａｓ)ꎬ２００２ 年启动谈判ꎬ包括西非、中非、东南非(ＥＳＡ)、东非

共同体(ＥＡＣ)、南非发展共同体(ＳＡＤＣ)ＥＰＡ 集团、加勒比

(ＣＡＲＩＦＯＲＵＭ)和太平洋七个区域集团ꎮ ２００８ 年仅与加勒

比论坛国家草签协定ꎮ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ＭＯꎬ “Ｔｈｅ ＥＵ’ 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Ｗｅ?”ꎬ ＭＥＭＯ / １３ / １０８０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ꎻ最近进展参见欧盟委员会网站ꎬｈｔ￣

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ｔｒａｄｅ /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ꎮ

６１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四　 欧盟新一代贸易协定

(一)欧韩自贸协定的特点和内容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欧盟与韩国启动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达

成草签协定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６ 日正式签订了 «欧韩自贸协定» ( ＥＵ －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ＦＴＡ)ꎬ①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协定生效ꎮ «欧韩自贸协定»是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首个新

一代的自贸协定ꎬ也是迄今为止欧盟达成的第一部最具综合性的自贸协定ꎮ 欧盟意图

以欧韩协定作为新一代自贸协定的模板ꎮ 欧韩自贸协定的达成ꎬ以及与美国启动

ＴＴＩＰ 谈判ꎬ表示欧盟在全球推动的新一代自贸区战略正在不断落实之中ꎮ

«欧韩自贸协定»在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上均有新的突破ꎮ 欧韩自贸协定取消

了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ꎬ开放了多个行业的服务贸易ꎮ 它不仅包含服务业和工业

投资的条款ꎬ还对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规则、监管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

等重要领域制定了严格规则ꎮ 在汽车、制药和电子制造业领域ꎬ欧韩就消除和避免非

关税壁垒达成了特别承诺ꎮ 有研究估计ꎬ仅就取消关税而言ꎬ«欧韩自贸协定»将分别

为欧盟创造 １９１ 亿、为韩国创造 １２８ 亿欧元的贸易额ꎬ加上取消非关税壁垒ꎬ其经济效

益将更大ꎮ② 另有研究预计ꎬ该项协定将促使欧韩贸易额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６０ 亿欧元在未

来 ２０ 年内翻番ꎮ③

作为新一代的自贸协定ꎬ«欧韩自贸协定»对欧盟未来双边贸易协定的适用范围

和规则方面具有示范性作用ꎬ将推动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形成和发展ꎮ 与以往欧盟合作

协定或联系协定中的 ＦＴＡ 相比ꎬ新一代的 ＦＴＡ 更多地聚焦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问

题ꎬ不再像以往的联系协定那样广泛地涉及政治对话和其他议题ꎮ

(１)取消绝大部分工业品和农产品关税ꎮ 在适用范围和关税方面ꎬ«欧韩自贸协

定»关税自由化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ꎬ在其生效五年之内ꎬ将取消欧韩 ９８.７％的贸易额

的关税ꎮ 到过渡期结束ꎬ所有的工业产品和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除去大米等少数例

外)的进口关税都将取消ꎮ 这是现有欧盟双边贸易协定中最大规模的关税自由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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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Ｌ１２７ꎬ Ｖ５４ꎬ １４ Ｍａｙ ２０１１.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Ｊ. Ｆ.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ＴＡ)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ＣＥＰＩＩ / ＡＴＬＡＳＳ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０.



(２)«欧韩自贸协定»在消除各产业的非关税壁垒方面也有大的突破ꎬ特别是在汽

车制造、制药和电子消费品产业领域ꎮ 对于电器、制药和医疗器材产业ꎬ在整体上承认

检测和证明结果ꎬ对进出口产品无须再次检测或认证ꎻ引入有约束力的规则ꎬ提高药品

和医疗器材定价决策和回扣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ꎮ 改善汽车制造业的市场准入ꎬ降低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ꎮ 欧盟对韩国汽车出口关税降低 ８％ꎬ韩国接受国际或欧洲技术标

准(包括安全标准、ＯＢＤ 标准)而无须额外试验或认证ꎮ 双方承诺不再制定新的不当

壁垒ꎬ并且为此设置了快速争议解决机制ꎬ仲裁期只需 ７５ 天ꎮ

(３)以正面清单大规模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ꎮ 放开的服务行业包括:准许卫星广

播直接落地营运ꎬ无须与当地运营商合作ꎻ允许对电信产业持有全部股份ꎻ可完全进入

造船业并在当地开业ꎬ给予使用港口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非歧视待遇ꎻ金融企业可充分

进入对方市场ꎬ特别是在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自由传输资料ꎻ开放国际快递服务业ꎻ允

许对方律师以本国律师头衔执业ꎬ在当地提供对外投资和非当地法律方面的咨询业

务ꎮ①

(４)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创新保护、竞争政策和可持续发展(例如体面工作、劳

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达成新的双边承诺ꎮ 协定促进政府采购准入ꎬ对于 ＷＴＯ

«政府采购协定»中未包括的公共工程特许权和“建设－经营－转让” (ＢＯＴ)合同ꎬ«欧

韩自贸协定»允许对方企业进入ꎮ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ꎬ欧韩自贸协定保护的知识产权

包括版权、设计、专利实施和地理标识(Ｇｌｓ)ꎻ对于版权ꎬ协定制定了有助于充分求偿的

规则ꎻ对于专利实施ꎬ协定纳入了现有的技术条款ꎬ远超出 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范围ꎮ 在地理

标识方面ꎬ协定为酒类、乳酪和火腿等农产品提供特别保护ꎮ 强化竞争规则ꎬ协定禁止

诸如卡特尔、滥用优势地位、反竞争兼并等行为ꎬ禁止某些类型的补贴ꎬ要求每年公开

补贴的总额、类型和产业分配比例ꎮ 协议要求对所有影响自贸协定事项的管制提升透

明度ꎬ包括允许利益相关方对未来新的管制措施草案提出意见ꎬ对管制措施可能造成

的影响进行调查或接触ꎬ行政程序应符合正当程序要求ꎮ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ꎬ承诺执

行国际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ꎮ 在劳工方面ꎬ承诺遵守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工标准和体

面工作议程ꎮ 在环境方面ꎬ承诺充分执行双方加入的多边环境协定ꎮ 对于环境友好型

产品ꎬ承诺在三年内关税完全取消ꎮ 对于环保产业ꎬ超出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Ｓ)ꎬ承诺放

开各自的环保服务市场ꎮ 此外ꎬ欧韩承诺根据«联合国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展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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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 ＧＡＴＳ 承诺的对照ꎬ参见 ＷＴ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ＷＴ / ＴＰＲ / Ｓ / ２８４ꎬ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 ｐ. ３４ꎮ



化合作ꎬ促进文化的多样性ꎮ 另外ꎬ建立快速争议解决机制ꎬ要求在 １２０ 天内做出仲裁

裁决ꎬ这比在 ＷＴＯ 框架内要快得多ꎮ 协定还包括了调解机制ꎬ使当事方对于非关税

措施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快速和有效的协调ꎮ

(二)欧美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谈判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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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罗佐共同宣布欧美将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ＴＴＩＰ)的谈判ꎮ① 当年 ７ 月ꎬ欧美正式启动了 ＴＴＩＰ 谈判ꎮ

这是欧美建立新大西洋关系以来ꎬ双方所达成的最大的合作意向ꎬ对于未来国际经济

关系和贸易格局具有深远的影响ꎮ

早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欧美领导人就要求跨大西洋理事会成立“关于就业和增

长的高级别工作组”(ＥＵ－ＵＳ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ꎮ 在美国

贸易代表罗恩柯克(Ｒｏｎ Ｋｉｒｋ)和欧盟贸易委员卡洛德古赫特(Ｋａｒｅｌ Ｄｅ Ｇｕｃｈｔ)的

领导下ꎬ高级别工作组就欧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评估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高级别

工作组公布关于综合性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最终报告ꎬ建议该协定涉及广泛

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ꎬ为全球贸易制定新的规则ꎮ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欧盟理事会

授权欧盟委员会与美国政府进行协定的谈判ꎬ③影视产品应法国的要求被暂时排除在

谈判内容之外ꎮ 双方预计在两年内完成谈判ꎮ 欧盟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ꎬ而美国是

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ꎬ２０１１ 年贸易分别占对方贸易总量的 １７.６％和 １３％ꎬ占世界贸易

的三分之一ꎮ 根据委员会的评估ꎬ该协定有望为欧盟 ＧＤＰ 带来 ０.４８％的增长ꎬ提供国

民收入增长约 ８６０ 亿欧元ꎮ 由于欧美之间从来没有综合性的双边协定ꎬＴＴＩＰ 谈判将

极大地加强欧美战略关系ꎬ为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带来新的可能性ꎮ

欧美为 ＴＴＩＰ 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ꎬ以综合性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囊括

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内容ꎬ计划:(１)削减贸易关税壁垒ꎻ(２)削减或防止贸易、服务和

投资壁垒ꎻ(３)加强规则和标准的一致性ꎻ(４)对所有类别的贸易削减或防止非关税壁

垒ꎻ(５)加强在推动共同关注的全球议题上的合作并为取得共同的全球经济目标加强

合作ꎮ 在结构和内容上ꎬＴＴＩＰ 将包括市场准入、规章问题和非关税壁垒ꎬ以及在知识

产权、环境和劳工、海关便利化、竞争政策、本地化贸易壁垒、原材料和能源、中小企业

９１１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①

②
③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ｅｒｍａｎ Ｖａｎ Ｒｏｍｐｕ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Ｂａｒｒｏｓｏ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６.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ꎬ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和透明度等方面达成双边规则ꎮ①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将不同于在投资、服务和公共采购领域取消关

税和开放市场的传统自由贸易协定ꎬ而是集中致力于整合规则和技术产品标准ꎮ② 欧

美认为ꎬ规则和技术产品标准是当前跨大西洋贸易中最严重的壁垒ꎬ有研究表明ꎬ规则

的差异所导致的额外成果负担相当于超过 １０％的关税ꎬ某些产业比例甚至高达 ２０％ꎬ

而传统的关税仅约 ４％ꎮ 欧美希望借此应对当前他们共同面临的经济衰退和就业压

力问题ꎬ通过合作给双边带来重大经济利益ꎮ③ 对欧美最具意义的是ꎬ欧美希望加强

双方规则的一致性ꎬ为全球制定自由贸易和投资规则ꎬ继续保持其竞争优势ꎬ从而应对

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对其贸易地位的挑战ꎮ

然而对于多边贸易机制ꎬ在多哈回合进展艰难之际ꎬ最强势的两个伙伴绕开 ＷＴＯ

进行单独的双边谈判ꎬ势必对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构成挑战ꎮ 由于 ＴＴＩＰ 还涉及与贸易

有关的其他领域ꎬ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等ꎬ通过高筑技术性壁垒对应新兴

国家的意图十分明显ꎮ 因此ꎬＴＴＩＰ 将不可避免地重构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关系ꎮ④

五　 影响与建议

(一)欧盟自贸协定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ꎬ欧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自贸协定谈判ꎬ与美

国和日本这两大贸易巨头的谈判也已启动ꎮ 区域贸易协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贸易造

成实质性的歧视ꎬ不可避免地造成贸易转移ꎬ因此ꎬ中国面临这些协定对进出口贸易的

负面影响ꎮ 以欧韩自贸协定为例ꎬ由于中国与韩国在某些行业方面存在竞争ꎬ欧韩协

定相互取消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ꎬ将使中国相关行业在市场准入、出口关税、政府采

购等多个方面处于不利的境地ꎬ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国竞争力的比较优势ꎮ 特别

是美欧启动 ＦＴＡ 谈判ꎬ由于美欧贸易体量大ꎬ其贸易转移和规则协调的外溢作用将更

为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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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ꎬ ２０１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ＭＯ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ＭＥＭＯ / １３ / ９５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ｏｓé Ｍｉｌｌáｎ Ｍｏ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１４.５.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２ / ２２８７(ＩＮＩ) .
叶斌:“欧美双边条约与中欧双边条约比较研究”ꎬ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２０１４):盘点战略伙伴

关系十年»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３４１－３４３ 页ꎮ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世界各国是典型的囚徒困境ꎮ 在少数国家推动 ＦＴＡ 的情

况下ꎬ不加入 ＦＴＡ 的效益最优ꎮ 但是ꎬ在欧盟与东盟国家签订 ＦＴＡ、美国和日本与环

太平洋国家签订经济合作(ＴＰＰ)ꎬ以及美国与欧盟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体决定启动“跨

大西洋贸易与保护伙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的背景下ꎬ中国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些

ＦＴＡ 可能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转移贸易的负面影响ꎮ

(二)未来启动中欧自贸协定的可能性

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是新加坡议程的双边版本ꎬ从范围和深度上都超出了 ＷＴＯ

现有规则ꎮ 就目前观察来看ꎬ在未来与欧盟签订自贸协定的问题上ꎬ中国面临巨大的

挑战ꎮ 这些挑战涉及中国深层次的经济和相关制度改革ꎬ触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方

式ꎬ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ꎬ对中国的影响将远大于当年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所面临的冲击ꎮ 过去三十年ꎬ中国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ꎬ中国

入世之后出口贸易量的巨大增加和经济总量的跃升就说明了这一点ꎮ 要继续保持中

国的外贸增长势头ꎬ中国需要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中欧峰会上首次指出:“在条件成熟时签订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ꎬ

这是中国处理美、欧、日一系列自贸协定谈判的重要举措ꎮ 如果这一谈判得以启动ꎬ将

使得中国在新一轮贸易规则制定中缺位的不利局面得以扭转ꎮ

从目前公开的欧盟政策文件和欧盟贸易官员的发言来看ꎬ欧盟对于与中国签订

ＦＴＡ 既充满期待ꎬ又有所保留ꎮ 欧盟文件直接指出ꎬ中国符合欧盟的 ＦＴＡ 伙伴标准ꎬ

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ꎮ 一方面ꎬ欧盟与中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尽管在近年来有所加强ꎬ

但是从整体上而言ꎬ欧盟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大大超过竞争性ꎮ 这一点与欧盟和美国

之间的竞争关系是不同的ꎮ 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ꎬ将使欧盟更深入地进入世界上

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ꎬ极大地展现欧盟的竞争力ꎬ提升欧盟出口和投资保护ꎬ这是欧盟

的利益所在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新一代 ＦＴＡ 对中国的挑战巨大ꎬ更多地涉及中国内部改

革ꎬ特别是涉及极为困难的国有企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政策等问题ꎬ欧盟有理

由担心ꎬ未来中欧谈判可能陷入类似对印度谈判一样的旷日持久的僵局ꎮ

(３)通过欧盟新一代 ＦＴＡ 促进中国内部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处在关键时期ꎮ 新一代 ＦＴＡ 将从外部促进中国改革政府职能ꎬ更

多地由市场本身去配置资源ꎬ使国内更多的产业经历全球化的考验ꎮ 从中国改革开放

的经验来看ꎬ开放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大法宝ꎮ 越是开放ꎬ中国经济越是具有活力和

竞争力ꎬ中国的创造力就越大程度地被释放出来ꎮ 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ꎬ中国的

比较优势在 ＷＴＯ 贸易规则之下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ꎬ而新的 ＦＴＡ 将进一步

１２１　 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促进中国提升竞争力ꎮ

尽管欧盟新一代自贸协定不可避免地将会对中国当前的贸易管理体制造成挑战ꎬ

但是对于促进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建设ꎬ降低国有企业垄断ꎬ提升私营企业竞争力ꎬ释放

产业活力ꎬ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ꎮ 与欧盟进行 ＦＴＡ 谈判ꎬ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摆脱欧美

等国双边 ＦＴＡ 带来的贸易转移负面影响ꎬ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内部经济改革ꎬ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ꎮ 与欧盟启动谈判新一代 ＦＴＡ 谈判ꎬ对中国不啻一次新的入世ꎮ

(４)通过双边自贸协定管理中欧贸易争端的可能性

近年来ꎬ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地在解决当事国之间贸易争端上发挥关键作用ꎮ

实践中ꎬ已经有不少双边协定放弃或者限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做法ꎮ 例如ꎬ加拿大

与智利贸易协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加拿大与新加坡贸易协定限制使用反倾销措施ꎻ

欧盟与智利协定ꎬ新西兰与新加坡、中国和泰国的协定ꎬ美国与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

的协定ꎬ都限制使用保障措施ꎮ① 尽管在欧盟与第三国协定中ꎬ绝大多数协定不提及

ＷＴＯ 贸易救济或者不对相关规则做出重要修改ꎬ但是中欧未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ꎮ 对于可能发生的贸易争议ꎬ中欧双方可以在双边贸易协定中设法引

入更为详细和便于妥协的磋商程序ꎬ为有效管理中欧贸易争端制定稳定的法律框架ꎮ

(作者简介:叶斌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盟法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

员ꎻ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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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ａｎｉａ Ｖｏｏｎ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ＴＯ: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６２５－６６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