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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月4日电 
(记者 李京泽)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1月4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生效实施是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的重大胜
利，后疫情时代，开放融
通是大势所趋，多边主义
和扩大开放是人间正道。

有 记 者 提 问 ， 今 年
1月1日，RCEP在中国等
10国正式生效，标志着全
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
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
贸易区正式落地。中方对
RCEP的作用和影响有何评
论？

“你对RCEP的描述

是恰如其分的。”汪文斌
说，RCEP的15个成员国的
总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
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的30%
，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自 贸
区。随着RCEP的正式生效
实施，中国与东盟、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成员国之
间零关税产品比例大幅提
高，并朝着90%以上的货
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的
目标前进。这将释放区域
内巨大的贸易增长潜力，
是推进全球贸易与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的重大步骤。

汪文斌表示，RCEP
生效实施为地区国家深化
合作赋能增效。除关税优
惠 外 ， R C E P 还 在 原 产 地
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

疫等方面为亚太地区经贸
规 则 树 立 标 杆 。 R C E P 在
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作
出高水平开放承诺，域内
各类经济要素流动将更加
顺畅，产业链、供应链和
价值链将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RCEP简化行政程序，
减少贸易壁垒，必将有力
推动地区实现更高质量、
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

汪文斌指出，RCEP
的生效实施是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的重大胜利。实
现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发
展必须依靠多边主义、扩
大开放和创新共享，搞自
我优先、优势垄断和封闭
排他只会适得其反。后疫

情时代，开放融通是大势
所趋，多边主义和扩大开
放是人间正道。要拆墙而
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
隔 绝 ， 要 融 合 而 不 要 脱
钩。这是所有RCEP成员对
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发
出的共同声音。

“ 作 为 率 先 完 成
RCEP核准程序的成员国之
一，中国始终坚持开放的
地区主义，以坚定决心和
切实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拉动区域贸易投资
增长。”汪文斌强调，下
步，中方将与各方一道，
积极参与RCEP机制建设，
共同推动提高协定的整体
实施水平，为促进地区繁

荣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
极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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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谈RCEP生效实施：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重大胜利

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薛伟 摄

RCEP启航，美前贸易副代表：
美国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走

【 环 球 时 报 驻 日
本 、 新 加 坡 、 澳 大 利
亚特约记者 黄文炜 辛
斌 达乔】《区域全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 R C E P ) 于 2 0 2 2 年 第 一
天生效实施，标志着全
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
启 航 。 R C E P 的 规 模 超
过了美墨加自贸协定和
欧洲关税同盟，覆盖全
球人口和GDP总量的近
30%。尽管印度在最后
阶段“退群”，这个群
里还是包含了东盟所有
10个成员国，还有美国
在 亚 太 地 区 的 4 个 核 心
盟友，甚至包括“五眼
联盟”的两个成员。全
球目前正处在“捍卫全
球化”与“走向保护主
义”的十字路口，RCEP
的顺利开局充分显示出
中国引领的亚太地区自
由贸易框架的包容性和
吸引力。而在全球经济

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近两
年的打击后，RCEP的启
航被公认是为区域国家
经济复苏注入了一剂强
心针。在太平洋彼岸，
尚未走出贸易保护主义
阴影的美国以警惕的眼
光注视着这一变化，美
国前贸易副代表卡特勒1
月2日对《华尔街日报》
表示，“RCEP意味着一
组国家正在共同努力制
定新规则和新标准，而
此时的美国却在朝着另
一个方向走”。

美国和印度有些失落

在最后阶段放弃加入
RCEP的印度五味杂陈。《
印度时报》1月3日称，“
印度必须加入2019年被它
抛弃的RCEP”。文章称，
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转向
亚洲，而印度只是“防御
性 地 ” 看 待 R C E P ， 担 心
着它会如何伤害国内生产

商。但他们考虑过能够获
得低成本、高质量产品的
消费者了吗？为什么印度
的生产商不能以“进攻”
而是以“防守”的态度来
看待这个巨大的市场呢？
文章称，对印度来说，现
在由15个国家组成的RCEP
的大门仍然为它敞开，只
要印度改变主意，它就可
以重新加入。“考虑到这
一地区未来全球价值链的
潜在增长、进入相对富裕
市场的机会、入境投资的
可能性以及亚洲不可避免
的崛起，印度应该认真思
考加入RCEP的问题。”

《 华 尔 街 日 报 》 1
月 2 日 的 报 道 也 带 着 些 失
落，称中国与“日澳等美
国盟友在内的”亚太国家
的自贸协定已经启动，“
美国却被晾在一边”。报
道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
这将使中国在制定亚太地
区贸易规则方面发挥更为

突出的作用，而这必将“
损害美国的利益”。中国
已经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CPTPP)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后者是智利、新
西兰和新加坡之间的一个
雄心勃勃的新协定，旨在
建立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共同标准。一些
专家将DEPA视为更广泛
地区未来协定的典范。新
加坡管理大学法学副教授
高树超表示，RCEP可能是
一个“警钟”，让美国重
新思考“回到亚太”的战
略。他说，从美中竞争的
角 度 看 ， R C E P 将 使 中 国
的零部件对东南亚供应链
上的工厂更具吸引力，并
促进其与日韩的贸易，从
而使中国受益。《华尔街
日报》再次批评特朗普在
他正式就任总统的第一天
就签署了“抛弃”TPP的
政令，直到今天，拜登政

府也没有重返CPTPP的计
划。文章引用13名共和党
籍参议员曾经就RCEP启动
问题致拜登的联名信，敦
促其参与制定亚太地区贸
易新规则。他们声称，美
国的缺席是在“鼓励潜在
合作伙伴在没有美国的情
况下前进，并鼓励中国控
制全球经济”。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
日警告称，美国被亚太地
区的自贸协定排除在外，
这导致北京得以强化其区
域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
大 西 洋 理 事 会 认 为 ， 中
国 去 年 9 月 已 经 申 请 加 入
CPTPP，如果中国能够遵
守 R C E P 这 样 较 浅 层 次 贸
易协定的监管要求，后续
加入CPTPP的机会将会增
加。如果RCEP成为中国今
后加入更多自贸协定的敲
门砖，“北京在列、美国
缺席”的后果将会更加明
显。（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