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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加拿大 FTA是迈向欧盟-北美 FTA的重要一步？
①

  

 

近日，欧盟与加拿大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也即《综

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欧加双方谈判历时 7 年，并且在签署前经历了比

利时反对的小插曲，但是“媳妇熬成婆”，终于修成正果。像任何自贸协定一样，

欧加 FTA 将为双方带来巨大福利，并且由于双方认为这是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协

定，将有利于双方在未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拥有话语权。或许很多

人会想，欧盟与加拿大的自贸协定毕竟是“跨大西洋”的，从地缘视角来看，

对位处亚太地区的中国的经济与战略影响大可忽略不计。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让我们将时针拨到 1999年。在这一年，欧盟与墨西哥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当时，欧盟还仅有 15个成员国。在此之前，欧盟惧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

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准备先从谈判能力最弱的

墨西哥下手，非常积极地与墨西哥进行双边 FTA 谈判。谈判异常顺利，仅用时

一年多就完成。尽管协定内容并没有达到现在的高标准，但双方各取所需，欧

盟将削弱 NAFTA 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并借道墨西哥进军美国和加拿大市场。

墨西哥则拥有了欧盟这样的大市场。双方签署自贸协定 15年之后，欧盟和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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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决定根据欧加 FTA 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的标准进行升级欧墨自

贸协定的谈判。 

2009年，也就是欧墨自贸协定签署 10年之后，欧盟和加拿大启动 FTA谈判。

由于双方对协定内容均报以较高期待，谈判并不那么顺利。但最终于近日得以

签署。从内容来看，确实可以称得上高标准。除了部分农产品，几乎所有货物

关税都降为零。政府采购和服务贸易相关条款都远高于目前的平均水平。更重

要的是，双方在投资条款方面也达到了一个平衡。基本契合了欧盟在投资条款

方面的价值观，即在保护投资者和不削弱政府权力之间寻找到平衡。欧加自贸

协定可谓是“皆大欢喜”。 

尽管欧墨和欧加自贸协定的启动和签署远早于欧盟和美国启动的 TTIP，但

是前两者并没有在中国激起什么涟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欧盟和墨西哥之间

还有自贸协定。欧加自贸协定离中国似乎也很远。这并不奇怪，相比美国，墨

西哥和加拿大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很小。欧盟和美国在 2013年才启动 TTIP谈判。

由于中国将 TTIP和 TPP视为美国塑造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两个抓手，对 TTIP

高度重视。跨大西洋的两大经济体——欧盟和美国要谈判自贸协定，别说中国，

任何经济体都得另眼相看。 

故事讲到这里，或许开始明朗起来。不只是欧盟和美国的自贸协定可称为

“跨大西洋”，欧盟和墨西哥、欧盟和加拿大的自贸协定其实都可以称为“跨大

西洋”。不知不觉间，欧盟已经和 NAFTA成员的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自贸协定。

NAFTA的最后一个成员——美国也正在和欧盟进行自贸协定谈判。如果欧盟和美

国完成 TTIP谈判，则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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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边自贸协定，而且协定的内容和标准并没有太大差异。为了统一协定内容

和标准，一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呼之欲出。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

形。因为欧盟-北美自贸协定不存在任何障碍，且有利于欧盟、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这四个经济体。 

此时，我们会发现，现在被冠之以“巨型自贸协定”的 TPP、TTIP 和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欧盟-北美自贸协定面前都会相形失色。如

果以经济总量来看，TPP、TTIP、RCEP 这些协定的成员经济总量分别占世界的

40%、40%和 33%，但是欧盟-北美自贸协定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44%。TPP、

TTIP、RCEP这些协定的贸易额也均不及欧盟-北美自贸协定。从成员的构成来讲，

欧盟-北美自贸协定囊括了 TTIP，而且不像 TPP、RCEP那样成员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 

欧盟-北美自贸协定一旦成真，将释放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大西洋”经济。

这一协定成员的市场足够大，既有创新能力，又有服务业优势，还不缺制造业

优势。这一区域内的投资还异常活跃。毫无疑问，这将对“跨太平洋”经济，

也就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竞争。目前而言，尽管亚太地区的市场规模和

制造业发展不输“跨大西洋”经济，但创新能力、服务业发展均难以和其相比。

其他地区更无法与“跨大西洋”经济进行竞争。可能的结果是“跨大西洋”的

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富，其他不发达地区更难以完成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 

欧盟-北美自贸协定也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参与全球贸易治理构

成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发展的

需求比较大，而且还需要大量投资。欧盟-北美自贸协定将使得欧盟贸易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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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西洋方向偏转，不利于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投入。从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的角度来讲，欧盟-北美自贸协定确立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影响力将十分巨大，

其他国家将很难再修正甚或提出自己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也不例外，只能被

动接受。 

为应对未来欧盟-北美自贸协定带来的挑战，中国应未雨绸缪。首先，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注重争取欧盟的参与，在欧盟尚未与北美建立自贸协定之前使

其融入到“一带一路”经济。其次，尽早完成中美 BIT 和中欧 BIT 谈判，并在

此基础上适时启动中美、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尽快启动中加自贸协定谈判。最

后，RCEP是目前中国参与的唯一的巨型自贸协定，抓住 TPP审批困难和 TTIP推

进困难的时间窗口，争取 RCEP谈判早日完成。 

总之，欧加自贸协定的签署是未来的欧盟-北美自贸协定的重要一步。如果

TTIP也能完成谈判，欧盟-北美自贸协定将会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这将对世界

经济政治格局和中国产生深刻影响。欧加自贸协定这一大西洋上空的“蝴蝶”，

将对太平洋地区的中国产生巨大且不易被觉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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