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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及近期立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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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 ＲCEP 进程开启以来，印度的态度一直犹疑不定，现已成为阻

碍谈判的 ＲCEP 之“钉”。文章首先从应对世界贸易体系变革，缓解美国贸易

战火压力，谋求经济利益或避免经济损失三个方面，揭示了印度参加、滞留

于 ＲCEP 谈判的根本原因。再从产业发展入手，探讨印度谈判立场的形成与演

进，发现保护稚嫩的制造业发展、推进优势服务出口构成了印度强硬谈判立

场的核心要素。最后，文章探讨了近期印度谈判立场的变化，发现印度在保

持强硬姿态的同时，也为未来谈判预留下交易的空间; 同时也指出印度为谋

求更有利的协议条款，逐渐走上 “以拖待变”之路。各方要想推进谈判、达

成协议，将不得不强化对印度施压或增加利益诱惑，引导它做出实质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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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ＲCEP) 是东盟及其自由贸易伙伴国发起的自由贸

易谈判，希望在成员国之间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

水平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起 16 国统一开放大市场。ＲCEP 已经走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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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头，历经 2 次领导人会议、16 次部长级会议、27 轮谈判，以及无数次的双边、

多边磋商，但至今依然无法结束谈判、达成共识。导致 ＲCEP 谈判迟迟无法完结

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与各方在关税削减、技术人员跨境流动上分歧严重。谈

判中，印度就像拆迁时的“钉子户”一样，坚持自己的条件和要价，不愿妥协

退让，导致谈判进程被耽搁、被延误，逐渐成为 ＲCEP 谈判之“钉”。

近年来，学界对于印度在 ＲCEP 谈判中的态度及其背后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印度参与 ＲCEP 谈判的正向激励和阻碍原因分析。关于印度

参与 ＲCEP 的正向激励主要集中于三点: 一是 ＲCEP 是印度应对 CPTPP 的战略

缓冲。印度暂时不具备加入 CPTPP 的能力，而 CPTPP 等自贸协定的外溢效应又

将对非成员国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① 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缓冲 CPTPP 压力成为

印度参与 ＲCEP 谈判的重要动因。二是印度有意借助 ＲCEP 推动其服务贸易出

口。印度在服务业的优势比较突出，服务贸易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印度有意借助 ＲCEP 谈判，推动各方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推动本国的信息技术服

务出口，以助推经济增长。② 三是印度希望借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之机，扩大在

“印太”事务中话语权，协同东盟、日本、澳大利亚共同构筑稳定的亚洲秩序。③

印度积极参与 ＲCEP 谈判有助于产生更大的产业内贸易流动; 又将增加印度参与

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方式和手段。④

而有关印度迟滞 ＲCEP 谈判的原因分析，学界给出了如下解读: 首先，印度

与各成员国之间贸易逆差逐年递增，使得印度对开放市场持更加谨慎的态度。⑤

当前，印度同 ＲCEP 主要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贸易逆差，其担心一旦开放

市场各国商品大量涌入将进一步恶化印度贸易形势。其次，在 ＲCEP 框架内，印

度平均关税最高，在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强劲贸易竞争对手谈判时，坚持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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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幅度削减关税，希望继续利用高额关税抵御外来商品冲击。① 第三，印度国

内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思潮的影响。印度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传统由来已

久，印度工商业者普遍认为，本国经济贸易政策主要受国内社会形势的影响，

区域经济合作对印度的正面影响甚微，不愿对自由贸易谈判做出过多让步。② 印

度国内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印度市场是否能够经受自由贸易的考验，持高度

怀疑态度，因此对自由贸易谈判并不热心。

目前学界对印度参与 ＲCEP 谈判的态度和立场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大

多停留在策略分析和政策解读之上，缺乏基于体系结构变迁和国内因素推演的

深层次剖析，无法在学理上对印度缘何进退维谷给出深入、自恰的解释。本文

以“印度成为 ＲCEP 谈判之 ‘钉’的原因分析及近期立场变化”为题，从印度

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出口竞争力等方面剖析印度阻碍 ＲCEP 谈判的内在原

因; 并在世界贸易体系重构、美国贸易施压的国际背景下，探讨近期印度参与

ＲCEP 谈判的立场转变和策略调整; 进而研判 ＲCEP 谈判的路径选择和未来

可能。

二、印度成为 ＲCEP 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

2018 年，随着《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 和 《欧

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EPA) 达成，东亚各国逐渐将贸易自由化的谈判重点转

向 ＲCEP，希望尽快完成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构建，书写新型多边自由贸易体

系的新篇章。如，日本一改 “警惕中国掌握区域一体化主导权，以高水平自由

化牵制 ＲCEP 进程”③ 的传统思维，全面致力于 ＲCEP 谈判，敦促各方展现更大

包容性和灵活性，尽最大努力在 2018 年底 ( 2019 年底) 达成基本协议，尽快在

本地区建立一个自由、公平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以形成对美国保护主义的

牵制; ④ 同时借助参加 CPTPP、日欧 EPA 和 ＲCEP 三大贸易集团的身份优势，确

·211·

印度成为 ＲCEP 谈判之“钉”的原因分析及近期立场变化

①

②

③

④

张彬、张菲: 《ＲCEP 的进展、障碍及中国的策略选择》，《南开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6 期，

第 122 － 130 页。
贺平: 《印度对 ＲCEP 的政策取向: 症结与出路》，《国际问题研究》2016 第 4 期，第 75 － 88 页。
曹广伟: 《亚太经济一体化视域下 CPTPP 的生成机理及其后续影响》，《商业研究》2018 年第12 期，第92 页。
《安倍呼吁尽快达成 ＲCEP 成员国在诸多问题上争执不下》，参考消息网，2018 年 7 月 2 日，http: / /
www. cankaoxiaoxi. com / finance /20180702 /2286930. shtml.



立在亚太贸易体系重构中的主导地位。中国面对 CPTPP 和中美贸易战的挑战，

逐步转向亚太地区寻找经济机遇、出口市场，期望在深度一体化的合作中缓冲

压力、渡过难关。因此，不得不在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采取主动，积极推动

ＲCEP 谈判各方化解争端、弥合分歧，以尽早结束谈判为第一宗旨。东盟也在

CPTPP 签署生效的压力下调整策略，逐渐向日、澳、新提出的高水平自由化立

场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意见分歧。韩

国政府提到，ＲCEP 包括东盟、印度、澳大利亚等韩国“新南方政策”的核心据

点国家，有利于韩国企业进军 “南方市场”，拉动韩国贸易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早日完成谈判充满期待。谈判各方已充分认识到，亚太邻国适宜构建区域

自由贸易协定、形成贸易伙伴关系，① 尽快完成 ＲCEP 谈判，有利于增强和完善

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有利于维护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全球自由贸

易，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多次对外发出支持基于规则的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明确信号。② 经过各方努力 ＲCEP 谈判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

展，截止 2019 年 8 月第七次部长级会间会，谈判在市场准入方面，超过三分之

二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已经结束，剩余谈判内容也在积极推进; 在规则谈判方

面，新完成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 3 项内容，各方已就 80% 以上的协

定文本达成一致，余下规则谈判也接近尾声。各方重申要继续保持积极谈判势

头，务实缩小和解决剩余分歧，实现 2019 年年内结束谈判的目标。

但谈判中，印度在关税削减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强硬立场，成为各方难以逾

越的障碍，迫使 ＲCEP 谈判的预设时限一再推迟。2015 年 8 月，各方在第三次

部长级会议期间，经过艰苦谈判最终就货物贸易初始出价模式达成一致，同意

协定生效即取消 65%的进口商品关税，10 年内扩大到 80%。但 2016 年，印度却

提交了一份“三级免税列表”的关税出价单: 东盟 80% 的商品免税，日本、韩

国 65%的商品免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42. 5% 的商品免税，拒绝进一步

开放国内商品市场。各方对印度节外生枝的“三级免税体系”，以及坚持关税保

护的谈判态度颇为不满，威胁要么继续削减关税，要么离开 ＲCEP 谈判，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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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回归“一级关税体系”。① 面对其他成员国压力，印度不得不放弃 “三级免税

体系”，提出制订对本国的自由贸易伙伴 ( 东盟、日本、韩国) 和非自由贸易伙

伴 ( 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稍有差别的“二级关税列表”，该提议虽然获得

其他成员国认可，但也被提醒二者差别不能过大，最好控制在 2% －4%之间。

2017 年后，交叉参与 TPP 的成员国提高商品免税要价，各方同意在延长过

渡期限的前提下提升商品免税比重至 90% 以上，但印度在河内部长级会间会上

提交的修订后的取消关税报价整体也未超出 80%，且要求延长中国商品免税的

过渡期至 20 年以上，严重违背 ＲCEP 建立高质量自贸区的目的。2018 年，各方

积极努力、加快谈判的步伐，相继结束争端解决、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三个章节的谈判，使规则领域谈判完成数达到七个章节，

另外还有三个章节也基本接近结束。但大家关注的印度市场准入却进展不顺，

印度与各方在关税削减问题上分歧依然严重。印度坚持以 “80%”为基础，实

施“差别性”取消关税，级差为 “6%”，即对其他成员国商品免征关税的范围

在“74% －86%”以内，并拒绝让步; 与大多数成员支持的 “20 年内，成员国

中已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FTA) 者，取消关税品种比例设为 90% ～ 92% ;

印度和中国等未签订 FTA 的国家之间允许例外，但原则上设为 86%，并分别上

调自由化率”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鉴于印度与各方分歧严重、短期内无法

弥合，各方在 ＲCEP 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不得不放弃 2018 年结束谈判的雄心。

印度强硬的立场和不妥协的态度已经且正在塑造着 ＲCEP 谈判艰难、坎坷的历

程，印度也就成了 ＲCEP 谈判路上最难攻破的“堡垒”。

三、印度加入 ＲCEP 谈判的原因分析

既然印度对 ＲCEP 谈判怀有诸多不满，且与各方在市场开放、服务业准入等

方面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为何它又坚定地参与了谈判? 并且在被多次警告

“其强硬的立场已严重阻碍谈判进程，希望在没有印度的框架内继续 ＲCEP 谈

判”后依然如故，既不愿为结束谈判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也不愿退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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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离开 ＲCEP，为其他各方让开前行的路。

(一) 世界贸易体系加速重塑，ＲCEP 成为印度参与新一轮经济规则调整的

有效载体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国家眼见多哈回合谈判停滞，陈旧的 WTO 规则无法

满足全球价值链和经济新业态发展需求，于是抛开 WTO 谈判框架，开启大型自

由贸易区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

定 ( TTIP) 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EPA) 。欧美国家瞄准 21 世纪经济发展

需求，坚持自由、公平、透明、互惠的原则，进一步深化以货物、投资和服务

为主体的传统议题，拓展横向议题覆盖领域，持续推进深度一体化议题，将更

多精力转移到成员国国内规制的协调，希望达成 “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

的 21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虽然美欧因分歧严重导致 TTIP 无果而终，但日

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EPA) 在双方努力下最终达成生效，一个连接亚欧大陆

两端、覆盖 6 亿人口，占世界经济规模 27%、世界贸易 37% 的全球最大自由贸

易区自此诞生。依据协定，欧盟将逐步取消包括农产品在内约 99% 的日本商品

关税，日本也将最终取消 94%欧盟商品关税。① 协定还纳入了数据流通和知识产

权保护等广泛领域的规则，日欧希望以此为模板推进 WTO 改革，迫使中印等发

展中国家接受国际经济规则朝着高水平、高标准演进的现实。

TPP 也以 CPTPP 的形式再现，标志着占全球生产总值 ( GDP) 13%、拥有

超过 5 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环太平洋 11 国将逐渐取消 98% 的商品关

税。CPTPP 在投资、贸易、服务领域实施的一系列全覆盖、高标准自由化措施

将推进缔约国边境和边境内措施的“双开放”，有效消除阻碍国家间经贸交往的

壁垒阻碍，构建起涵盖整个区域的自由、开放市场。CPTPP 所形成的规模效应

和贸易转移效应，对区域外国家形成巨大压力。如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国已公开表示希望加入 CPTPP; 而部分距离 CPTPP 标准差距较大、尚不具备加

入条件的国家将不得不另觅他途，通过融入其他贸易集团的方式缓冲投资贸易

转移压力，避免被 新 一 轮 经 济 一 体 化 边 缘 化 的 危 险，如 印 度 和 中 国。目 前，

·511·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2019 /4)

① 《日欧 EPA 正式生效，日本对欧出口汽车关税 8 年后彻底取消》，中国经济网，2019 年2 月13 日，http: / /
intl. ce. cn /sjjj /qy /201902 /13 / t20190213_ 31461728. shtml.



CPTPP 已开启第二轮增员扩张谈判，声言对所有符合其要求、接受其标准的国

家和地区开放，意欲在 CPTPP 轨道上构建亚太经济一体化。

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就力推 “美国优先”战略，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

人，让美国再次强大。为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在全球发起贸易战，凭借其广

阔的国内市场和超强的经济实力迫使贸易伙伴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调整和关

税让步。摄于美国的关税“大棒”压力，西方国家开启了一场致力于 “零关税、

零壁垒、领补贴”的高标准贸易谈判。韩国接受美国要求，重新修订了 《美韩

自由贸易协定》，同意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提高免检进口美国车上限，以换取

美国对其钢铁出口的关税豁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终按照美国意图进行了

大幅修改，商定零关税汽车零部件的原产比例由 62. 5% 提高到 75%，且 40% －

45%的零部件须由时薪不低于 16 美元的工人生产，加拿大向美国开放 3. 5% 的

乳产品市场; 加拿大和墨西哥基本获得了出口美国汽车的关税豁免，但接受配

额限制。随着《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 《美墨加协定》的达成，欧盟和日本也

被迫同意与美国开启双边贸易磋商，消除关税和非关贸易税贸易壁垒，以解决

与美国存在的贸易失衡问题。谈判中，不同于欧盟、日本专注于高水平自由化

的选项，美国更加强调公平、对等的自由化，主张贸易伙伴国也应和美国一样

全面削减各领域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调整边界内规则以消除投资、贸易

障碍。

发达国家之间一系列贸易谈判的开启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预示着美、

欧、日正在打造努力一个“自由、公正、对等”，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 “大西

方”自由贸易区，重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界限，将世界重新划

分为发达国家集团与一盘散沙的发展中国家。新一轮贸易谈判进一步凸显了美

国坚持的“自由化”、“公平性”两大核心原则，未来可能迫使印度接受发达国

家标准，放弃在发展中国家标签下享受的差别待遇和例外条款; 印度若想在未

来的贸易体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将面临削足适履、二次 “入世”的

窘况。面对体系变革的重大压力，印度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定位和贸易

战略，避免在秩序调整中掉队或被边缘化将是其首要考量。就如印度前商务部

长拉吉夫·凯尔所说， “印度不能孤军奋战，必须成为 ＲCEP 协定的一部分”。

可见，加入 ＲCEP 已成为印度实现其 “东向”发展战略，化解体系性压力的最

便捷、有效的途径，有助于它深度嵌入最具活力亚太生产价值链、贸易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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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区域贸易集团的力量应对世界贸易体系变革、减缓 CPTPP 冲击，规避世界

经济变动的风险。同时，印度也将借机拓展自己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网，深度

参与区域经贸秩序的重塑，提升印度在亚太区域经济话语权，并在未来的国际

经济秩序制订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 印美贸易摩擦日重，印度希望在 ＲCEP 中寻求战略依托

如上文所述，印度为改善经济结构、提升就业水平，大力推进制造业发展。

但当“印度制造”遇上 “美国优先”之时，印美之间的理念碰撞、贸易摩擦就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美国认为在美印贸易关系中，印度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扩大对美出口、阻碍从美进口，抑制美国制造业回归、剥夺了美国产业工人的

就业机会。美国政府历来对印度的制造业战略、知识产权规则及其执法不严颇

具微词，从价格低廉的粮食采购，到政府消费的太阳能板，再到印度强调的数

据本地化政策都触动了美国人的奶酪。为表达对印度高额关税的不满，特朗普

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惩罚性地取消了印度出口美国的 50 种产品 “零关税”优惠

( 包括农产品、织布机等在内) ; 特朗普还威胁对印度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借

以施压印度降低关税、打开市场。特朗普政府为兑现 “雇佣美国人”的承诺，

大大收紧 H －1B 工作签证，对专业技术人员赴美工作设置了更严格的审查，印

度 IT 公司恐成最大输家，依赖向美国输送人才维持的对美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将

受严重打击。印度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主动示好，多次表示希望在协商中处理

贸易关系，促进印美关系平稳、有序发展。2018 年 9 月，双方在 “2 + 2”高层

对话会议期间对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印度寻求将美印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

1250 亿 美 元 增 加 到 5000 － 6000 亿 美 元，考 虑 仅 为 美 国 公 司 设 立 经 济 特 区

( SEZ) ; 并表示希望与美国另辟蹊径，携手开发第三方市场，化解印美贸易争端

和谈判分歧。①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美印最终也未达成一项解决贸易摩擦的

协议。

近期，印度又因实施电商新规再次引爆印美贸易战的硝烟。2018 年底，印

度产业政策和促进部出台了《电子商务外商直接投资规定》，要求市场实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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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yicai. com /news /100025504. html.



不能从单一供应商购买超过 25% 的商品，不能直接或间接提供产品折扣，市场

实体参股的另一实体的产品不能在本平台上销售，电子商务市场实体不得强制

任何卖家在其平台独家销售任何产品。① 新规定打破了亚马逊、Flipkart 和其他

大型电商既往的经营模式，沃尔玛的产品无法在其旗下 Flipkart 平台上销售，亚

马逊也无法销售其持股公司的产品，导致两大美国电商巨头在印度的销售额骤

降。印度实施的电商新规自然招致美国的报复，特朗普再次强调将推动 《美国

贸易对等法》，誓以高关税对因对进行还击。2019 年 6 月 5 日美国政府以 “印度

未能确保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为由，宣布取消给予印度的普惠

制待遇。受此影响，印度将有 50 多亿美元、2000 多种输美产品关税上涨 7%，

成为特朗普上任以来对印度最严厉的惩罚。同年 6 月 16 日，印度决定正式实施

一再被推迟的关税报复，对 28 种美国输印产品加征关税，主要包括杏仁、苹果、

豆类、核桃、硼酸和诊断试剂等，税率提升高达 40% － 90%，将直接为印度带

来约 2 亿多美元的关税收入，标志着印度也加入到对美贸易战的行列。

强调公平贸易的美国与注重保护国内产业的印度之间的分歧注定根深蒂固。

美国多次指责印度是高关税国家，恫吓对印度商品征收对等关税，要求印度在

多个行业向美国产品提供公平、合理的投资贸易条件和更加顺畅的市场准入，

力促印度扩大市场开放，特别是美国资本在印度电商领域能够得到更多空间。

而印度坚持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法达到美国要求的 “全面开放国内市

场”，应在关税减让、贸易政策制定上享受差别待遇; 美国应当承认印美两国发

展程度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差异，而一味要求印度以美国

的标准推进贸易自由化，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随着印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印度对美贸易条件正在恶化，美国商品大举进

入印度市场，而印度对美商品输出却遭受抑制。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和贸易条

件的恶化，印度担心独木难支，唯有融入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亚太区域，以

ＲCEP 为战略依托化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ＲCEP 的创建还有助于印度调

整优化对外贸结构，推动其朝着更加均衡化的方向发展，提升亚太经济体在其

贸易格局中的比重，规避在商品和服务领域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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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区域一体化中获取经济利益，或避免更大损失

ＲCEP 谈判涵盖 16 个国家，覆盖全球 45% 的人口，1 /3 的经济总量，近三

成的贸易量和投资额，一旦建成将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当下单

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的形势下，继续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 ＲCEP 或将成为建

设、维护自由、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大希望。印度参加 ＲCEP 的更直接的原因来

自于经济收益的考量，希望在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获取经济福利，

更担心错失 ＲCEP 之后遭受更高大损失。

一方面，印度参加 ＲCEP 有助于其融入最具活力的东亚经济板块，获取贸易

利益、促进经济增长。ＲCEP 一旦建成将有效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

易壁垒，为各国贸易交往、人员流动、相互投资搭建起更加自由、统一、开放

的大市场。依据关税同盟理论，ＲCEP 在自贸区范围内大幅降低关税、统一原产

地规则、消除大量非关税贸易壁垒，将为本地资本、货物和服务流动提供更加

自由、便捷的环境，有助于实现本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提升各方整体福利

的提升，① 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测算，ＲCEP 建成后将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

增长，至 2025 年将为全球增加 6440 亿美元的社会财富，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

0. 6%。更重要的是 ＲCEP 建设将有效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其中经济规模较小

的国家获益更多，ＲCEP 对文莱和越南 GDP 的贡献率将达到 5. 8% 和 5. 1%。大

型经济体也获益匪浅，ＲCEP 对日本和印度的贡献率也将达到 1. 8% 和 1. 7%。②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一定条件下验证了 ＲCEP 对印度经济的促进效应，在大幅削

减关税的情况下，印度对成员国的出口将增加 4. 97%，进口增加 3. 63%，但会

对印度造成 0. 92%的 GDP 减损; 在成员国之间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 10%的情况

下，印度对成员国的出口将增加 3. 80%，进口增加 3. 20%，GDP 增加 1. 94%，

两种情形模拟都有助于印度削除贸易逆差，但只有在同时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

的情况下才有助于经济增长。③ 鉴于印度的经济体量和未来发展潜能，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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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淑梅、倪菊华: 《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经济效应———基于 GTAP 模型的模拟分析》，

《亚太经济》2014 年第 2 期，第 125 － 130 页。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3”，April 17，2013，http: / /wcm. adb. org / sites /default / files /pub /2013 /ado －
2013. pdf
张珺、展金永: 《CPTPP 和 ＲCEP 对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差异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比较分析 》，

《亚太经济》2018 年第 3 期，第 15 －17 页。



ＲCEP 将获益良多。同时参与 ＲCEP 国家的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发展模式、社

会制度和营商环境差别悬殊，不太可能效仿 TPP 达成高标准、高水平的贸易协

定，将考虑各国不同的发展情况，给予设立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在内的适当形

式的灵活性，并给予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额外的灵活度，这对具有 “反自贸”

传统的印度无疑会带来一丝宽慰，希望谈判中达成一份更有利于印度产业发展

的 ＲCEP 协定，在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力量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规避对

本国弱势产业的冲击。

另一方面，印度担心被排斥于 ＲCEP 之外，会遭受投资贸易转移，经济利益

受损的危险。ＲCEP 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取消或降低关税，更重要的在于其对非关

税壁垒的消除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内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如: 在服务贸易、跨

境投资等方面均给予外来资本、服务及其提供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相应

的市场准入; 实施便捷的海关和边境程序，促进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 以透

明的原则拟订技术法规、标准，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便利投资和服务提供;

鼓励缔约方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磋商和协作机制，促进监管一致性，确保 ＲCEP 市

场上的商业主体享有开放、公平、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政府采购秉持透明、可

预期的原则，确保对来自成员国的投标者和本国企业同等对待。一系列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各种投资、贸易壁垒，实现

边境措施开放，进而构建起涵盖整个区域的自由、开放市场，促进区域内商品、

资金、人员的流通和聚集，形成显著的投资贸易创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对

区域外国家，ＲCEP 将依然维持原有的关税、非关税保护措施，且为保证缔约方

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ＲCEP 还涉及原产地规则内容，对区域外产品和原材料

采取歧视政策，导致非成员国产品难以进入成员国市场，此举必然刺激跨国公

司从非成员国撤资，转而在成员国投资设厂、规避贸易壁垒。可见，ＲCEP 生效

实施势必对区域内、外造成差别性影响，区域内国家可以充分享受投资贸易创

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区域外国家不得不承担投资、贸易转移效应的

成本。面对加入的可能收益，退出的潜在风险，印度政府虽然遭到国内各方质

疑，却不得不做出加入谈判、留在 ＲCEP 中的决定，退出 ＲCEP 是印度不可承受

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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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强硬谈判立场的国内根源

虽然，进入 21 世纪之后印度加入多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并与东盟、南亚

邻国、日本、韩国等建立了自由贸易伙伴关系，但其对自由贸易的警惕意识依

然没有改变。在《印度—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下货物贸易协定》中仅同意最

终给予东盟国家 80% 的商品关税减免，大大低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与东盟达成的关税减免水平。同时，印度在已实施的印日、印韩

和印度 － 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遭遇———贸易伙伴国商品涌入、贸易逆差大

幅增长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对自由贸易的忧虑。面对 ＲCEP 谈判，印度最大的忧虑

来自对中国商品的恐慌，印度担心协议一旦实施，中国商品会在更为自由、便

利的贸易条件下大量涌入，冲垮本国市场; 其次，印度对 ＲCEP 专注于货物自由

化谈判而忽视服务贸易，特别是对自然人移动规则心怀不满，认为 ＲCEP 条款限

制了技术服务出口，对印度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因此，对是否签署 ＲCEP 心情复

杂、进退两难。

(一) 印度制造业基础薄弱，其未来发展尚需保护

印度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廉价的人工成本、巨大的市场空间、广阔的发

展机会，潜力堪比中国。在中国人力成本上升，产业优化升级，制造业向外转

移之际，印度希望凭借其人口红利发展制造业，进而取代中国成为 “世界工

厂”。2014 年，莫迪政府推出 “印度制造”计划，试图模仿中国工业化发展道

路，通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利用劳动力人口规模优势发展制造业，将生产部

门在 GDP 中的比重由 2014 年的 16%提高到 2025 年的 25%。但印度发展制造业

受到复杂的国情拖累。硬件方面: 基础设施落后、能源资源匮乏、工业体系不

健全; 软件方面: 缺乏广泛受教育的高素质人口，强有力的政府、统一且相对

平等的社会关系、开放的社会风气、自由的人口流动，很多城市根本不具备大

型投资条件。“印度制造”正在以一种披镣戴铐的姿势奋力向前，很多产业需要

在政府的扶持、保护下发展。

莫迪政府为发展“新生”的制造业，在 “印度制造”的口号下大幅提升关

税保护力度，控制外来商品流入，鼓励进口替代。2018 年初，一次性提高 4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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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汽车零部件、蜡烛、风筝、太阳镜、灯具、打火机、

洗漱用品、玩具、手表、鞋类和家具等产品的关税增幅均在 4% － 20% 之间，果

汁和加工食品的关税增幅达到 25% － 50% 的水平。同年 7 月，又增加了 76 种纺

织品的进口关税，8 月再增加 328 种纺织品的关税。为各大手机品牌及其供应商

将工厂搬往印度，实现手机零部件和整机生产本土化，莫迪政府多次提高手机

产品关税，整机进口关税由 10% 提高到 15%，再提高到 20% ; 手机电池、麦克

风、天线、手机侧键等产品关税提高到 15%，可穿戴电子设备关税提高到 20%，

印刷电路板、显示组建等关税也达到 15%。① 面对印度关税税率提升、壁垒高筑

的贸易障碍，部分手机品牌不得不将生产工厂搬迁到印度，以绕过壁垒抢占市

场。目前，小米手机已在印度建立 3 家工厂，其在印度销售的 95% 以上的手机

由印度生产; OPPO、vivo 也已宣布在印度开建第二间工厂，据说 OPPO 两家工

厂建成后每年将生产 6500 万台智能手机。韩国三星计划在印度建立其全球最大

的手机工厂，投产后将使三星手机在印度的年产量达到 1. 2 亿台; 美国苹果的代

工厂富士康也宣布将在印度投资 3. 26 亿美元，生产更高端的苹果手机，预计这

笔投资最多可创造 25000 个就业岗位。② 在手机厂商落地印度的同时，一些配套

的手机零部件公司也开始布局印度，从而呈现出手机产业链向印度转移的趋势。

印度已经踩着中国的脚印迈出了 “印度制造”的第一步，通过政策手段迫

使手机产业链向印度转移，进而拓展到其他产业。印度政府正在以其庞大的国

内市场为诱惑、高额的关税为壁垒，迫使各大手机品牌及其零配件公司在印度

投资设厂，助力“印度制造”。但此举也反映了“印度制造”尚处于稚嫩期，需

要在政府的行政保护或关税保护下发展。

(二) 印度担心大幅降低关税，其制造业将遭受中国工业品冲击

印度三大产业失衡，第二产占比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 30%，特别是标识国

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占比更是低于 20%。在当前工业品贸易占主导的世界贸

易体系中，印度国际收支连年入超。2018 年，印度货物贸易逆差高达 1874. 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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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 《印度阻碍 ＲCEP 达成协议》，联合早报网，2018 年 12 月 8 日，http: / /www. zaobao. com / forum /
views /opinion /story20181208 － 914159.
据泰米尔纳德邦工业部长萨姆帕斯 ( MC Sampath) 称，富士康将投资 250 亿印度卢比 ( 约合 3. 56 亿美

元) 来扩建该工厂，这笔投资预计最多可创造 25000 个就业岗位。



美元，比上年增长 24. 7%，其逆差主要来源于中国 572. 16 亿美元、中东 ( 15

国) 652. 31 亿美元、东盟 ( 10 国) 210. 94 亿美元、韩国 114. 48 亿美元，澳大

利亚 104. 73 亿美元等。印度与中东国家、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缘于矿产品进口，

如中东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矿石、煤炭，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与中、韩和东盟

国家的贸易逆差，则缘于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能源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等工

业产品的大规模进口，① 与印度刚刚起步的制造业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印度对在 ＲCEP 框架下降低关税充满警惕，尤其担心在更为自由、便利

的贸易条件下中国商 品 大 量 涌 入 国 内 市 场，冲 击 其 基 础 薄 弱、幼 稚 的 制 造

业。印度前外交部长拉里特·曼辛格 ( Lalit Mansingh) 也承认: “过去的一

些贸易协定降低了关税，使得外国公司在我们的市场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

但是，由于我们的制造业不够先进，我们没能很好地利用其它市场的关税优

惠。”如印度 － 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建，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由

2005 年的 6. 89 亿美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54. 86 亿美元，2009 年 的 63. 75

亿美元，2012 年 的 100. 26 亿 美 元，2014 年 的 123. 80 亿 美 元，2018 年 的

210. 94 亿美元; 印 度 － 韩 国 自 由 贸 易 区 创 建 后，也 存 在 相 似 的 贸 易 趋 势，

印度对韩国贸易逆差已由 2008 年的 43. 43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58. 18

亿美元，2015 年的 94. 41 亿美元，2018 年的 114. 48 亿美元。② 当前，中印

尚未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就连年增加，从 2010 年前

的 200 亿美元左右，增长到 2011 － 2013 年间的 360 － 390 亿美元，再增长到

2015 年至今的 500 亿美元以上。③ 印度担心一旦将中印置于更为自由开放的

ＲCEP 框架之 下，中 国 商 品 会 利 用 更 为 自 由、便 利 的 贸 易 条 件 占 领 印 度 市

场; 印度制造业在失去关税的有效保护后将很难抵挡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入，

届时印度市场会成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地，危及印度刚刚起步的制造业健

康成长。因此，印度坚持 以 高 关 税 保 护 国 内 产 业，使 其 免 遭 中 国 商 品 的 打

击。可见，中 印 两 国 同 质 性 的 贸 易 竞 争 关 系 成 为 阻 挡 ＲCEP 达 成 的 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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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印 度 五 大 类 进 口 商 品 的 国 别 /地 区 构 成》， 国 别 报 告 网，2019 年 3 月 14 日， http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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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据 历 年 《印 度 货 物 贸 易 概 况》整 理， 国 别 报 告 网， https: / / countryreport. mofcom. gov. cn /asi-
an110209. asp? p_ coun = % D3% A1% B6% C8.
依 据 历 年 《印 度 货 物 贸 易 概 况》整 理， 国 别 报 告 网， https: / / countryreport. mofcom. gov. cn /asi-
an110209. asp? p_ coun = % D3% A1% B6% C8.



障碍。

同时，印度与 ＲCEP 其它成员国 ( 包括日、韩、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

亚)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贸易逆差。印度担心国内企业无法和外国企业竞争，在

完成 ＲCEP 谈判后，印度企业能否轻易进入东盟、韩国市场仍存在问题，而国内

的药品和纺织品、钢铁、机电产品等项目可能在市场开放后遭受严重冲击。印

度国内农业组织也对开放市场后可能面临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农产品进入深感

忧虑。可见，印度政商界对加入 ＲCEP 充满忧虑，担心 “印度制造”一旦置于

ＲCEP 的自由贸易竞争之下将面临更为惨烈的国际竞争，刚刚起步的工业生产可

能遭受中国和东盟工业品的联合围剿。因此，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需要，印度

对达成高水平贸易协定一直持审慎态度。

(三) “重货贸、轻服贸”的谈判结构，限制了印度技术服务优势的发挥

目前，服 务 业 已 经 成 为 印 度 国 民 经 济 的 支 柱 产 业，占 到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的 60%以上，特别是其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承接了大量的外包业务，

稳居世界服务外包的头把交椅，成为全球软件、会计、医学、税务、电信等行

业的服务出口基地，被誉为“世界办公室”。2017 财年，印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

额 2561. 52 亿 美 元，其 中 出 口 1606. 83 亿 美 元，进 口 954. 69 亿 美 元，顺 差

652. 14 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物贸易逆差，是 ＲCEP 成员中主要的服务

贸易顺差国，具有强劲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其中，IT － BPM 业出口就达 1160

亿美元，占 2017 财 年 印 度 服 务 业 出 口 的 72. 2%，货 物 和 服 务 出 口 总 额 的

26. 6% ; 承接的服务外包业务大约占世界外包市场 1730 亿 － 1780 亿美元的

55%，是全球最大的业务流程管理 ( BPM) 基地。① 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竞

争力突出，在国际软件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 ＲCEP 协议能为印度的信

息服务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流动空间。

同时，印度注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相继创建了 6 所印度理工学院和 400

多所工程技术学院，每年毕业多达一百多万名优秀的数理人才，为印度的 IT 行

业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支持。印度独特的教育模式，再加上其英语、文化和人力

成本优势，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程师，向美欧及中东地区输送了大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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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才。目前，印度的 IT 人才已成为美国高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美国政府、

大学、科技、金融、制药、国防等重大行业，印度裔人才济济，牢牢占据中高

层管理和技术核心，几乎各行各业的职业经理人都有被印度人占据的趋势。如

2014 年，美国政府为引进国外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 H － 1B 工作签证，印度人占

用了 86%的名额; 2012 年在美国硅谷族群结构中，印度裔占总人数的 6%，创

办的公司占所有公司的 15. 5%，印度裔人才领导的公司占公司总数的 33. 2%。

目前，印度工程师凭借其语言文化优势、强大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受到世界信

息产业与科技产业的青睐，成为争相招揽的对象。

印度发达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卓越的专业人员队伍，

奠定了其在 ＲCEP 服务贸易领域的突出地位，希望让更多的本国 IT 人才进入

ＲCEP 成员国市场，转移就业压力、扩大技术服务出口。与在货物贸易谈判中谨

慎的态度相反，印度积极主张服务的跨境提供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专业资格

和许可证要求，① 确保其国内专业咨询、技术人员能够获得更多的地区人才流动

权力。印度希望 ＲCEP 谈判各方，确保以合理、客观、公正的方式来管理影响贸

易的一般措施，确保不构成对跨境服务贸易的障碍; 放松对商务人员的临时入

境管制，特别是对以商业存在形式进入缔约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进出入的限制，

探索推动自然人流动自由化的可行路径; 希望在 ＲCEP 协议中纳入专业服务条

款，如对律师、工程师及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流动所需的资格认定和相互承认，

力图降低准入门槛，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跨境服务创造条件; 为服务和服务供应

商提供国民待遇等。印度一再表示，愿意用关税减让，换取 ＲCEP 其他成员国的

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② 期待从服务贸易尤其是商业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类

( 例如医生、IT 技术人员) 的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盈余，以弥补不断扩大的货物贸

易赤字。

但 ＲCEP 更像一场传统的贸易谈判，着力于商品关税的削减，以实现区

域内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在服务贸易方面，东盟和中国担心印度专

业技术人员的流入扰乱国内高科技领域就业市场，影响正在推进的服务业发

展计划。因此，仅同意以 WTO 《服务贸易总协 定》 ( GATS ) 和 《东 盟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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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服务贸易承诺为基础展开谈判。各方基于自身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竞争优势采取了各具特点的服务市场开放，但均对电信、

信息服务作了较多保留，并对外国服务提供者从业资格、办公地点本地化、

服务提供者数量作了严格规定。同时，各国基于维护国内政治、经济、社会

稳定，往往对劳动力市场开放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担心外来人口冲击国内就

业市场、挤占国民就业机会; 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 “倾销”危及国家主权、

安全和社会制度; 外国提供的电信、信息服务危及本国的信息安全，使本国

的网络缺陷暴露于 可 能 的 攻 击 者 之 下 等。可 想 而 知，建 立 在 GATS 和 现 有

FTA 基础上的 ＲCEP 服务贸易谈判也难以取得更大突破，与印度坚持的 “实

现专业技术人员在 ＲCEP 各成员国间平稳有序地自由流动”的目标存在不小

差距。

面对服 务 贸 易 谈 判 流 于 形 式、本 国 IT 业 竞 争 优 势 颇 受 束 缚，印 度 对

ＲCEP 谈判充满矛盾，既想 加 入 ＲCEP，深 度 融 入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又

对 ＲCEP 重视货物贸易自由化漠视服务贸易需求怀有诸多不满。因此，在谈

判中不愿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做出过多让步，逐渐成为阻碍 ＲCEP 达成的最

大障碍，也即 ＲCEP 谈判之 “钉”。

五、近期印度谈判立场的变化

面对 ＲCEP 谈判出现的僵局，各方积极行动，通过双边、多边途径多次与印

度磋商，部分国家为削减印度对达成协定的疑虑在谈判框架内外做出颇具诚意

的让步。众所周知，印度迟迟不愿接受 ＲCEP 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商品的担

心，以及协议无法满足其“放宽科技专业人士移民规定”要求的不满。

(一) 各方联合施压，希望印度做出实质性让步

针对印度对中国商品的担忧，中国代表团利用国际会议、参访等多种途径

与印度代表团进行谈判、磋商，以消除其对中印贸易关系的误解和对中国商品

涌入的恐慌。中国更是主动扩大印度棉纱、大豆、糖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取消

对印度非巴斯马蒂大米的进口限制，免除印度抗癌药 28 种药品进口关税，更是

在 2018 年 3 月一次性签署 101 项贸易协议，达成近 23. 68 亿美元采购印度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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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大单。2018 年相较于 2017 年，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降低了 21. 4 亿美元，

降幅 3. 6% ; ① 2019 年 1 － 4 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 161. 2 亿美

元，降幅达 17. 4%，中印贸易失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施压印度在关

税削减中做出实质性让步，2019 年 6 月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就双边谈判分歧进

行深入磋商，中国甚至同意给予印度特殊待遇，承诺 “只要印度对中国商品自

由化率能够达到 90%，中国愿给予印度特别优惠，对印度商品免税比例可达到

95 － 97%”，希望在郑州谈判、北京部长级会议前就双方关系的核心问题达成实

质性妥协。

其他成员国如东盟、澳大利亚、日本也在与印度进行积极接触，就关税减

让、服务市场开放、专业人才流动等问题进行磋商。针对印度最为关注信息技

术服务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移动问题，各方改变了集体磋商的模式，改为成员

国双边谈判沟通。谈判模式的改变有利于印度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诱惑，利用各

方急于求成的心理，迫使对手做出有利于己的妥协和让步，预计印度关心的专

业人员移动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为印度调整立场、达成最终妥协提供

了可能。为促使 ＲCEP 协议尽快达成，东盟国家持续强化对印度施压，2019 年 5

月马来西亚等国威胁在印度暂时退出的情况下加速 ＲCEP 谈判进程，希望迫使印

度在“退出”和“妥协”之间做出果断选择; 同年 7 月有印尼、泰国和东盟秘

书处组成的“三驾马车”代表团访问印度，希望在郑州谈判前的重要关头解决

东盟与印度之间关于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的分歧，并敦促印度提升取消关税水

平至 90%，尽快与中国达成关税削减共识。日本也表示将未来的谈判、磋商中

发挥更大作用，协调各方做出有诚意的让步。在 ＲCEP 谈判框架内，逐步形成联

合向施压印度的局面，各方期待协议尽快达成。

(二) 各方压力之下，印度谈判立场的调整与变化

其实，印度政府对 ＲCEP 也充满期待，希望早日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的谈判，融入区域整合，让国内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在自由贸易下受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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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7 年 印 度 货 物 贸 易 及 中 印 双 边 贸 易 概 况》， 国 别 报 告 网，2018 年 3 月 13 日， https: / /
countryreport. mofcom. gov. cn / record /view110209. asp? news_ id = 58276; 2018 年印度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

易概况，国 别 报 告 网，2019 年 3 月 14 日，https: / / countryreport. mofcom. gov. cn / record /view110209. asp?

news_ id = 63401.



加入 ＲCEP 的利弊，印度政府还专门聘请 3 名顾问对长远来看 ＲCEP 会给印度造

成的“真正得失”进行独立评估。专家一致认为，虽然印度商界对加入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CEP) 有所担忧，但加入这一巨大的经济体俱乐部有助

于增强印度战略实力。但在国内行业利益的捆绑下，谈判行动缩手缩脚，希望

在照顾国内产业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份对印度更有利的协议。

面对各方施加的联合压力，印度的谈判立场悄然改变，在非关键议题上

做出了一定让步，以向各方表明印度已做出力所能及的让步; 但在关税削减

和技术人员流动等核心问题上立场依旧强硬，但也蕴含了希望与各方做出交

易的愿望。在服务领域，印度原本希望达成一项全面的服务贸易协定，但遭

到东盟、澳大利亚等国 极 力 抵 制，随 后 印 度 在 成 员 国 开 放 市 场 方 面 有 所 退

让，满足了东盟审慎监管的要求。由于印度和各成员国的相互妥协，最终促

成了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三个附件的达成，也使得协议文本谈判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完成 率 达 到 80% 以 上。原 产 地 规 则 方 面，在 墨 尔 本 的

第 26 轮谈判中，印度为防止中国工业品借道其他成员国进入本国市场，提

议设定更严格的原产地标准，要求产品最大附加值必须由出口国创造，平均

阈值可设为 40 － 60%。印度 的 建 议 一 经 提 出 就 遭 到 日 本、韩 国、澳 大 利 亚

和东盟 10 国的反对，认为此议无视亚太地区价值链贸易的现实，将人为隔

断成员国之间的经贸 联 系。由 于 严 格 的 原 产 地 规 则 遭 到 多 国 反 对，印 度 在

ＲCEP 郑州谈判 和 北 京 部 长 级 会 间 会 磋 商 中，并 未 将 其 列 为 自 己 的 核 心 议

题，体现出印度立场的灵活性。

但在关涉到产业发展和服务出口的核心议题上，印度态度更加强硬，要求

各方满足其所有诉求。第 27 轮谈判前，面对东盟 “进一步取消关税，开放市

场”的要求，印度代表表示 “尽管印度将尽最大努力加快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

他成员国的谈判，但也不能忽视本国制造业的利益”。在中印双边磋商中，印度

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两国在 90% 以上的区间内实现差别关税的提议，声称不

会在 75%以上的水平对中国做出让步。来中国参加 ＲCEP 会议前，印度商工部

部长戈亚尔分别在孟买和新德里与多个行业出口促进委员会举行会议，了解工

程、汽车、化工、制药、皮革、农业、海洋和食品加工、乳制品、铜、锌、铝、

纺织品、宝石等行业在 ＲCEP 框架内承受的压力和未来风险，并就印度参与谈判

的立场征求他们的意见，各行业代表担心国内市场遭受中国及其他成员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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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纷纷强烈要求商工部间本行业排除在免除清单之外，或要求印度直接退

出 ＲCEP。被行业利益绑架的印度代表团，立场更加坚定，甚至在看到妥协无望

的情况下，商工部长戈亚尔直接取消了原定北京参会的行程，改由商工部秘书

瓦德万代为参会。

北京部长级会间会及其间的双边磋商中，印度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谈判诚

意，更像是向各方表达本国的不满和诉求，要求各方予以满足。在各方参加

部长级会议上，印度政府断然拒绝了多数国家呼吁其削减 90% 的现有商品

关税的要求，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要其向工程产品、乳制品等特定产品

开放市场的提议。双边会谈中，印度向中国代表团表明了它对市场准入等问

题的担忧，指出 ＲCEP 协议应解决成员国之间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寻求在

糖、大米、药品、石榴、豆粕、秋葵、牛奶、乳制品，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

从中国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以缩小中印高达 6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① 并

对东盟、澳大利亚、日本等经济体提出服务市场的要求，印度希望各方在互

惠的基础上取消对技术工人临时流动的限制，放宽自然人跨境移动的规范，

免除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签证费，以为其大量训练有素的专业服务人员，如护

士、特许会计师和信息技术人员提供便捷的跨国流动通道，② 但 “自然人移

动”关涉到各国国家安全、劳动力就业等敏感问题，遭到日本、澳大利亚、

韩国和东盟国家的消解抵制，令印度十分不满。在北京磋商中，印度代表团

特别指出，各方在货物贸易领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免税方案，这令印度行业

难以承受，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做出的承诺却 “令人失望”。声称，“政府已

做出决定，除非中国及其他成员国满足其所有要求，包括服务贸易领域，特

别是放宽自然人流动方面，否 则 他 们 不 会 匆 忙 达 成 一 项 糟 糕 的 协 议”③。印

度在货物贸易，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坚持高关税保护; 服务贸易，尤其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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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miti Sen，“ＲCEP Negotiations India Lists out Demands before China for Market Access”，August 3，2019，

https: / /www. thehindubusinessline. com /economy / rcep － negotiations － india － lists － out － demand － before
－ china － for － market － access /article28805927. ece.
Subhayan Chakraborty， “India to Focus on Services Trade at ＲCEP Ministers Meet in Tokyo”，June 29，

2018，https: / /www. business － standard. com /article /economy － policy / india － to － focus － on － services －
trade － at － rcep － ministers － meet － in － tokyo － 118062700436_ 1. html.
Amiti Sen，“India may Say No to ＲCEP Pact If Its Demands on Services，Goods Are not Met”，August 3，

2019，https: / /www. thehindubusinessline. com /economy / india － may － say － no － to － rcep － pact － if － its
－ demands － on － services － goods － are － not － met /article28804967. ece.



人员流动方面坚持放松准入限制，构成了其参与 ＲCEP 谈判的核心立场，这

与各方追求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适度宽松的目标恰恰背道而驰，若

想在这南辕北辙的诉求中达成一致绝非易事。

(三) 未来印度参与 ＲCEP 的可能路径

2019 年，通过数轮谈判和磋商，印度的谈判立场已有所调整，推动 ＲCEP

在部分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在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上立场依旧，与各方要求相

差甚远。但在印度强硬的表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留下的交易空间和妥协的

余地。印度在其关注的两个核心议题上处于身份交错的状态，关税削减方面，

印度处于防守的位置，不愿对其他成员国，尤其是中国做出过多取消关税的承

诺，担心在外来商品的冲击之下，国内弱势行业遭受重大损失; 商务人员流动

方面，印度处于进攻方，希望在 ＲCEP 谈判中迫使其他国家制订有约束力的自然

人移动的条款，放松签证制度，实现专业技术人员在成员国间平稳、有序、自

由地流动。北京会谈中，印度充分表达了其对 “各方致力于削减关税，而漠视

服务壁垒，特别是限制技术人员流动的态度”的不满，提出 “除非各方满足其

所有要求，否则不会签署协议”。

从印度的表态中可以看出，其希望以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税削减为代

价，换取各方放松人员流动限制，开放服务业市场，以及中国协助印度解决贸

易失衡问题。在高标准削减关税的前提下，从利益的交换的视角进行分析，印

度、中国、其他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法达成利益匹配的不成立的交换关系。中

印之间存在着印度削减关税与中国开放服务业市场、解决贸易失衡的关系，中

国已表示愿意进一步放开对印度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协助印度解决贸易失

衡问题，但要求印度取消 90% 的商品关税，印度认为中国的措施不足以弥补印

度削减关税所带来的损失，所以二者之间无法达成对等交换; 而印度与其他成

员国之间存在着印度削减关税，其他成员国开放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关系，从印

度已签的自由贸易协议来看，印度基本可以达到对除中国以外成员国取消 90%

关税的目标，但各方则不愿在印度削减关税的同时大幅开放国内的服务业市场，

特别是放宽商务人员流动限制，这依然是一组不对等交换; 矛盾的关键点在于

印度希望以对中国的关税削减换取其他各方对印度服务市场的开放，而在这一

关系中其他国家的损失无法用中国的收益进行弥补，也是一组不对等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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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有两条: 一是中国降低对印度取消关税的要求，以弥补成

员国限制服务贸易的缺陷; 二是中国提升开放水平，以换取其他成员国放松服

务贸易，特别是人员流动的限制。

展望未来，印 度 参 与 ＲCEP 谈 判 存 在 四 种 可 能 路 径。一 是 继 续 参 与 谈

判，并作出有效的妥协和让步，最终实现结束谈判、达成协议的目标。但考

虑到印度对开放市场的担忧、对服务贸易限制的不满，以及错综复杂而又不

对等的交换关系，各方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印度的压力，迫使其做出让步; 或

各方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放宽人员流动限制，换取印度在关税削减方面的

让步; 亦或是降低对印度取消关税水平的要求，达成一个不太完美的协议。

二是抛开，或暂时抛开印度，推动 ＲCEP 谈判轻装上阵，快速达成协议，待

印度达到条件后再加入进来。这可能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但同时也是一条

最不可能实现的路径。此前，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已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这

一意愿，但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担心，离开印度，中国的力量更难以得到有

效制衡，未来亚太经济秩序将处于中国的掌控之下。多数国家还垂涎印度庞

大的国内市场，认为没有印度的 ＲCEP 也就失去了意义。三是印度担心在自

由贸易进程中自身利益受损，主动退出 ＲCEP，为各方推进谈判让开前行的

道路。印度国内多个行业和农业、奶业团体已多次呼吁印度退出谈判，避免

国内市场和相关行业遭受其他国家产品的冲击，但印度政府不为所动，多次

表明印度继续留在 ＲCEP 内的立场。印度清醒的知道，一旦脱离 ＲCEP 将彻

底被新一轮区域一体化进程抛弃，并且在亚太地区重建区域价值链中失去应

有的位置，必将遭受更大的投资贸易转移和利益受损的威胁。四是继续滞留

于 ＲCEP 谈判框架，利用各方急于达成协议的心理待价而沽，获取更有利的

投资贸易条款，否则拒绝签署协定。

通过对印度谈判立场和可能的路径选择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印度认为

当前各方的谈判立场和承诺不利于印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员国产品将

倾销国内市场，相关行业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 另一方面成员国开放国内服务

业市场有限，本国占优的服务业，特别是专业技术出口受到诸多限制，无法在

商品和服务之间形成对印度有利的利益平衡。在此种状况下，印度选择了 “拖”

字诀的第四条路径，利用大家急于求成的心理谋求更有利的协议条款。宁愿在

自己的搅局下，ＲCEP 谈判无限期拖下去，也不愿妥协让步达成 “槽糕”的协

·131·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2019 /4)



定; 或退出为其他各方让路。

可见，各方要想在 2019 年结束谈判困难重重，唯有各方对印度联合施压，

再次重演“要么妥协让步，要么开除走路”的戏码，迫使其与各方达成妥协，

促成协议的达成; 亦或各方对印度破除更大的利益诱惑，在满足其各项要求的

情况下达成一份不太完美的协议。中国也可以发挥自身经济体量和国内市场的

优势，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手法创造胁迫情形，威胁 2019 年要么结束谈判，要

么宣布 ＲCEP 破产，不能让谈判无限期拖延下去; 亦或申请加入 CPTPP，间接宣

告 ＲCEP 的失败，迫使各方强化对印度的压力，也使印度清醒地认识到再拖延下

去可能遭受亚太经济板块抛弃，以谋求尽快最终达成协议的良好结局。

六、小结

自 ＲCEP 开启以来，印度的谈判立场就犹疑不定，在免征关税的承诺中先后

给出了“三级免税体系”、“二级免税列表”和有偏差的减免关税的货物贸易出

价，大大背离了 ＲCEP 追求的现代、全面、高水平、互惠的经贸协定的目标，也

与各方产生严重分歧。特别是在 2018 年，当各方尽最大努力推进谈判，力争年

底达成共识之时，印度却给出了以“80%”为基数，上下浮动 “6%”的减税方

案，并拒绝妥协，最终导致当年结束谈判的愿望化为泡影，同时有力地证明了

印度已成为阻碍谈判顺利推进的 ＲCEP 之“钉”。

文章首先分析了印度加入 ＲCEP 谈判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人们

对印度加入谈判，及后期滞留于 ＲCEP 的疑问。研究发现，在世界贸易体系重构

和美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双重压力下，印度逐渐认识到唯有成为 ＲCEP 的一部

分，深度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依托贸易集团的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化

解压力，避免在新一轮贸易体系重构中被孤立、被边缘化。① 同时，印度考虑到

ＲCEP 将对区域内外国家产生的差别性影响———区域内国家经济受益、区域外国

家经济受损，加入谈判、滞留 ＲCEP 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考察了印度坚持强硬谈判立场的国内根源。通过考察印度国内产

业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状况，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印度参与区域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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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谈判立场的国内根源。印度政府一方面担心在 ＲCEP 框架下的关税削减

会诱发工业品涌入，摧毁刚刚兴起的 “印度制造”; 另一方面又对成员国限

制信息服务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移动心怀不满，认为相关条款限制了印度信

息服务能力的发挥。因此，不愿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大幅削

减关税，与各方希望尽快结束谈判的愿望形成巨大反差，逐渐成为 ＲCEP 达

成的最大障碍。

最后，探讨了近期印度谈判立场的变化，并大胆提出了其未来参与 ＲCEP 的

路径选择。发现经过 2019 年数轮谈判和磋商，印度的谈判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软化次要领域立场，推动谈判取得进步的同时，依旧保持其在核心议题上的

强硬，同时为未来谈判预留下交易的空间和妥协的余地。文章在考察分析印度

谈判立场演变及其内在原因基础上，大胆提出了其未来参与谈判的可能路径，

并指出印度对第四条路径更加偏爱，企图利用大家急于求成的心理谋求更有利

的协议条款。各方要想尽快达成协议，必须加大对印度施压或增加利益诱惑，

引导它做出实质性让步。

2019 年下半年将成为 ＲCEP 谈判的关键节点，各方正在为达成协议做最

后的努力。北京部长级会议上，各国部长一致同意，要保持积极谈判势头，

务实缩小和解决剩余 分 歧，实 现 2019 年 年 内 结 束 谈 判 的 目 标。中 方 表 示，

将一如既往尊重和支持东盟在谈判中的核心地位，愿与各成员一道，增强年

内结束谈判的信心，把强烈的政治意愿转化为推进谈判的积极行动，在市场

准入上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在规则谈判上尽量求同存异，通过先期成果引

领后续谈判进程，齐心协力推动谈判在年内顺利结束。近日，日本外相河野

太郎也表示，将继续与中国和韩国合作，争取在年底前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伯明翰也表达了，致力于和各

方努力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尽早解决遗留问题的愿望。泰国作为今年东盟主

席国宣布，将充分发挥东盟对 ＲCEP 的领导作用，决定增加谈判频度，在越

南谈判结束之后的 10 月、11 月举办两次部长级会议，以促进各方解决悬而

未决事项，加快谈判进度，为年底结束谈判添加动力。但考虑到印度的强硬

立场及其与各方的严重分歧，ＲCEP 谈判要想在 2019 年内达成协议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 责任编辑 冯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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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s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policy practic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
dian Ocean region to some extent. All those show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Ma-
jor strategic concerns in Indian Ocean，and has determination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in-
fluence in the region. Analysis of the US government＇s strategic concerns，operational
methods，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will not only help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US strategy towards Indian Ocean as a whole，but also help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the US Indian Ocean strategy on reg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Indo － Pacific Strategic Ｒeport，Indian Ocean
Strategy; Constraints

Indonesia＇s“Indo － Pacific”Concept: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s，Infulence and China＇s Ｒesponse

Wei Hong，Li Y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Indo － Pacific strategy ( or concep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
ty. In fact，Indonesia proposed its Indo － Pacific concept in 2013，and re － proposed
and promoted its Indo － Pacific concept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donesia＇s Indo － Pacific
concept aims to build an ecosystem of peace，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 － Pa-
cific region.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advancing both security and economic
goals; emphasizing positive cooperation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relying on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such as ASEAN and IOＲA. Indonesia hopes to
maintain its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reshape its identity as a
great power and expand its economic interests through Indo － Pacific concept. Indonesia
＇s Indo － Pacific concept provides a ballast for the current competition dynamics of big
powers in the indo － pacific region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SEAN＇s Outlook on the Indo － Pacific outlook. Indonesia＇s Indo － Pacific concept is
aimed at China，but i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defuse the strategic
pressure of Indo － Pacific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face of In-
donesia＇s Indo － Pacific concept，China needs to rely on existing mechanisms and key
countries in the Indo － Pacific region to advance together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security fields and jointly promote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order that is just and reasonable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Indonesia，Indo － Pacific，ASEAN，IOＲA，China

The Ｒeasons for India to Be an Obstacle of the
ＲCEP Negotiation and Its Ｒecent Change of Positions

Cao Guangwei，Chen Sifan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ＲCEP process，India ＇s ambivalence has bee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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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mbling block to the negotiations. First，the article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India＇s participation and delay in ＲCEP negoti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dealing with
the reform of the world trade system，easing the pressure of a trad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seeking economic benefits or avoiding economic losses. Next，this paper discus-
s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dia＇s position in the negotiation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Ind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finds that protecting the immature manufac-
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services are central elements of India＇s tough
negotiating stance. 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cent changes in India＇s negotiating
position，and finds that while India maintains a tough stance，it also reserves room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India was on a path to " delay for change" in
pursuit of better terms.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deal，the parties will have to push In-
dia to make substantial concessions，either through increased pressure or increased in-
centives.

Key Words: India，The ＲCEP Negotiations，The World Trade System，India －
China Bilateral Trade

The Ｒeasons for the Victory of Pakistan Tehreek － e － Insaf
in the 2018 Pakistan Ele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Li
Li Jie，Zhao Lei

Abstract: The 2018 election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
opment of Pakistan.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was unexpected. The grass － roots Paki-
stan Tehreek － e － Insaf won the election and successfully formed a government. It
broke the previous situation of two parties dominating politics of Pakista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Pakistan Tehreek － e － Insaf has built a
credible public image during the long political struggle. Taking street politics and social
media as the main platform to speak，anti － corru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issue in Pakistan by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framework consistent with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 of young people and resonating with the public. Because
of the hysteresis effect 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popular discontent with the status quo
and aspiration for a new Pakistan will influence Pakistani political ecology for a long
time.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victory of Pakistan Tehreek － e － Insaf in the e-
lection can not only clarify the reasons for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Pakistan，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Key Words: Pakistan，Pakistan Tehreek － e － Insaf，Political Mobilization Mech-
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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