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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为代表的巨型区域

贸易协定，通过制定高标准、宽范围的国际经贸规则，在深化区域一体化的同时，也使得原本的全球价

值链面临着重构。原产地规则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的基础规则，在新型贸易体系的推动下不断发展，TPP、
CPTPP、USMCA的原产地规则一脉相承，继承了“北美模式”下的原产地思路，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趋

势。而在中国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主导的RECP下，原产地规则更多地表现出了协调性与便利化，旨在促

进区域内经贸规则的优化与价值链的融合。中国作为RCEP的主要参与国，也是CPTPP多个成员国的主要

贸易伙伴，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面临复杂重叠的原产地规则的限制，乃至“毒丸条款”的威胁。在全球

价值链重构的当下，中国应当把握住原产地规则的发展新趋势，积极参与打造新型的国际贸易规则，推

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努力推动原产地规则在区域内的统一，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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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ant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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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ship (CPTPP) and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have deepened re-
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structured the original global value chain by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with high standards and wide scope. As an important basic rule of in-
ternational trade, rules of origin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 trade 
system. The rules of origin of TPP, CPTPP and USMCA carry on in the same line, inheriting the idea 
of origin under the “North American model”, showing the trend of trade protectionism. However, 
under the RECP l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ASEAN, rules of origin show more 
coordination and facilitation, aiming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 chain. As a major participant in RCEP and a major trading part-
ner of several CPTPP members, China will face the restrictions of complex and overlapping rules 
of origin and even the threat of “poison pill” in the future. At the mo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
construction, China should grasp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rules of origi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reating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
tem, strive to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of rules of origin in the region, and improve its competi-
tivenes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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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贸易全球化下生产体系的细分，全球价值链 1 的发展囊括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国际多边

经贸规则的发展则指导了全球资源的配置。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2，以及“美墨加三国协议”(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等贸易投资协定的相继落成，试图建立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导向的高标准贸易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规则举步维艰，相较之下，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3发展迅

速。在区域贸易规则建立的基础上，新型的多边经贸规则通过以货物、服务、金融交织而成的世界贸易

网络，融合而成了新型的多边贸易体系。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催生了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以取代原有的 WTO
规制。而原产地规则作为一国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型贸易规则的构建，以及全球价值链发

展的深化，原产地规则也亟须发展与完善。 

2. 区域贸易协定对价值链对影响 

21 世纪以来，随着亚洲范围内新型经济体的崛起与发展，美国逐渐在亚洲区域失去对于生产网络的

主导权[1]。美国退出 TPP 后日本接替其推动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的生效，通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来打破并

重构亚太价值链。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发起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Open Access

 

 

1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

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 
2后美国退出 TPP，原协定成员国继承该协议并进一步发展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CPTPP)”。 
3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者不同关税地区之间，为了消除成员间的各种贸易壁垒，

规范彼此之间贸易合作关系而缔结的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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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目的在于推动区域贸易的发展、规则水平提升、区内协定整

合，努力构建高质量、综合性和地缘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维护亚太价值链的发展。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CPTTP 与 RCEP 将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两大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将呈现出对立与竞争的局面，对

现有的亚太价值链乃至于全球价值链产生冲击与重构。因此，首先以 CPTPP 和 RECP 为例，分析其特征，

研究此类 RTA 将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2.1. 巨型化 

巨型贸易协定的发展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如 93 年成立的欧洲联盟(EU)和 92 年成立的北美自由贸

易协议(NAFTA)，以及近年来陆续签订的CPTPP、RCEP以及作为NAFTA继承者的美加墨协定(USMCA)，
系统性与全球性是此类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特征 4；它们所涵盖的成员有足够的数量以至于它们对贸易规

则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所实施的区域。彼得·德雷珀等以三大标准界定了巨型化，包括了参与协定的

经济体达到三个及以上，成员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或超过 25%，以及谈判议题不属于现 WTO 已

存在的规制 5。不同于欧盟发起时仅有西欧六国与北美贸易区的美墨加三国，已经签署的 CPTPP 和 RCEP
涵盖了亚太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其中不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经济体。具体而言，巨型 RTA 均由 10
个以上的经济体组成，囊括的经济体贸易总额均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1/4 及以上，涉及的谈判议题更多强

调边境后规则 6，体现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要求。 

2.2. 开拓性 

区域贸易协定的开拓性集中体现在了议题的广度与深度上。就广度而言，巨型 RTA 均增加了诸多与

边境后规则相关的远远超过当前 WTO 协议所含范围的新议题，拓宽了国内规则，以促进区内市场整合，

体现了国际经贸活动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更高要求。CTTPP 中有五分之一为新增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和国企问题等，增强市场准入规则。RCEP 则通过渐进的谈判方式推动议题深入，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开

放等议题。就深度而言，议题一方面要求国内做出相应改革，更多强调边境后规则，如 CTTPP 提出的严

格的劳工环境保护条款；另一方面反映了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要求，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发

展，如 CPTPP 注重价值链的分工与供应链的固化[2]，RCEP 则更加注重成员国协调发展，统一贸易规则。 

2.3. 交叉性 

CTPP 与 RCEP 在扩展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具有一定交叉性。同时两大巨型 RTA 在成员扩大方面

都具有开放性，就导致的成员出现高度重叠，同时参加 CPTPP 与 RCEP 的成员国就有七个，这使得同一

成员国面临错综复杂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因而，区域一体化这种交叉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

投资效率，增加了多重治理的成本[3]，“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显著。 

2.4. 排他性 

区域贸易协定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对非成员国利益的潜在损害和对国际新型经贸

规则话语权的争夺。首先是其损害了非成员国的正常贸易利益。如 CPTPP 虽然能为成员国带来经济效益，

但却会损害其他亚太地区非成员国的经济利益[4]。RCEP 能够有效整合亚太区域内的合作机制，驱动成

员国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对非成员国产生外部不经济效应[5]。其次是阻碍多边贸易发展。多边贸易体制的

 

 

4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16: Spillovers amid Weak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6, p. 
221.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2~3 页。 
6与投资、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条款可称为为“边境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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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导致各国家和地区通过贸易协定来赢得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话语权。CPTPP 旨在维护发达国家的利

益，重新主导世界经贸规则，重构全球价值链。而为了应对 CPTPP 的挑战，RCEP 注重规则和合作协调

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以此寻求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国际经贸话语权。 

3. 区域贸易协定下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点 

作为区域贸易协定重要组成部分的原产地规则，目前国际贸易框架下对原产地规则并没有进行统一

的规范，各个 RTA 也适用不同标准的原产地规则，其错综复杂、交叉重叠的现象严重阻碍了贸易自由化

的进程。事实上，各大经济体都希望通过参与 RTA 的谈判来整合区域内本国的贸易资源，更好地发挥贸

易优势以获取利益。相应的原产地规则也从最初的关税手段逐步转变成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价值链重组

升级的重要规则制度。 

3.1. 从多边到诸边到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最早出现在 1947 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之中，随着近年来原产地规则更多的作为贸易壁

垒的形式出现，其对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阻碍越发明显。在 WTO 规则谈判乌拉圭回合的过程中，各国

提出了建立 一个统一规范的原产地规则，以消除其作为非关税措施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谈判中，

美国、欧共体、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提交了对于原产地规则改革的议案，GATT 以此为蓝本拟定了《原

产地规则协定》，此协定主要目的在于协调各经济体目前的原产地规则，尽早制定国际通行标准，但由

于世界贸易形式在之后在发展中不断呈现出复杂化与多边化的状态，原本的原产地规则无法调和主要国

家与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因此 WTO 框架下的原产地规则至今仍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 
相比较而言，诸边贸易体制下的原产地规则发展更为活跃。早期成立的 EU 和 NAFTA，都对成员国

之间贸易规定了相对详细的原产地规则协定。而近年来随着 TPP、欧加自贸协定(CETA)、美韩自贸协定

(FTA)等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的迅速发展，国际经贸新规则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原产地规则在此种背景

下也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3.2. “北美模式”下原产地规则的演进 

从 TPP 到 USMCA，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原产地规则在其牵头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不断发展，其

主要特点便是通过制定高标准的原产地规则体系，保护区域内成员国的经贸发展，同时排除非成员国经

济利益。归纳 TPP 下的原产地规则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是承袭了北美区域贸易协定模式。以“纱后原则”7为代表的严格原产地规则，为区域内的成员国

提供了优惠的贸易待遇，但是损害了非成员国的贸易公平性与参与性。其原产地规则与美墨加协定下的

原产地规则类似，都是由北美自由贸易区时期的相关贸易规则演变而来。 
二是充满区域内贸易保护主义。譬如 USMCA 原产地规则中的“劳工价值成分”包括了“保证相当

部分的生产发生在美国与加拿大的高工资地区，保证关键零部件生产回归到北美”[6]的意图。TPP 中的

区域价值成分和累积规则等都鼓励在成员国内部实现贸易的循环发展，保护区域内的贸易利益。 
三是条约适用冲突的加剧。各国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考量都会对原产地规则做出不同的适用，此

类区别对待的差异化适用会造成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USMCA 第 32 条规定：“任何一方成员国与非市

场经济国家签订协议时，应以此双边协定代替现有的贸易协定，即退出现有的 RTA。”该“毒丸条款”
8屡次作为原产地规则适用的前提，将会极大地加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其歧视性的条款目的也

 

 

7“纱后原则”即除了纤维可以原产自非 RTA 成员方，其余的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环节，包括纱线生产过程、织布、印染、裁剪、

缝纫等工序都必须在 RTA 成员方境内完成才能获得原产地资格，进而享受 RTA 内部的优惠待遇。 
8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这是某种毒丸。”“毒丸条款”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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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3.3. RCEP 原产地规则的特点 

为应对 CPTPP 原产地规则带来的挑战，由中国和东盟国家主导的 RCEP 在制定原产地规则时更加注

重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发展，鼓励 RCEP 内部发展更为细化的产业链分工，从而推动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发

展，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其具体包含来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鼓励成员国内部细化价值分工体系。东盟与中日韩澳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在规模上不存在巨大

的差距，在原产地规则进一步规范与实施之后，跨国公司会更加考虑根据各成员国或地区的生产禀赋和

税收政策，细化各个生产环节，并将其匹配到最合适的成员国。这样的分工不仅能够扩大成员之间的贸

易，还降低了成本。 
第二，累积原则深化区域内的产业链价值链。累积规则中规定的商品价值成分可以在协议缔约方内

进行区域累积，协定的便利将惠及各个国家的大部分生产环节，增加产业价值链布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整合域内资源，极大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化，推动区域内贸易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三，促进产业链的互补与升级。RCEP 成员国之间在资本、技术、劳动力等领域具有高度的互补

性，通过对原产地规则等标准的逐步统一，各缔约方得以在货物、投资和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与合作，

放宽市场准入规则，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以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和价值链的发展。 

4. 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 

随着各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与落实，原产地规则带来的区域保护也会对区域范围内的价值链产生

影响。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4.1. 全球价值链产生以及变动的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之下，商品的生产环节也逐渐由单一国家逐步分散到各个参与国际贸易的

国家与地区。企业将商品的生产、销售、回收扩展到全世界，进而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建立产、供、销

企业和客户间的价值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7]。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平衡，造成了各

方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的职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4.2. 价值链的发展对原产地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 

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是价值链不断重构的内在动因，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无法与全球价值链脱钩[8]。
而原产地规则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准则，其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指引了国际贸易新秩序的订立。 

区域贸易协定下的原产地规则是不统一的，这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也是不相适应的，与此同时

也给各巨型 RTA 留下了争夺国际贸易话语权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同时加入了多个区域贸易协定，那么

不同协定间原产地规则的差别与冲突会严重影响一国的正常贸易活动。在贸易多边化、自由化发展的今

天，各层面上原产地规则的不统一并不利于资本要素在全球市场内寻得有效的配置，价值链的深入发展

迫切地需要各经济体之间原产地规则标准的统一。 

4.3. 区域贸易协定下原产地规则对价值链的影响 

首先原产地规则将打破原有的区域价值链。以原产地规则对亚太地区价值链的影响为例，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价值链链条跨国分布不断明显，区域生产网络不断深化，亚太地区诸多发展中国家在价

值链中的作用与地位不断凸显。作为 CPTPP 前身的 TPP，美国政府在建立之初便希望通过严格的原产地

规则，改变亚太地区既有价值链的格局，从而弱化亚太地区原有的价值链参与国的竞争力，以期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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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市场进行重新调整，这也是美国退出后日本、澳大利亚等签约国继续积极推进 CPTPP 生效的重要

原因之一。以“纱以后”规则为例，中国是全球纺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

齐全的国家，包括纱线面料、服装等。“纱以后”的严苛原产地规则将使我国在内的非缔约方无法继续

维持在原有价值链上的位置，人为割裂分工格局[9]，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弱化来包括中国在内的非

成员国原有来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力，倒逼其重新调整其产业布局，以此来打破原有的价值链格局。 
其次原产地规则将对区域价值链进行重构。CPTPP 的原产地规则在肢解原有价值链之后，试图以其

严格的约束力来消除区域内原本存在的多个贸易协定所产生的重叠效益，强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范性，

并在内部进行产业链的整合从而形成贸易协定成员国内部的价值链。 
总之，在“北美模式”下的原产地规则，以其高标准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力深化来区域一体化的程

度，削弱来原有价值链中各国的竞争力，割裂开来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换言之，原产地

规则通过整合和规制成员国之间的经贸活动，推动成员国经贸活动便利化，促进成员国区域价值链形成，

维护成员国整体利益，提升在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达到重构区域内原有价值链的目的[10]。 

5. 我国直面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对策 

原产地规则对于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模式”

的区域贸易协定，其原产地规则的制定透露出排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隐患。我国在多重区域贸易协

定的影响下，更应当直面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原产地规则变化带来的挑战。 

5.1.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 

近年来，美国从多方面阻挠 WTO 的改革，并且主导并推动多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尝试所谓美

国优先的价值链与贸易规则。中国是 WTO 发展的主要受益国同时也是努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多边

化的主要参与国。现阶段的 WTO 改革面临着诸多困境，我们一是应积极参与，积极发声，积极沟通，

及时了解各方的意向，就新规则的达成、发展中国家的待遇等主要议题拿出中国方案，争取多边体系下

的贸易话语权。二是坚定的反对歧视性条款，坚决抵制新型贸易体系构建中的孤立化与边缘化行为。参

与和制定一套适用于多边贸易的原产地规则并非一件易事，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应秉承着开放公平

但态度，从现有的主要区域经济体适用的原产地规则中选取较为成熟的范本进行推广，例如将 RCEP 中

现有的原产地规则进行全球化的推广，也存在一定的接受难题。虽然多边原产地规则的统一过程任重道，

但并不影响我们在区域范围内，努力打造统一的，适合我国目前发展水平的原产地规则。 

5.2. 积极推动多边经贸规则的发展 

WTO 的相关规则从由提出到确定的过程中，也是遵循了由诸边规则逐步向多变规则推进的发展路径

[11]。如今经济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所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严重割裂了世界

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多边经贸体系面临困境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发挥诸边与多变的谈判优势，灵活运

用世界贸易新规则，掌握世界贸易体系制定的主动权。利用好 RCEP、中日韩 FTA、中欧投资协定等贸

易、投资资源，密切关注原产地规则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发展新情况，摸索适合自身发展现状的原产

地规则成熟模式，推动多边经贸的改革与发展。应对“毒丸条款”等歧视性贸易壁垒，可考虑在参与的

区域贸易协定中灵活运用保留条款：如协议国以其他贸易协定规定的原产地规则影响中国与之的贸易往

来，则中国可采取相关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如采取更为严格的原产地规则[12]。 

5.3. 深入研究各种具体商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制定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有利的原产地规则 

CPTPP 相关条款的特征在于，对于不同商品，甚至是相近税目的不同商品，也制定了完全不同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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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规则。中国当前的自贸协定中对不同商品的原产地规则分类相对粗放，客观上限制了这一规则在降

低中国贸易成本中的积极作用。建议针对重点商品，在深入研究各种具体商品价值链分工基础上，制定

更为详细的原产地规则。 

6. 结语 

全球价值链是世界经济循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能够在财富和利

益的分配中掌握主动权，全世界的贸易竞争在此基础上也逐渐演变为了价值链核心规则的竞争。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之下，贸易保护主义也愈演愈烈。原产地规则既可以作为促进贸易，深化

价值链合作的贸易规则，也可能成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原产地规则的碎片化是阻碍亚洲经贸合

作发展的主要原因，亚太价值链的重构需要原产地规则的进一步统一。 
随着 RCEP 与中欧投资协定的陆续签署，我国在原产地规则方面的谈判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我们

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为长期内的国际经贸创造稳定良好的环境，在区域一体化加速的进程下，

加强区域内的国际贸易影响力，争夺全球贸易新规则之下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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