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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申请加入CPTPP打的什么算盘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宏达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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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国向

新西兰（协定保存方）提交正式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 关 系 协 定》（CPTPP）的 申

请。6 天后，中国台湾地区于 9

月 22 日提交正式加入申请，引

发全球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任 宏 达 研

究员。

CPTPP 是一项涉及商品、

服务、投资等诸多领域的自由

贸 易 协 定（FTA）。 它 起 源 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退出后，由日本积

极推动并于 2018 年 12 月底生效，目前含有 11 个创始成员

方，涉及 5 亿多人口，贸易总量占全球的 15%，市场规模蔚为

可观。

“对于中国台湾地区申请加入 CPTPP，中国表达了一贯

立场，即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地区进行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任宏

达说，台湾地区加入 CPTPP 存在经济问题法律化、法律问

题政治化的逻辑悖论，亟待梳理与澄清。

民进党当局在对外经贸关系拓展毫无建树的情况下申

请加入 CPTPP，实际上包含三方面企图。

一是碰瓷。蔡英文在 2016 年任职演说中就提到要积极

参加 TPP、RCEP 等多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民进

党当局声称为加入 CPTPP 已做了 5 年准备，现在反被大陆

捷足先登。一旦岛内有人质疑民进党当局工作拖沓，便可

以立刻抛出大陆急迫加入是为阻止台湾地区加入的言论，

转移视线。

二是作秀。台湾地区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民进

党当局固然了解自绝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后果，却依然枉

顾经济规律，妄言与大陆经济“脱钩”，以“莱猪”“核食”换取

其他经济体的口惠。民进党当局对于加入 CPTPP 的可能

性和前提条件心知肚明，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只是故作

姿态。

三是促独。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民进党当局可以把

台湾地区无法加入 CPTPP 归结为大陆“打压”。民进党当

局这种自欺欺人的表演是企图进一步激化两岸民众的矛

盾，使民心渐行渐远。

任宏达认为，民进党当局的脑筋完全没有用在解决经

济难题之上，而是试图将经济问题法律化，最终在形式上转

化为台湾地区加入 CPTPP 的问题。

从 CPTPP 的规则出发，申请加入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或

单独关税区，台方欲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申

请加入 CPTPP。“加入的依据和程序究竟如何，这是一个法

律问题，其核心在于台湾地区对外签署经贸类协议时的缔

约权问题。”任宏达说。

自 1971 年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后，

“一个中国”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在此格局下，台湾地区涉外关系基本上被纳入一个

非国家的框架之内，大多数情况下，台湾地区不得不以民间

的名义对外签约，务实地处理多双边经贸关系。台湾地区

也使用“官方”名义对外缔结经贸协议，“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即为重要主体形式之一。

法理上，单独关税区参与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仍然取决

于其主权国家的授权。而中国对此的态度是一贯的，即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地区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

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这一原则性立场在

实施的过程中是富有弹性的，取决于两岸关系的稳定和两

岸政治的互信。历史上，台湾地区在申请加入 WTO 和与新

西兰、新加坡分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情况下，均获得过大

陆的授权。

此次台湾地区以单独关税区名义申请加入 CPTPP，不

论是从法理还是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均应首先获得大陆

授权。但是，民进党当局显然未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此类

申请，大陆明确不予授权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其他缔约方

也应维护联大决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与台湾地区商

谈有关加入事宜，而不是与民进党当局一道，将这一法律问

题政治化、闹剧化。

任宏达表示，中国一贯积极践行自由贸易，坚定支持多

边贸易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

增进全球民众福祉。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团体裹挟

民意，把“台独”行径伪装成自由贸易。民进党当局愚弄台

湾民众，把不法行为甩锅大陆，挟洋自重，把民众福祉化为

一己私利，只能自食恶果。

“时代精神耀香江”之大国建造主

题 展 近 日 在 香 港 举 行 ，一 大 批 反 映 国

家悠久建筑历史和当代建筑领域发展

成 就 的 照 片 、视 频 及 模 型 在 港 展 出 。

对 于 香 港 市 民 来 说 ，这 是 一 场 豪 华 的

建 筑 艺 术 盛 宴 ，也 是 一 堂 生 动 的 爱 国

主义教育课。

从大国建造主题展里，香港同胞看

到的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伟大祖国，

是勤劳智慧、创意丰富的中华民族。作

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香港同胞与有荣

焉。这种历史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为香港的繁荣发展提供最深沉、最持久

的精神力量。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反中

乱港势力的抹黑歪曲，导致一些港人对

国家的建设成就认知不足。内地的标志

性工程项目也被一些人扣上技术落后、

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帽子。此次展会

上介绍的空中造楼机、大型盾构机、新型

环保材料等，以事实击碎了这些谣言。

内地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和日新月异的

城乡面貌，增强了港人加快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的紧迫感。

作 为 国 家 的 特 别 行 政 区 ，香 港 是

“中国建造”的持份者和受益人。缓解

香港淡水短缺，国家建设了供港淡水管

道；助力香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央

安排援建了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

制中心；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了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身边的“中国建造”让香

港市民对“祖国好香港才更好”这句话

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体悟到国家有充分

的力量和手段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和

民生福祉。

香港面临严峻的住房问题，申请公屋的人数有 20 多万，当

前轮候需时近 6 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建房造屋、修路架桥

的任务繁重，基建进展缓慢。“中国建造”的速度令港人看到了早

日上楼的曙光。

“中国够劲！”“中国加油！”“向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致以

崇高敬意！”香港市民在现场留言墙上激动地写下这样的字

句，抒发对中共中央的感怀钦佩，为祖国点赞喝彩。大国建造

展再一次刷新了港人对伟大祖国

复兴历程的观感，也为香港全面准

确落实“一国两制”、蹄疾步稳化解

深 层 次 民 生 问 题 注 入 了 强 大 正

能量。

近日，由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和中国建筑集团共

同举办的“时代精神耀香江”之大国建造系列活动，在香港引

发热烈反响。

展现“绝新奇智”

大 国 建 造 主 题 展 以 珍 贵 的 历 史 照 片 、丰 富 的 建 造 模

型、不凡的发展历程、多媒体视频影像及互动体验为主要

内容，汇聚中国建筑发展成就，集中展现大国建造之“绝、

新、奇、智”。

水立方、鸟巢、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一个个

超级工程拔地而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巨变

和腾飞。中国建设者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天地之间书

写建造奇迹的精神之光，赋予了建筑鲜明的时代内涵和精神

象征。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只用 10 天左右时间即建成⋯⋯“‘中国

建造’奇迹的背后，是中华儿女不畏艰辛、敢为人先的奋斗精

神。相信广大观众能从中看到祖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

创新能力，感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香港中联

办副主任卢新宁表示。

“没想到祖国有这么多伟大的建筑，我和姐姐都想成为

设计师。”10 月 25 日，香港青少年建筑绘画大赛评选结果揭

晓，来自弘立书院的苗斯涵前来参观，并代替姐姐领回了大

奖。主题展展厅里，7 岁的苗斯涵指着一幅名为《青春正当

时，扬帆向未来——鸟瞰大湾区》的画作告诉记者，妈妈在内

地工作，自己在香港出生，放假经常到北京游玩，“这上面的

五星红旗是我和姐姐一起画的。”

在德信学校就读的叶璟康也于当天捧回了自己的奖

杯。他说：“我从小就很喜欢我国古建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

名工程师，建造一座博物馆。”

“大国巨匠”进校园

10 月 25 日下午，香港大学陆佑堂，楼上楼下坐满了观

众 。 香 港 学 子 们“ 追 星 ”的 对 象 是 一 位 头 发 斑 白 的 长

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集团首席专家肖绪文。

作为大国建造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首场“大国建造筑梦

未来”校园报告会以《中国建造探索与实践》为题，拉开了

序幕。

“全球前 10 座高层建筑，中国占有 7 个。”肖绪文说，一系

列超级工程巍然屹立，见证了“中国建造”的飞速发展，开拓

了“中国建造”的发展道路，映射出“为国家担责、为人民造

福、为世界建造”的初心、信心与雄心。

“施工装备现代化技术已成为助力‘中国建造’的高端利

器。”肖绪文举例说，在大型吊车方面，三一重工 SCC40000A

吊车最大起重 4000 吨，最大起重力矩 90000 吨米，是全球最

大的 4000 吨履带起重机。在地下施工装备方面，国产最大

直径盾构机“京华号”直径达 16.07 米，设备整机长 150 米，总

重量 4300 吨。

从机场到高铁站，再到桥梁、隧道、文化场馆、体育场

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肖绪文旁征博引，与现场学子分

享了一系列“中国建造”的故事。

“未来，城乡与生态建设升级、烟大海底隧道等超级工程

的规划与实施，对‘中国建造’提出更高要求，也创造了广阔

的创新创业机遇，‘中国建造’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报告结

尾，肖绪文向在场学子发出邀约，“期待港大师生积极投入香

港繁荣与内地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

创作人生的壮丽诗篇。”

听完报告，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王珏兴奋不已。她

回忆，小时候从南通到上海要乘坐轮渡，后来有了一座斜拉

索大桥。“现在如果乘坐高铁去上海，一小时左右就到了，‘中

国建造’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多便利。”

和 王 珏 一 样 颇 有 感 触 的 ，还 有 香 港 大 学 建 设 项 目 管

理专业研究生王彬威。“以前就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超

级工程’，这次听了肖院士的介绍，内心更加感到骄傲自

豪 ！”王 彬 威 表 示 ，未 来 希 望 有 机 会 参 与“ 超 级 工 程 ”的

建设。

祖国是坚强后盾

10 月 27 日，大国建造——香港重大民生工程走访活动

进行至第三站：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2020 年 7 月，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肆虐，连续多

天单日新增病例破百。面对几近饱和的医治承载力，香港

特区政府向中央请求支援。危急时刻，中央支援香港抗疫

的三大项目迅速启动，由中国建筑国际承建一座香港临时

医院。

“在亚博馆旁一片 3.2 公顷的土地上兴建全新临时医院，

4 个月内完成建造。”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临时医院项

目提出的建设要求。一般情况下，在香港兴建同等规模的医

院需要三到四年时间。“这不是一个常规项目，而是一场与时

间赛跑的战斗，更是一项崇高使命。”中建国际医疗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毅说。

中国建筑国际暂停了生产线上的大量其他项目以支援

香港防疫，高峰期驻厂生产工人总数超 2500 人。7×24 小时

无间断设计与施工，采用智慧建造技术，全力以赴推进香港

临时医院建设，流程缩短至不到 4 个月。

“这是全球首家全 MiC（组装合成建筑法）负压隔离病

房传染病医院。”张毅告诉记者，医院主要接收 16 岁至 65 岁、

轻至中度病情的新冠肺炎患者。当时虽然称“临时医院”，但

实际上按照香港永久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可抵御 10 号飓风，

排水系统能满足 50 年一遇洪水的要求。

这座临时医院之后更名为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随着该医院的正式启用，香港公立医院一线负压病房

数增加 75%，公立医院核酸测试能力提升 10%—15%，有效缓

解了香港隔离病床供应压力。“医院的顺利完工，对香港抗疫

及经济恢复贡献重大。祖国在任何时候都是香港最坚强的

后盾。”张毅动情地说。

参观者在大国建造主题展展厅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香港市民在大国建造主题展

上体验榫卯结构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佳怡摄

香港市民在大国建造主题展上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张佳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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