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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竞争规则的多边主义导向 
——对 RCEP 竞争规则的评述和展望

摘   要： 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标志着多边主义的胜利。
国际经贸规则语境中区域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经历了从碎片化到能够促进多边
主义的演变过程。尊重各成员主权平等、对现行多边规则足够尊重、就具体制度进
行协调是当下多边主义概念的 3个要素。在缺乏多边规则的竞争领域，多边主义导
向表现为尊重多边层面的整体性安排、符合所有制中性、注重贸易的公平性与包容性。
RCEP 竞争规则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区域竞争规则的多边主义导向，呈现澳版竞争中立
要求的原始面貌。RCEP 竞争规则未来将扩大影响，具有发展为多边规则的潜质。我
们在与更高水平的 CPTPP 竞争规则对接时应最大程度囊括区域竞争规则的多边主义
导向，坚持所有制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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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 11 月 15 日，《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RCEP） 正 式 签 署， 成

为 人 口 最 多、 经 贸 规 模 最 大、 最 具 发 展 潜 力 的 自 贸 区， 被 视 为 自 由 贸 易 和 多 边 主 义

的胜利。RCEP 整合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多个“10+1”

自贸协定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5 国之间已有的多对伙伴关系，

其 成 员 与《 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CPTPP） 存 在 重 叠， 二 者 在 亚 太

地区形成交叉并立的态势。CPTPP 颇受争议的国有企业章节在 RCEP 中没有出现。

中国已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一旦作出该决定，CPTPP 涉及的公平竞争问题

则无法回避。本文注意到 RCEP 竞争规则不以所有制而以企业行为界定相关概念（公

共机构）并判断市场的公平程度，这能否视为 RCEP 在公平竞争方面的立场？

RCEP 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势发展的产物。区域化曾在较长时间充满争议，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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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挑战了多边贸易体制，阻碍其发展完善。 ① RCEP 的成功签署被誉为多边主义的胜

利， 这 反 映 了 国 际 经 贸 规 则 的 沧 海 桑 田。 区 域 化 以 一 个 个“ 碎 片” 的 方 式 提 升 了 多

边 体 制 的 开 放 水 平， 从 贸 易 自 由 化 方 面 对 多 边 主 义 的 促 进 作 用 逐 渐 得 到 承 认。 区 域

自 由 化 只 要 尊 重 多 边 体 制 的 既 有 安 排， 就 被 认 为 是 符 合 多 边 主 义 的， 或 说 是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但 竞 争 领 域 不 存 在 多 边 层 面 的 安 排， 曾 进 行 的 协 调 竞 争 规 则 的 尝 试 因 各

国 竞 争 法 律 和 政 策 分 歧 太 大、 诉 求 不 一 而 受 挫。 美 欧 等 发 达 经 济 体 还 曾 在 区 域 层 面

协 调 竞 争 规 则， 产 生 了 CPTPP、USMCA 等 协 定 的 国 有 企 业 章 节， 但 这 些 规 则 以 竞

争 中 立 为 旗 号， 对 国 有 企 业 商 业 行 为 进 行 不 合 理 限 制， 构 成 对 公 有 制 国 家 的 歧 视，

与 多 边 主 义 的 含 义 相 去 甚 远。 竞 争 规 则 以 促 进 公 平 为 要 义， 其 目 标 定 位 与 倡 导 自 由

化 的 市 场 准 入 等 规 则 存 在 不 同。 竞 争 规 则 与 多 边 主 义 是 何 关 系？ 有 无 可 能 在 区 域 层

面协调竞争规则，使区域竞争规则呈现多边主义导向？

RCEP 诞生之前，国际社会尚不存在多边主义导向的区域竞争规则。RCEP 竞争

规 则 对 不 同 所 有 制 主 体 一 视 同 仁， 以 企 业 行 为 作 为 规 制 对 象， 这 与 其 他 区 域 协 定 的

竞争规则迥然不同。因此，RCEP 是探索区域竞争规则符合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在区

域 一 体 化 与 多 边 主 义 的 对 立 统 一 关 系 中 为 功 能 独 特 的 竞 争 规 则 解 决 身 份 难 题 的 绝 佳

素材。RCEP 文本发布不久，尚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度研究，本文力求弥补这一缺憾。

二、多边主义导向的内涵与外延
国 际 经 贸 领 域 对 区 域 化 协 定 的 认 识 经 历 了 从 挑 战 多 边 体 制、 阻 碍 其 发 展 到 提 升

规 则 水 平、 为 多 边 谈 判 奠 定 基 础 的 过 程。 基 本 符 合 现 行 多 边 体 制 的 区 域 自 由 化 措 施

被 认 为 是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这 对 在 缺 乏 多 边 规 则 的 竞 争 领 域 判 断 何 为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多边主义

GATT 的 前 身《 国 际 贸 易 组 织 宪 章》 涵 盖 领 域 广 泛， 包 含 建 设 国 际 经 贸 领 域 多

边 体 制 的 初 衷， 但 因 美 国 未 向 国 会 提 交 审 批 而 夭 折， 谈 判 期 间 临 时 达 成 的 GATT 得

到 适 用， 奠 定 了 国 际 贸 易 的 多 边 制 度 基 础。 约 翰· 鲁 杰 将 国 际 关 系 领 域 的 多 边 主 义

定 义 为 依 据 普 遍 行 为 的 原 则， 协 调 3 个 或 3 个 以 上 国 家 的 制 度 形 式， 在 行 为 方 式 上

表 现 为 对 国 际 公 认 的 行 为 准 则 和 规 制 的 尊 重 和 遵 守， 在 制 度 设 计 上 表 现 为 各 国 之 间

多元、平等、互利、合作和良性互动的安排。 ②顾名思义，多个主权国家享有平等地

位、都要遵守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在具体制度中相互协调是构成这一概念的三要素。

与此相对应，一国以强大实力为基础（侵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平等地位），采取违背国

① Baldwin, Richard, Freund, Caroline.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and 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R]. Chauffour Jean-Pierre, Maured, Jean-Christophe.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11.

② [美]约翰·鲁杰. 多边主义[M]. 苏长和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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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规则的行动（不遵照既有多边规则），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径直采取单方面措施 

（ 违 背 协 调 要 求）， 就 被 认 为 是 单 边 主 义 的。 三 要 素 中， 是 否 遵 照 现 行 有 效 的 规 则

是 多 边 主 义 在 国 际 规 则 层 面 的 表 现， 也 是 国 际 法 中 多 边 主 义 原 始、 狭 义、 影 响 深 远

的 含 义， 但 这 一 定 义 未 考 虑 或 者 说 不 予 考 虑 可 能 出 现 的 特 殊 状 态 或 紧 急 情 况， 使 其

难以适应波谲云诡的国际经贸交往现实。

WTO 吸取国际贸易组织（ITO）赋予少数国家特权导致夭折的教训，按照协商

一 致 的 共 识 进 行 决 策。 然 而， 恰 是 这 一 允 许 所 有 成 员 平 等 享 有 决 策 权 的 模 式 使 各 国

都可以阻挠多边制度的运行，导致 WTO 成立以来谈判进展缓慢，实质成果微乎其微，

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还出现僵局。在多边体制因多哈回合受挫止步不前时，

区域一体化却发展迅速。到 2012 年前后，绝大多数 WTO 成员国都至少成为一个区

域协定的缔约方。 ①以多边主义为初衷的制度设计为何走向困境？原始、狭义的多边

主 义 概 念 赋 予 了 多 边 制 度 太 理 想 化 的 使 命， 既 要 包 容 所 有 成 员 形 形 色 色 的 需 求， 又

要 维 持 制 度 在 多 边 层 面 的 运 行， 还 要 推 动 这 一 制 度 向 更 高 水 平 发 展， 三 者 同 时 实 现

似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同成员的发展速度不一，各成员不同时间的关切也是动态的，

这 3 项 任 务 还 存 在 天 然 的 内 部 矛 盾， 因 此， 狭 义 的 多 边 主 义 概 念 已 经 无 法 在 理 论 上

自洽，也无法满足国际经贸关系的动态现实需要。

区 域 化 在 造 成 不 同 区 域 的 规 则 适 用 不 一 致、 削 弱 多 边 体 制 整 体 性 的 同 时， 也 以

碎 片 的 形 式 在 区 域 内 领 先 多 边 体 制 减 少 市 场 准 入 壁 垒， 促 进 贸 易 自 由 化， 还 能 为 后

续的多边层面谈判奠定规则基础，甚至催生更高水平的多边规则。 ②伴随这一积极作

用 的 逐 渐 呈 现， 多 边 主 义 的 概 念 也 逐 渐 偏 离 其 原 始 状 态。 经 修 正 的 多 边 主 义 被 理 解

为 平 等 对 待 各 成 员， 并 对 现 行 规 则 保 持 一 定 的 尊 重； 但 不 排 斥 对 现 行 规 则 的 更 新、

调整和修改，只是启动改变的程序需要一定的共识。如果不顾其他成员的明确反对，

采取单方行为明目张胆地挑衅现行规则，仍被视为单边主义的，或至少是单边主义导

向的。根据 GATT 第 24 条，区域安排应更优惠，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对

内、对外都不应降低多边体制的开放程度。如果区域安排降低了 WTO 的开放程度（如

增加关税壁垒），实质违反 GATT 第 24 条的约束，也被视为单边主义。在区域内各

成员之间达成共识，以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为内容的区域规则是多边主义导向的，

这一论断已近乎不存在理论障碍。RCEP 以 15 个成员国的共识为基础，区域内货物

贸 易 最 终 零 关 税 产 品 数 整 体 上 将 超 过 90%， 服 务 贸 易 和 投 资 的 总 体 开 放 水 平 也 显 著

高于原有“10+1”自贸协定。因此，RCEP 符合当下国际经贸规则中多边主义的含义，

是多边主义导向的。

① C h e e w a t r a k o o l p o n g ,  K o r n k a r u n .  A r e  P r e f e r e n t i a l  T r a d e  A g r e e m e n t s  S t u m b l i n g  B l o c k s ? [ J ] .  T h e  S i n g a p o r e 
Economic Review,  2012,(57) .

② Emerson,Perta .  An Economic Integrat ion Agreement  on Services:  A Possible  Solut ion to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Impasse[J] .  Trade,  Law and Development ,  20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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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边主义导向在区域竞争规则中的表现

竞 争 规 则 旨 在 创 设 和 维 护 公 平 的 竞 争 环 境， 其 目 标 定 位 与 区 域 一 体 化 促 进 贸 易

自由化的整体目标存在结构性差异。竞争领域还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在 WTO 框架

下 协 调 竞 争 规 则 的 努 力 不 了 了 之 正 是 由 于 难 度 太 大。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尊 重 现 行 的 多 边

规 则 是 国 际 经 贸 规 则 中 多 边 主 义 的 重 要 判 断 依 据。 多 边 层 面 不 存 在 参 照 对 象，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能 否 成 为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就 成 了 一 个 看 似 无 解 的 难 题。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

如何确立这一标准。

首 先， 可 参 考 多 边 主 义 原 始 概 念 三 要 素 中 的 其 他 两 项。 尊 重 不 同 成 员 的 主 权 平

等地位，意味着协调竞争规则需要权衡谈判中各方的关切。成员需就具体制度进行协

调，意味着谈判面临困难时，需要各方作出适当妥协。区域化协调竞争规则的谈判中，

以实力为基础的强势规则输出和锱铢必较，是单边主义导向的。其次，竞争规则自身

的 特 点 及 竞 争 与 贸 易 规 则 的 关 系 对 于 判 断 何 为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也 具 有

重要价值。竞争规则旨在规范企业的反竞争行为，维持市场的有效运行，这一功能定

位与贸易规则的功能具备一定的互补性。一国的竞争规则较为完备，具备公平的市场

条件，能吸引外国投资，产生贸易自由化措施的效应。反之，一国的竞争规则不甚公平，

特定领域的法规或行政措施（许可要求等）对企业构成较大负担，即使削减贸易壁垒，

也 削 弱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长 效 收 益。 这 一 微 妙 的 联 系 表 明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是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重 要 内 容， 对 各 成 员 的 竞 争 规 则 进 行 必 要 的 协 调 安 排 是 贸 易 自 由 化 在 区 域 内 顺 利 推

行 的 保 障。 因 此， 整 体 上 符 合 多 边 体 制 贸 易 自 由 化 安 排 的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如 也 符 合

上述尊重各成员主权平等、能进行制度协调的两要素，就是多边主义导向的。

具 体 而 言， 尊 重 不 同 成 员 的 主 权 平 等 应 包 括 尊 重 各 国 的 制 度 和 发 展 模 式。 多 边

主义导向的竞争规则在所有制问题上立场应是中性的，不能区别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

业。 所 有 制 中 性 的 含 义 可 以 表 达 为“ 反 对 因 企 业 所 有 制 不 同 而 设 置 不 同 的 规 则， 反

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①多边主义导向的区域竞争规则对

不 同 所 有 制 的 企 业 一 视 同 仁， 也 能 对 不 同 的 经 济 制 度 平 等 对 待， 不 对 公 有 制 国 家 带

有偏见。要求不同成员就具体制度进行协调表现为注重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平衡，

对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的 成 员 持 包 容 性 态 度。 竞 争 领 域 的 公 平 性 和 包 容 性 主 要 关 系 到 发 展

议 题。 多 边 体 制 给 予 发 展 中 国 家 特 殊 与 差 别 待 遇 是 考 虑 到 这 些 国 家 在 国 际 贸 易 中 长

期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经 历 漫 长 谈 判 的 结 果， 在 国 际 社 会 已 存 在 一 定 共 识。 多 边 主 义 导

向的区域竞争规则不会动摇或削弱这一共识。

基 于 上 述 论 证， 本 文 试 图 界 定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的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在 区 域 范 围 内 创

设 和 维 持 公 平 竞 争 环 境 的 规 则， 整 体 上 符 合 现 行 多 边 体 制， 符 合 所 有 制 中 性， 注 重

① 国务院新闻办. 一文读懂——国资委：提出所有制中立 国企民企不存在谁进谁退问题[EB/OL]. 2018,财经网,http://finance.
qq.com/a/20181015/006505.htm.[2018-10-15］(20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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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公平性与包容性。这一阶段性定义与源自澳大利亚的竞争中立要求十分接近。

（三）竞争中立与多边主义导向的关联

竞 争 中 立 与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的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是 何 关 系？ 竞 争 中 立 最 初 是 澳 大 利 亚

的一项经济政策，出发点是消除国有企业在商业经营中的资源配置扭曲，在国内市场

创设公平竞争环境，这与区域竞争规则的目标定位近乎一致，具体要求主要包括：促

成国有企业公共服务与商业职能在财务上分离，杜绝“搭便车”的交叉补贴；拉平国

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起跑线；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垄断领域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实现“准

入前”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不享有公共权属带来的不公平优势。“同起跑线”

不 阻 止 国 有 企 业 凭 借 与“ 国 有” 无 关 的 规 模、 信 誉、 资 源 等 优 势 参 与 商 业 竞 争。 ① 

不享受额外的竞争优势表现为融资、偿债中立和规则一致，即国有企业不得因“国有”

免受卫生、财务、安全等强制性标准的规制。 ②各项措施关注的焦点是企业竞争行为

对竞争环境的影响，符合所有制中性的要求。澳版竞争中立符合上述多边主义导向，

具有发展为多边主义导向的区域竞争规则的潜质。

竞争中立被 CPTPP 和 USMCA 等区域自贸协定用作协调竞争规则的工具。然而，

这些协定的竞争规则却背离了拉平竞技场的初心，呈现出专门限制国有企业的意味。

表 面 来 看，CPTPP 和 USMCA 均 受 经 济 实 力 强 大 的 国 家 主 导，USMCA 的 谈 判 程 序

就出现了不友好的因素，在内容上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制度模式国家的差异，③没能尊

重各成员的主权平等。CPTPP 第 17 章和 USMCA 第 22 章均对非商业援助进行限制，

涵 盖 政 府 对 国 有 企 业 的 支 持 和 国 有 企 业 间 的 支 持， 这 将 使 得 国 有 金 融 机 构 向 国 有 企

业的正常融资行为受到限制。非商业援助以协调多边层面没有安排的竞争规则为名，

实质调整和修改了 WTO《反补贴协定》确立的红绿灯规则。这一修改将导致非区域

成员基于原多边体制享有的待遇受到实质的削弱，违反了 GATT 第 24 条，不符合多

边 主 义 导 向。 所 有 制 中 性 是 竞 争 中 立 的 生 命， 在 区 域 层 面 以 竞 争 中 立 要 求 为 工 具 协

调竞争规则，坚持所有制中性是符合多边主义导向的必要条件。

三、RCEP 竞争规则对多边主义导向的诠释
RCEP 竞争规则包括第 13 章“竞争”和其他章节中规范相应领域补贴和反竞争

实 践 的 内 容。 这 一 部 分 从 符 合 多 边 体 制 整 体 框 架、 所 有 制 中 性 与 竞 争 中 立、 贸 易 的

① 多起案例表明澳大利亚调查机关在严格要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法律面前平起平坐的同时，并不禁止国有企业凭借实力
与民争利，只要其优势与“国有”无关联。Commonweal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Swim School, Investigation No.2, 1999;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NBN Co, 
Investigation No.14, 2011.

② “澳大利亚邮政局”案中，澳大利亚邮政在海关清算程序中有更大自主权，这就构成了规则适用方面的额外竞争优势。
Commonweal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Customs Treatment of Australia Post, Investigation No.5,2000.

③ 越南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独特性在CPTPP竞争规则中几乎没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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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与发展议题 3 个维度分析 RCEP 竞争规则对多边主义导向的诠释。

（一）RCEP 竞争规则与多边体制的关系

RCEP 第 13 章第 1 条和第 3 条的前 3 款对竞争规则的目标和“针对反竞争行为

的 适 当 措 施” 的 规 定 首 先 体 现 了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第 1 条 规 定 RCEP 旨 在 促 进 竞 争，

提高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为目标，亦能便利缔约方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定位以

竞 争 规 则 与 其 他 领 域 规 则 的 关 系 切 入， 确 立 了 竞 争 规 则 需 要 符 合 多 边 体 制 整 体 目 标

这 一 定 位， 符 合 多 边 体 制 中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整 体 框 架。 第 3 条 的 前 3 款 规 定 缔 约 方 应

采 取 或 维 持 禁 止 反 竞 争 活 动 的 法 律 法 规， 并 相 应 执 行 此 类 法 律 法 规， 还 应 建 立 或 维

持 有 效 实 施 竞 争 法 律 法 规 的 主 管 机 关， 并 保 证 竞 争 执 法 的 决 策 独 立 性。 这 是 协 调 竞

争规则的具体要求，在各国竞争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在本国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才可能将竞争规则在区域层面协调，使之呈现多边主义导向。

RCEP 其他章节包含的一些竞争规则奠定了 RCEP 维持和尊重多边体制的基调。

如 第 2 章“ 货 物 贸 易 ” 第 13 条“ 农 业 出 口 补 贴 ”， 缔 约 方 重 申《2015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出口竞争的部长级决定》（WT/MIN(15)/45，WT/L/980）的内罗毕承诺，取

消 已 计 划 的 对 农 产 品 使 用 出 口 补 贴 的 权 利， 共 同 努 力 阻 止 这 类 补 贴 以 任 何 形 式 重 新

使 用。 这 一 条 文 对 多 边 层 面 就 农 业 补 贴 问 题 的 态 度 进 行 重 述， 要 求 RCEP 成 员 国 尊

重 多 边 层 面 的 既 有 安 排， 未 赋 予 新 内 容。 第 7 章“ 贸 易 救 济” 第 1 节“ 保 障 措 施”

第 2 条“ 过 渡 性 保 障 措 施 的 实 施” 规 定 在 削 减 或 取 消 关 税 造 成 严 重 损 害 时， 进 口 缔

约方在必需限度内可相应调整关税税率。这基本是对多边层面保障措施条文的复制，

RCEP 允 许 的 保 障 措 施 手 段、 限 度 均 未 超 出 WTO 的 范 围。 ① RCEP 维 护 公 平 竞 争 的

举措要求成员国遵守 WTO 贸易救济的相应规定，是多边主义导向的重要体现。

除竞争外，RCEP 还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高水平议题。多边体

制对于这些议题或没有安排，或安排的约束程度和范围较有限（如 TRIPS 的保护标

准）。区域安排如涉及这类问题，必然超出 WTO 的既有规则。第 8 章“服务贸易”

附件 2 第 6 条“竞争保障”要求缔约方采取合理措施，妥善阻止反竞争的交叉补贴、

使用从竞争对手处获取的信息达到反竞争效果等行为。第 11 章“知识产权”第 8 节

“不正当竞争”、第 54 条“有效防范不正当竞争”提到缔约方应依照《巴黎公约》

明 确 对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进 行 有 效 防 范。 第 12 章“ 电 子 商 务” 第 16 条 强 调“ 对 话”

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价值。RCEP 对反竞争行为在高水平领域中表现的规制主要在认识

和对话层面，将具体的策略留待日后谈判，这表达了对共识的高度重视。RCEP 试图

将这些规则推向更高水平，但措辞谨慎，没有为区域外的国家享受基于 WTO 的权利

带来负担。第 13 章第 8~9 条将竞争章节排除争端解决的适用，规定磋商作为解决纠

① WTO框架下的保障措施允许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增加额外负担，且可采用配额和数量限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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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方式，也是考虑成员国能力水平差距较大和竞争本身的复杂性作出的审慎选择。

第 18 章“机构条款”附件 1 赋予商务环境委员会监督竞争章节规则实施的职能，但

仍要求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开展工作。整体上，RCEP 的竞争规则以成员国的共识为基

础，尊重多边体制，又面向未来，具备多边主义导向的宏大格局。

（二）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立要求的表达

RCEP 第 13 章第 3 条第 4~5 款通过规范竞争规则的实施对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

立 进 行 了 较 为 完 整 的 诠 释。 第 4 款 规 定 缔 约 方 应 以 不 基 于 国 籍 歧 视 的 方 式 适 用 和 实

施 其 竞 争 法 律 和 法 规； 第 5 款 进 一 步 规 定 缔 约 方 对 全 部 从 事 商 业 活 动 的 实 体 适 用 竞

争 法 律 法 规， 不 考 虑 所 有 权， 任 何 排 除 或 豁 免 适 用 竞 争 法 都 应 透 明 且 基 于 公 共 政 策

或公共利益等理由。这两款内容互为补充，明确了“非歧视”作为竞争执法的前提，

“ 从 事 商 业 活 动 的 实 体” 的 表 述 以 行 为 界 定 主 体。 国 有 企 业 从 事 商 业 活 动 时 与 私 营

企业无差别地适用竞争法律法规，正是所有制中性的要义。

所有制中性在第 8 章“服务贸易”中体现得也十分明显。第 1 条“定义”第 15 项 

“ 行 使 政 府 职 权 时 提 供 的 服 务” 指 既 不 在 商 业 基 础 上、 也 不 与 一 个 或 多 个 服 务 提 供

者 竞 争 的 服 务， 将 企 业 行 为 的 商 业 属 性 和 竞 争 关 系 的 有 无 作 为 判 断 政 府 职 权 行 使 的

标准。第 17 条“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的措辞与 GATT 一致，第 4 款将缔约方授

权少数几个服务提供者、实质地阻止此类服务提供者在领土内竞争的情形也视为专营

服务提供者。这整体上弱化了所有权对企业承担何种义务的影响，凸显了所有制中性。

附件 1“金融服务”第 1 条“定义”第 5 项将“公共实体”界定为缔约方政府、中央

银行或货币当局，或缔约方拥有或控制的、主要为政府目的、执行政府职能的实体；

但 书 注 明 不 包 括 以 商 业 条 件 从 事 金 融 服 务 的 实 体， 但 包 括 行 使 通 常 由 中 央 银 行 或 货

币 管 理 机 关 行 使 职 能 的 私 营 实 体。 这 一 概 念 采 用 所 有 权 和 行 为 的 混 合 标 准，“ 不 包 

括……但包括”的设计更偏重行为。第 2 条“范围”规定“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

包 括 公 共 实 体 代 表 政 府 或 由 政 府 担 保 或 使 用 政 府 财 政 资 源 从 事 的 活 动， 将 成 员 允 许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者 从 事 这 类 活 动 与 公 共 实 体 或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者 竞 争 的 活 动 也 视 为 行 使

政府职权提供的服务。RCEP 偏重行为或职能，将控制权作为参考的界定标准，是对

公共机构曾引起争议的隐晦回应。 ①这一标准作了一些妥协，但对所有制中性的坚持

没有放松。

“竞争中立”在 RCEP 第 8 章第 13 条“普遍服务”中直接出现，在区域协定中

具 有 极 大 的 突 破 性。 该 条 规 定 缔 约 方 有 权 定 义 其 希 望 维 持 的 普 遍 服 务 的 义 务， 只 要

以 透 明、 非 歧 视、 竞 争 中 立 的 方 式 履 行， 不 超 出 定 义 此 类 服 务 所 必 需 的 负 担， 就 不

① 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的多起案例涉及Public Bodies的属性和地位,典型的如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Countervailing 
Duty Measur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Recourse to Article 21.5 of the DSU by China(US－Countervailing Duty 
Measures), WT/DS437/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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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视为反竞争的。如此表述很大程度上是试图为澳版原始竞争中立正名。USMCA

对竞争中立的变质诠释并未使用“竞争中立”的概念，RCEP 第 8 章第 13 条对普遍

服务的界定基本复制了澳版竞争中立，直接采用这一表达是宣布其含义的最佳方式。

“ 以 竞 争 中 立 的 方 式 履 行” 更 是 明 确 表 达 以 企 业 行 为 作 为 约 束 对 象， 间 接 重 申 了 所

有制中性。RCEP 竞争规则通过坚持所有制中性，实现对澳版原始竞争中立的回归。

（三）贸易公平性与发展议题的嵌入

RCEP 竞争章节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安排表达了在更大程度上促成贸易

秩序向实质公平发展的愿景。第 2 条“基本原则”第 2 款规定各缔约方拥有竞争立法

和执法的主权权利，同时也注意到缔约方在竞争法律和政策领域能力和水平的差异。

第 4~6 条 分 别 规 定 各 国 竞 争 主 管 机 关 就 竞 争 执 法 相 关 问 题 进 行 合 作 的 形 式、 合 作 中

的 信 息 保 密 要 求、 为 建 立 必 要 的 能 力 以 加 强 竞 争 政 策 制 定 和 竞 争 执 法 进 行 的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信 息 保 密 要 求 在 其 他 区 域 协 定 中 尚 未 见 到， 是 考 虑 不 同 成 员 国 发 展 状 况 的

差 异 以 及 一 些 国 家 对 信 息 主 权 问 题 的 敏 感 度 作 出 的 规 则 创 新， 这 一 谨 慎 的 规 定 顾 及

各 成 员 平 等 的 主 权 地 位 和 多 样 的 关 切。 第 6 条 对 技 术 合 作 和 能 力 建 设 的 规 定 考 虑 到

缔 约 方 资 源 的 可 获 得 性， 要 求 开 展 多 边 或 双 边 合 作， 建 设 必 要 的 能 力 以 增 强 竞 争 政

策 和 执 法 能 力 建 设。 这 一 条 在 文 义 上 称 符 合 共 同 利 益， 实 际 上 更 多 反 映 了 竞 争 政 策

和 法 律 体 系 不 甚 完 善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利 益。 竞 争 章 节 通 过 这 些 内 容 传 达 出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不 能 削 弱 多 边 体 制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权 利 的 关 注 和 重 视， 还 需 要 为 其 更 大 程 度 地 参 与

国 际 贸 易 提 供 必 要 条 件 这 一 含 义， 有 效 地 嵌 入 了 发 展 议 题， 诠 释 了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公平性和包容性。

四、有关 RCEP 竞争规则的展望和应对
RCEP 竞争规则诠释的多边主义导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备发展为真正意义上

的多边规则的潜质。将来中国如顺利加入 CPTPP，促成两个区域协定竞争规则的对 

接，真正的多边竞争规则可能从中诞生。

（一）RCEP 竞争规则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扩大影响 

RCEP 的影响力在区域自贸协定中无出其右。区域协定的影响力与其规模、成员

国的含金量、输出规则的质量具备高度的相关性。从规模上看，RCEP 已是全球最大

的区域协定，且当下对印度采取无条件复原政策，印度复原概率极大，其影响力将在

地理上扩散。从成员国看协定的含金量，中国、日本和韩国首次现身同一自贸框架下，

对 东 亚 经 济 一 体 化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这 将 显 著 优 化 东 亚 整 体 营 商 环 境， 极 大 地 降 低

各国企业交易的制度性成本。从规则的质量看，RCEP 实现了高质量和包容性的有机

统一，不仅大幅提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总体开放水平，还纳入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竞争等高水平议题。RCEP 整体上尊重多边体制的既有安排，在一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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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多边规则的水平，也符合循序渐进的规律。其谨慎的措辞和一些建设性模糊 ①

为成员国落实这些规则提供了相当的灵活度，不会对国内法律和政策造成过大压力。

RCEP 成功签署后，各成员对批准的态度都十分积极，可能不久的将来经成员国批准

而生效，进一步扩大、加深其影响。

RCEP 诞生于 WTO 改革处于十字路口、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单 边 主 义 和 保 护 主 义 交 叉 感 染 的 危 急 时 刻， 其 注 重 成 员 国 的 共 识， 模 糊 处 理 可 能 放

大 分 歧 的 敏 感 问 题， 维 护 贸 易 公 平 性 的 宏 大 格 局 具 有 强 烈 感 召 力。 国 际 社 会 对 竞 争

规 则 的 需 求 和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优 越 性 也 是 RCEP 竞 争 规 则 扩 大 影 响 的 原 因。 国 际 经

贸 领 域 迫 切 需 要 高 水 平 的 竞 争 规 则。 国 有 企 业 的 因 公 优 势 外 观、 承 担 公 共 服 务 职 能

的特殊使命，都使得为其正名成为一项世界性难题。②这一身份危机已波及公司治理、

国家所有人角色定位等问题， ③亟待有针对性的公平竞争规则出台。多边层面不存在

安 排， 区 域 层 面 的 竞 争 规 则 又 因 涉 嫌 所 有 制 歧 视 争 议 较 大。 所 有 制 中 性 的 RCEP 在

这一历史节点横空出世，恰好弥补缺位，发挥其价值。RCEP 竞争规则对发展议题十

分 重 视， 可 能 在 区 域 效 率 和 公 平 之 间 达 成 帕 累 托 最 优， 促 进 基 于 比 较 优 势 的 区 域 协

调均衡发展。RCEP 成员的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区域内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较

为齐全。成员间在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后，原产地规则、

海 关 程 序、 检 验 检 疫、 技 术 等 标 准 会 逐 步 整 合 趋 同， 区 域 内 消 费 市 场 将 扩 容 升 级，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将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RCEP 竞争规则的多边进阶潜质

RCEP 竞争规则尊重多边体制框架，又对未来的规则变更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具

备 向 多 边 规 则 发 展、 从 区 域 向 全 球“ 架 桥” 的 可 能。 区 域 一 体 化 成 果 能 为 开 拓 全 球

市场注入潜力和动力，从而呼吁更高水平、约束面更广的多边规则。RCEP 整合而成

的 东 亚 一 体 化 市 场 将 释 放 巨 大 潜 力， 成 为 新 时 期 中 国 扩 大 对 外 开 放 的 重 要 平 台。 承

认 区 域 内 各 成 员 的 比 较 优 势， 能“ 倒 逼 式” 增 强 中 国 在 关 键 新 兴 技 术 与 先 进 制 造 业

领 域 实 现 产 业 升 级 的 决 断 力 与 自 信， 使 中 国 产 业 更 充 分 地 参 与 竞 争， 推 动 加 快 形 成

国 内 大 循 环 为 主 体、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相 互 促 进 的 新 发 展 格 局。 这 一 巨 大 潜 力 将 使 全

球 市 场 更 为 迫 切 地 需 要 多 边 竞 争 规 则。 颇 具 说 服 力 的 是，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生 命 力 已

被其他协定关注并借鉴。在 RCEP 成功签署后不久，《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完 成 谈 判。CAI 文 本 第 一 部 分 第 2 条“ 定 义” 中“ 体 现 政 府 职 能 行 使 的 行 为” 被 界

定为既不以商业为基础，也不存在与一个或多个经营者竞争的行为，基本是对 RCEP

① 韩逸畴. 国际法中的“建设性模糊”研究[J]. 法商研究, 2015,(6).
② 王金存. 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③ World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Held by the Visible Hand-the Challenge of SOE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Emerging 

Markets[R]. 20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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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概 念 的 复 制。 中 欧 就 RCEP 竞 争 规 则 部 分 内 容 达 成 共 识， 一 定 程 度 上 证 明 了 弱

化 所 有 制 色 彩、 关 注 企 业 行 为 这 一 模 式 的 强 大 生 命 力， 同 时 中 欧 两 个 国 有 企 业 大 户

的影响力也可能进一步扩展竞争规则的多边主义导向的影响。

RCEP 竞争规则对所有制中性的坚持和对澳版原始竞争中立的回归还在相当程度

上 突 破 了 USMCA 毒 丸 条 款 对 中 国 产 业 的 规 锁， 其 竞 争 规 则 发 扬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同

时也侧面表达了所有制歧视的区域竞争规则的非法和不自洽性。RCEP 竞争规则诠释

的多边主义导向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已在诸多方面为加入 CPTPP 创造有利

条 件。CAI 竞 争 规 则 对 RCEP 一 些 内 容 的 重 申 更 为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的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提

振信心。不可否认，CPTPP 在包括竞争在内的各领域的高标准规则可能为中国带来

较 大 压 力， 其 中 国 有 企 业 章 节 蕴 含 的 变 质 竞 争 中 立 带 有 所 有 制 歧 视 色 彩。 中 国 在 与

CPTPP 更高水平竞争规则对接时，一些细节上的合理妥协是可预见的，这符合多边

主 义 的 协 调 要 求， 但 只 有 多 边 主 义 导 向 的 区 域 竞 争 规 则 才 具 有 发 展 为 多 边 制 度 的 可

能，因此对 RCEP 竞争规则诠释的多边主义导向不能放松，尤其需坚持所有制中性。

在 RCEP、CAI 的基础上，中国加入 CPTPP 时可力争实现对所有制非中性条款的保留，

借机推广区域竞争规则的多边主义导向，以期未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多边竞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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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ism Orientation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Rules: 
On RCEP Competition Rules

JING Ming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signing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CEP) led by 
ASEAN marks the victory of multilateralism. The effect of regionalization o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fragmentation to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The orientation of multilateralism in the 
sense of competition includes conforming to the WTO system as a whole, adherence to the neutrality of ownership, 
and advocating the parallel of fair trade and free trade. RCEP competition rules interprets the orientation of 
multilateralism appropriately, which presents the 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Australian competitive neutrality. In the 
future, RCEP will improve the level of its rules and expand the influence. When China interfaces with higher-level 
CPTPP competition rules,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neutrality of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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