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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主导、亚太地区12国参与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具有雄心、全面、高
标准、平衡的区域贸易协定，意在引领21世纪的国际经贸规则。TPP成员国贸易总额约占世界的25%，
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约占世界的40%，将对世界与中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欲分析这一协定对中国产
生的战略与经济影响，需要先深入了解这一协定本身的内容。本书将以经济分析为主，首次全面深入
权威地剖析TPP文本，使社会各界了解这一协定的具体内容。
本书的适用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商界人士、高校师生以及其他愿意了解TPP相关知识的人群。既可作
研究文献，也可作为一般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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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宇燕，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以下简称“国际贸易室”）拥有国内一流、
世界知名的国际贸易研究团队。国际贸易室的7位专职研究人员均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包括2名研究
员、4名副研究员、1名助理研究员。国际贸易室主要聚焦于国际贸易领域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具体包
括全球贸易治理、国际经贸规则、贸易结构转型、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前沿理论、贸易形势分析等
。国际贸易室每年均在国内外权威经济学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包括《经济研究》、《世界经济》
、《经济学》（季刊）、《ChinaEconomicReview》、《WorldEconomy》等。同时，国际贸易室也积
极参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的课题研究、政策咨询等工作，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参为党中央国务
院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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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直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较为关注，拿来一看。IPE学者写的文本分析，有些凑字数的成分，和法学
也有些风格不同。姑且读之为一篇水文提供一些资料。
2、亚马逊
3、初步了解了TPP对我国利益的影响。很高的标准，我们应该以这个标准为目标，倒逼国内
4、许多参考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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