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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的
“贸易转移”效应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王　晓　德

　　2005 年将要建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 FTAA) ,

囊括了西半球除古巴之外的所有国家 ,这是一个

对区内外国家来说前景都看好的巨大市场。根据

2001 年的统计数字 ,中国与西半球国家的贸易总

额为 1 028. 2 亿美元 ,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20. 2 % ,其中出口额为 658. 78 亿美元 ,进口额为

369. 43 亿美元。然而 ,这些数字在该地区国家分

布是很不平衡的。美国是中国向西半球出口的主

要市场 ,占中国向该地区出口总额的近 83 % ;对

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出口额仅占 17 %左右 ,而且大

部分又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 (加拿大占中国向西

半球总出口额的 5 % ,巴拿马占 1. 9 % ,巴西占 2.

1 % ,墨西哥占 2. 7 % ,智利占 1. 2 %强 ,阿根廷占

不到 1 %) 。当然 ,中国向上述国家的出口额会因

年份不同而有所变化 ,但基本分布不会有太大的

改变。中国出口商品只要维持或不断扩大在美国

市场上的占有份额 ,中国对西半球地区的出口贸

易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 ,如果能够扩大在拉美

地区的市场份额 ,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就会有一

个广阔的发展前景。美洲贸易自由化会给西半球

地区贸易带来活力 ,但却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外

国家在发展与 FTAA 国家贸易关系时面对更为激

烈的竞争。如果中国缺乏切实可行的战略 ,FTAA

很可能对中国向西半球国家出口带来“贸易转移”

效应。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 ,在美国

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从 1990 年的不到 1 %上升为

2001 年 4. 7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是机

电、玩具、家具、鞋类、纺织品、金属制品、光学仪器

和医疗仪器、钟表、皮革、箱包、塑料、橡胶制品、化

工产品、车辆运输设备等。这些商品物美价廉 ,适

应了美国人的消费需要 ,在美国市场上具有很强

的竞争力。如果不存在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 ,这

种增长速度在未来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事实上 ,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 90 年代已经历了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 (NAFTA) 的冲击 ,未来又面临着 FTAA

的挑战。在 NAFTA 签署之前 ,中墨两国出口商品

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各具优势。墨西哥有

的制度安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 ,发挥社会

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的积极

作用。(参见拙作“智利的社会救助制度”,载《拉

丁美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其他拉美国家也越

来越重视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积极采取

措施扶助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 ,以缓解贫困 ,缩小

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值得指出的是 ,社会救助体系是针对社会中

的贫困人群建立的 ,因此 ,如何准确地确定贫困群

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保险有缴费条

件作为制约机制 ,而社会救助则主要靠家庭经济

情况调查来确定谁可以得到救助。因此 ,如何建

立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救助对象的资格认定方

法、制约机制和管理方式 ,防止道德障碍和欺诈行

为 ,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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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地理之便 ,但中国商品在价格上略胜一筹。以

纺织品为例 ,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的份

额长期居于首位 ,但 NAFTA 运行后 ,墨西哥纺织

品进入美国市场获得了关税优惠 ,在美国市场上

自然比其他国家同类商品更具有竞争力。因此 ,

墨西哥的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扶摇直上 ,1998 年

取代中国。中国与墨西哥在美国市场上形成竞争

的其他商品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冲击。

NAFTA 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消极作用 ,但影响还不是太大。一是墨西哥

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商品构成与中国的还是有所

区别。如中国的机电、玩具、家具、鞋类、皮革等出

口商品并不是墨西哥出口的长项 ,而墨西哥的汽

车零部件、电视、咖啡、食品等商品 ,中国也很难与

之形成竞争。二是就墨西哥而言 ,NAFTA 使其商

品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 ,但与此同时却对区外国

家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贸易转移”效应 ,这种效应

不光影响中国 ,而且对在美国市场上与墨西哥商

品形成竞争的所有其他区外国家 (包括许多拉美

国家) 都受到影响。也就是说 ,在美国市场上 ,当

一种商品的“贸易转移”效应不是由一国而是由多

国所承担时 ,对一国来说 ,其作用往往不是很大或

者很明显。所以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继续呈上升

态势 ,纺织品依然是出口美国市场的主要商品。

FTAA 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可能要比 NAFTA 大得

多。拉美国家之所以愿意与美国开始建立自由贸

易区的谈判 ,与墨西哥当初愿意进行 NAFTA 谈判

一样 ,希望其商品能够在美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

地。可以预料 ,FTAA 运行后 ,美洲国家之间将会

在许多商品上实行自由贸易 ,由于无关税障碍 ,拉

美国家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商品比现在更具有竞

争力。拉美国家总体上与中国发展水平不相上

下 ,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初级商品依

然占有相当比例 ,许多商品会对中国的市场占有

构成威胁 ,如化工产品、皮革、纸张、灯具、鞋类、玩

具等可能会失去优势。因为如果把拉美地区看作

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的工业门类应该说是比较齐

全的。也就是说 ,中国目前任何一种在美国市场

上具有优势的商品将会面对着拉美国家同类商品

的竞争。当 30 余个国家通过 FTAA 在美国市场

上分享“贸易创造”效应时 ,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

国 ,从“贸易转移”效应中遭受的损失比起 NAFTA

来 ,可能会更大或更明显。

90 年代以后 ,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额除

1998 年和 1999 年略微下降外 ,其余年份呈现较快

的增长速度 ,10 年间提高了 4. 5 倍 ,不过绝对数

字还是相当低的 ,2001 年贸易总额为 149139 亿美

元。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出口额从 1990 年的 6. 63

亿美元上升到 2001 年的 82. 37 亿美元 ,市场占有

率从 0. 6 %上升为 2. 4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出

口额尽管增长了 12 倍多 ,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市

场占有率 ,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拉美地区来说 ,在其

进口贸易中很难说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即使是

这样一种非常低的占有率 ,在未来也面临着比较

严峻的形势。FTAA 运行后 ,整个美洲地区将在内

部形成一个比现在贸易流动更为自由的大环境 ,

美国和加拿大的出口商品将会以比 FTAA 之外国

家更有利的条件占领拉美市场。北美国家具有竞

争优势商品的进入 ,一方面对区外国家在拉美市

场上的占有率带来冲击 ,另一方面拉美地区具有

比较优势的商品很快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并将

借着自由贸易提供的优越条件 ,很快会在拉美国

家相互之间的市场上显示出强劲的咄咄逼人之

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中国出口到这一地区的

商品所面临的不利境况将是可想而知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 ,FTAA 的运行将会导致西半

球市场发生明显的变化 ,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

也会由此而受到影响。离 FTAA 运行还有 3 年左

右的时间 ,在此期间 ,中国政府或相关机构应该有

目的地对美国市场进行研究 ,搞清楚中国在该市

场的商品与其他国家 ,尤其是与拉美国家同类商

品相比 ,究竟有多大的竞争力 ;然后进一步了解拉

美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商品构成有多少种与中国

出口商品重合 ,如果拉美商品享受免税待遇 ,中国

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同类商品能否与之竞争并在竞

争中能否维持或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最后是找出

问题 ,对症下药。此外 ,要对美国各项贸易法规进

行深入研究。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比较健全的国

家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由法律条款一锤定音。

美国经常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等无端理由对中国

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如对中国

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中国如对美国贸易法了如

指掌 ,就可将这些随意违法操作的行为诉诸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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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中国到境外开展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和企业的情况来看 ,普遍存在投资风险大和资金

不足的问题。有不少项目虽然有较好的发展前

途 ,但由于资金不足 ,扩大发展缺乏后劲。因此 ,

中国政府应研究采取鼓励和保障那些“走出去”的

重点公司和企业的办法 ,例如通过专门的银行和

保险公司提供比较优惠的出口 (投资)信贷或信用

保险。

4. 加强指导、协调和管理

同欧美市场相比 ,拉美国家情况更加复杂 ,市

场准入的难度更大 ,贸易做法也各不相同。对于

中国的一些中小公司和企业 ,还存在一个语言问

题。为了保证中拉贸易更加有效、有序地健康发

展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有关公司和企业的具体

指导、协调和管理。

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和中拉贸易的快速发

展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将来只能在大政方针和国

别政策等方面对公司和企业进行宏观指导 ,而现

有的行业商会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也不可能把工

作做得更细更深 ,它们对从事拉美经贸事务的公

司和企业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

大量具体、过细的工作需要有一个更直接、更专门

的中介机构来完成。

笔者认为 ,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中国拉丁美

洲工商会”这样的机构 ,它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协同贸促会和其他兄弟商会一起工作 ,更好地

落实市场多元化、以质取胜、科技兴贸和“走出去”

等战略。它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向从事对

拉美经济贸易的公司和企业提供最快最好的

服务。

(责任编辑 　雁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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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已经成为 WTO 成员 ,还可向 WTO 有关

机构提出申诉。中国如果借助法律使美国不敢轻

易在对华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的行为 ,以此保证

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公平待遇 ,这样就会

在不改变商品本身情况下提高商品的竞争力。中

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往来尽管不是很理想 ,但也

存在着发展的空间。首先 ,中国与拉美许多国家

都有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的愿望。中国国内市场

潜力非常大 ,从 1980 年到 2001 年中国的进口总

额从 200. 2 亿美元上升到 2 436. 1 亿美元 ,增长了

11 倍多。尽管拉美地区人口比中国少 2. 6 倍 ,但

进口商品市场容量却比中国高 2 倍。中国和拉美

国家都在进一步开放市场 ,也都把扩大在国际市

场上的占有率作为未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关

键。拉美地区幅员辽阔 ,资源丰富 ,十几年的改革

开放使这一地区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拉

美国家为了吸引外资 ,给了外资企业许多优惠的

条件。中国的许多企业经济实力雄厚 ,只要得到

政府在资金上的支持 ,完全有条件从事跨国经营

活动。中国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

验 ,到拉美地区实施资源性开发投资项目尽管为

数还不是很多 ,但的确是促进中拉双边贸易的一

个发展方向。

FTAA 现在正处于谈判之中 ,它建成后对中国

在西半球的贸易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尚有待于实

践的检验。对中国来说 ,发展与西半球国家的经

贸关系对未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但又回避不了 FTAA 带来西半球市场的重

大变动。因此 ,在 FTAA 运行前的几年内 ,中国应

该在一种切实可行的战略指导下采取积极的行

动 ,以充分的准备迎接美洲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

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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