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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全球的热点问题之一, 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也加大了与其他国家和

经济组织合作的力度。文章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情况, 并提出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利用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

机遇以壮大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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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

个主要特点。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大,各国、各地区经济资

源配置不断突破国界限制,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的配置方

式和配置效率,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

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更高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全

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

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越来越

多的国家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通过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寻

求扩大经济合作,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一、区域经济合作简介

当前,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对我国而

言,深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不仅是加强与周边国家互利合

作、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更是带动沿边地区

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在传统上,区域经济合作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

者经济体基于地缘关系的一种经济合作,比如人们所熟悉的北

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等; 但是到了今天,世界上的区域经济合作

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地缘的范畴, 出现了很多跨

区域的经济合作, 像这样一种情况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比如

中国和智利签订的中智自贸区协定,以及美韩自贸区协定。

总体来说,区域经济合作大体上分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以

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 这种区域贸易安

排是紧密的、有约束性的, 它是指有关国家和地区通过签署协

定,在WTO 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大幅开放市场,当

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像中国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签署的

自贸协定以及内地与港澳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都属于

这种形式。第二种形式相对是松散型的, 是区域经济合作论

坛。主要代表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亚欧会议( ASEM)、

东盟和中日韩( 10+ 3)机制等, 这些合作机制通常是非约束性

的,它的合作内容通常是政策对话、贸易促进和信息交流为

主。第三种形式从地缘来说, 范围相对小一些, 是次区域经济

合作, 指区域一定范围内相邻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像云

南省和广西自治区参与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泛北部

湾合作等。这类合作主要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来

促进小的区域范围内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情况

中国 1991 年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 这是中国参

加的第一个区域经济论坛, 也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开

端。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了!曼谷协定∀ , 现在更名为!亚太贸
易协定∀ ,这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安排。2003 年签署

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 CEPA) , 这是中央政府

与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的经贸安排, 从性质上说,它也是一种

自由贸易安排。我国签署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贸协定是

2004 年 11 月与东盟十国签署的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其

他一些正在商谈中。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

首先,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参加的范围较为广泛。

比如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
排∀及补充协议,跟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签署自贸协定; 跟海

湾 6 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等进行自贸谈判; 跟

印度、韩国、秘鲁开展自贸研究; 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

议、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和中日韩 ( 10+ 3)、东亚峰会等多个区

域经济论坛; 推动了包括很多周边邻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大图们江合作开发等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

其次,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除贸易自由化也就是市场

开放外等内容外, 还包括经济贸易政策对话、贸易投资便利化

和经济技术合作。

再次,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 既有中央的大力推动, 也

有地方的积极参与。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席区域性峰会, 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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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做出重要指示。比如 2002 年 11 月, 朱镕

基总理在柬埔寨举行的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与东盟领

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亲自

启动了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 对整个东亚的经

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4 年 11 月 18 日,

胡锦涛主席亲自宣布启动中国- 智利自贸区谈判, 一年后的

同一天,又见证了中智自贸协定的签署。2006 年 10 月 30 日,

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中国- 东盟峰会, 就 10+ 1 自贸区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积极主张。国务院各部委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

了区域经济合作论坛和自贸区建设。各地方政府, 尤其是沿

边各省区政府也参与了次区域经济合作, 例如, 云南、广西参

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新疆参与了中亚区域合作, 吉

林、内蒙古参与了大图们江开发合作。

最后,也应看到, 与其他大的经济体相比 , 中国参与自贸

区时间还不长, 谈成的还不多, 还没有涉及世界上主要经济

体,这需要我们从抓住历史性机遇和改革开放两个大局来进

行谋划。

四、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内升温分析

现在世界上的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升温, 最主要有两个原

因,第一, 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竞争

压力的迫使之下,各主要贸易方作出的政策选择。第二, 区域

经济合作有两个主要特征,或者说两个经济效应: 贸易创造和

贸易转移。这两个因素是各方不断投入到区域经济合作里的

重要原因。因为根据规则, 区域贸易安排的成员国必须相互

提供超越WT O最惠国待遇的优惠待遇。比如在 WTO 成员

之间相互提供的关税待遇都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就是最惠

国税率。但是在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提供的关税待遇,

通常都是零关税待遇, 明显要好于 WT O 的待遇。因此, 这样

一种更优惠的待遇会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产生贸易创造效益,

会创造很多新的贸易机会。但与此同时, 我们对区域外的国

家或者贸易伙伴提供的是一种相对比较差的待遇, 也就是说

对他们形成了一种贸易歧视,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贸易转移, 就

是有一部分贸易会从区外转移到区内, 这样对区外的经济体

形成了一种歧视, 这是比较负面的一些影响。这两种效应共

同作用就会形成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谁就受益。

以墨西哥为例,北美自贸区建立后, 墨西哥出口有了大幅

增长,从 1996 年的世界排名第 21 位跃升至 2005 年的第 13

位,取代日本成为对美第二大出口国,取代中国成为对美纺织

品第一大出口国。贸易转移的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比如在北

美自贸协定生效后的最初 3 年, 墨西哥男衬衣对美出口增长

122 9% ,中国减少 38 1% ;墨西哥运动服增长 769 7% , 中国

减少 33 8%。

五、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利用区域经济合作带来

的机遇

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以后, 因为双方的市场准

入条件都得到了大幅改善, 贸易、投资环境更加规范、更加透

明,所以对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进行贸易和投资肯定是有好处

的。但在实践中,也需要我们的区域经济合作企业充分利用

这些好处和优惠条件,才能够真正抓住机遇, 才能产生真正的

积极效应。

第一、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及时掌握有关区域经济合作谈

判信息。

各地政府和企业要多留意商务部发布的有关区域经济合

作的谈判信息, 以及财政部、海关总署年初和年中颁布的关税

税则, 里面有∃协定税率%一栏,这也反映了区域合作谈判的结

果, 政府和企业应该注意研究和利用这样一个结果, 才能有助

于他们的产品出口, 有助于他们选择投资伙伴。

第二、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注意及时领取优惠原产地证书

优惠原产地证书就是产品在进出口过程中享受优惠待遇

的证明。企业需要了解申请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的程序和规

定, 主动申领证书,这样才能够享受零关税这些优惠。

第三、中国政府和企业应留意区域合作协议达成后对方

政策体制的改善, 比如海关、质检、投资环境等。

第四、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利用区域合作协议达成后所提

供的机遇∃ 走出去%。

根据通常惯例, 区域合作协议伙伴之间除了减少和消除

货物贸易壁垒以外, 还会减少和消除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

这样, 我们的企业就可以更自由、更便利地到合作伙伴的市场

去投资, 这些都是很好的机遇。

第五、应向区域合作伙伴学习。

国外的优势产品和服务进来后,竞争是增加了, 但只要我

们妥善应对, 就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

以东北三省为例, 东北三省毗邻俄罗斯、蒙古、朝鲜,与日

本、韩国隔海相望,东北亚区域是亚洲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区, 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上有非

常强的互补性, 因此, 在这一区域开展经济合作, 具备了很好

的基础。

现在, 这一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以图们江地区开发合作

为主, 涉及中国、俄罗斯、蒙古、朝鲜和韩国。中国的参与方主

要是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过我们多方努力, 目前大图

们江区域国家, 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衔接、跨境运输、跨境旅

游、跨境投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十多年的开

发合作, 图们江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延吉至

图们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 中国境内中、俄、韩陆海联运初步

形成, 珲春出口加工区、中俄互市贸易区建立, 口岸基础设施

明显改善。

总之,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区域经济一体

化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要参

加全球化, 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就要积极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

建设。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 应当通过中国进一步发展

和扩大在双边、区域和多边三个层次上的合作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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