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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 ,以双边 FTA为主要形式的各种

区域贸易安排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激增 ,成为全世界各国谋求对外经贸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本文从中国参与

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的现状入手 ,分析了中国参与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继

而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参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应当采取的对策 ,以及如何利用这一趋势对经济的

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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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由于 W TO多哈回合在农业谈判、非农市场准入和工业品关税

方面迟迟不能达成一致 ,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双边 FTA等多种

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目前 ,中国已签署或正在谈判中的全

面 FTA有 12个 ,涉及 29个国家和地区。全面 FTA一般包含货物

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投资协定 ,以及涉及劳务交换与知识产

权等方面的补充协定。中国今年与智利签订了服务贸易协定 ,与

新西兰和新加坡签订了全面协定。仍在谈判中的包括中国与海湾

地区、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和地区的 FTA。

1. 1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与东盟成员国和其他亚洲

国家分别开展的经济合作

中国启动自由贸易区 ,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是从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的。2001年 11月 ,中国正式提出组建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2年 11月 ,在文莱召开的第 5次 10 +

1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协议 ,一致同意今后 10年内建立中国 —东盟

FTA,会议正式签署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与东盟

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谈判从此开始 ,并迅速展开了区域建

设的谈判 ,焦点主要集中在例外产品清单和关税减让幅度等一些

技术问题上。

1. 2　东北亚经济合作

2003年 10月 7日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

会晤 ,并发表了三国间第一个联合宣言 ———《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

联合宣言 》。至今中日韩之间合作仍停留在官方磋商阶段 ,并没有

形成制度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 ,将促使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以及东盟与东

北亚“10 + 3”合作迈出新的步伐。

1. 3　中国经济圈

2003年 6月 29日 ,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 CEPA ,其主要内

容包括内地与港、澳逐步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各项措施。CEPA 迈出了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第

一步。

1. 4　中国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 —智利自贸区谈判是在 2004 年 11 月亚太经合组织

(A PEC)领导人会议期间 ,由胡锦涛主席与拉戈斯总统共同宣布启

动的。2005年 11月 18日 ,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智利外长瓦

尔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韩国釜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标志着历时一年谈判的“中

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最终签订 ,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中第一个和

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1. 5　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008年 4月 6日 ,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到

中国 ,并于 7日签署了中新全面自由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

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可以成为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建厂的起始

目的地。三是强化产业链合作关系。企业、协会、政府应积极打造

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 ,发挥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协同作用。

2. 2　苦练内功 ,客观应对人民币升值

一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

产业竞争力。坚持以优势产业为依托 ,以市场为导向 ,在保持传统

产品出口优势的同时 ,大力推进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

产品和拥有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二是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

把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作为应对汇率变

动的重要途径。三是加快海外转移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实施多元

化出口战略。坚持市场多元化发展战略 ,深度拓展美国、欧盟、日

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 ,巩固扩大东南亚、俄罗斯等传统国家市

场 ,积极开发南美、非洲、中东等新兴国家市场。四是利用金融工

具和缩短结汇周期 ,规避汇率风险。采用多币种结算、押汇等方式

转嫁汇率风险 ;适当采用外汇远期买卖、套期保值等手段锁定汇率

风险 ;并可通过适当的美元贷款 ,来降低利息支出和汇差损失。

2. 3　节能降耗 ,切实降低生产成本

一是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发展。在加快改造提升纺织等传统

产业的同时 ,积极发展能耗低、污染少、效益高的新兴产业。二是

推进技术和管理创新 ,做好企业节能的文章。切实增强“节能降耗

就是降低成本 ”的意识 ,上马节能项目、开发节能技术、加强节能管

理 ,用企业的小音符呼应着国家的“主旋律 ”,努力做到增产不增

能、扩建不扩能、增效靠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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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

诸多领域 ,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

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具有标志性意

义 ,被看成是中国外贸的一个里程碑。

2　积极参与 A PEC等经济集团化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 1　有利于中国市场机制的形成及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在 A PEC成员中 ,主要的贸易伙伴多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如美、日 ) ,他们的市场体系已经很完善 ,制度建设也较健全 ,代表

了当今世界发展方向的主力。加强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

作 ,能够使我们及时了解国际经济规则的变化和国际产业发展的

方向 ,从而明确国内改革的目标 ,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同

时 ,积极参与 A PEC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 ,可以加快中国市场

的对外开放进程 ,使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成为世界经济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2　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参与 A PEC能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条件。一方面 ,改

革开放使我国的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有些部

门和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 ,如家电、自行

车、纺织品等 ,急需开拓海外市场 ,但是国外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使

得我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遇到困境。另一方面 ,我国企

业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产品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 ,需要从国外

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体制 ,从国外引进资金和人

才 ,即需要与外国跨国公司合作。积极参与 A PEC等经济集团化组

织内的经济技术合作 ,加速实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过程 ,就为中国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3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将使国内市场和企业受到冲击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在考虑到经济集团化带来的机遇时 ,我

们也应注意到其给中国带来的威胁。在经济集团化组织中 ,发达

成员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程度已经很高 ,实现自由化的目标难度

小 ;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国内市场开放较晚 ,自由化程度低 ,

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意味着向发达成员开放市场 ,这必然会给

发展中成员的国内经济带来冲击。例如我国服务业由于种类少 ,

服务标准、服务质量都存在这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部门存在着

行政性垄断现状 ,严重削弱了服务业的竞争力 ,而发达国家在这方

面的绝对优势将直接威胁我国企业 ,特别是那些敏感的企业 ,如邮

电、通讯、金融等 ;对于那些起步较晚的幼稚企业 ,由于它们尚处在

培育孵化期 ,还不具备与外资竞争的能力 ,也易受到外资冲击。

3　中国的应对之策

3. 1　以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积极推动“10 + 3”合作

由于我国与东盟的合作进展顺利 ,原定于 2010年初步建成的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或许有望提前实现。然而 ,根据薛敬孝、张

伯伟的研究 ,在东亚各种区域经济合作中 ,“10 + 3”的合作对我国

最为有利 ,而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只是我们的次优选择 [1 ] (如表

3所示 )。单凭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力量仍无法与欧盟和北

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 ,如果东盟与中、日、韩 ,也即“10 + 3”能够组

成自由贸易区或更紧密的东亚共同体 ( East A sia Comm unity) ,则足

可对抗欧盟、北美并与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东盟十国与中日

韩三国内部经济联系紧密 ,相互依存度高 ,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

了可能。此外 ,从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来看 ,东亚尤其是东

盟与中、日、韩也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以求共赢。

表 3　东盟、中、日、韩之间各种 FTA组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单位 : % )

FTA
GD P
变动

出口
变动

进口
变动

贸易平衡
(亿美元 )

贸易
条件

EV
(亿美元 )

中国 +东盟 2. 40 48. 08 51. 99 　42. 10 - 2. 87 　74. 00

日本 +东盟 1. 49 19. 45 25. 08 - 70. 15 - 8. 79 - 186. 52

韩国 +东盟 1. 61 24. 29 28. 87 - 34. 67 - 7. 37 - 208. 52

中国 +韩国 1. 76 34. 11 27. 89 　8. 09 - 3. 57 - 15. 76

日本 +韩国 1. 47 21. 17 25. 72 - 42. 44 - 7. 41 - 222. 61

中国 +日本 3. 34 77. 14 78. 48 173. 67 　0. 00 　293. 64

中国 +日本 +韩国 3. 83 89. 46 91. 73 185. 91 　0. 26 　349. 36

中日韩 +东盟 4. 27 102. 76 106. 44 186. 35 　1. 62 　452. 02

　　资料来源 :转引自薛敬孝、张伯伟 :《东亚经贸合作安排 :给予可计算一

般均衡模型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 , 2004年第六期。

　　3. 2　合纵连横 ,积极发展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合作以及跨洲合作

市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其重要性正日益上升 ,而我国拥有庞

大的现实和潜在市场 ,这正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及其谈判最

有分量的砝码。东亚作为整个亚洲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无疑应作

为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立足点和根据地。但在当前“10 + 3”

合作及更大范围的东亚合作推进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把砝码

都压在东亚 ,而应继续采取“以竞促协 ”策略 ,合纵连横 ,积极寻求

与亚洲其他国家及跨洲合作 ,以此争取我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动

地位及更大的回旋余地。

3. 3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整合本国市场 ,争取我国应

有的区域合作利益

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 ,不能忽视我国自

身市场的整合。我国拥有 13亿人口 ,超过 3亿美元 ( 2007年 ,比上

年同比增长 11. 4% )的国内生产总值 ,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和大经

济体。世界大跨国公司之所以大量进驻我国 ,其他国家之所以迫

切希望与我国开展经济合作 ,很大程度上看中的正是我国庞大的

市场。这也正是我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最为重要的砝码。

但是 ,我国自身的区域和市场整合远没有到位 ,地区壁垒、行

业壁垒大量存在 ,严重影响市场的统一及要素流动 ;各地区产业结

构雷同、城市功能大同小异 ,严重影响资源的利用效率 ;水平转移

支付机制缺乏 ,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 ,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的进一步

扩大。所有这些 ,究其深层原因 ,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仍不完善。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对自身市场进行整合 ,势必影响

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讨价还价的能力 ,进而影响我国在区域经

济集团化组织中利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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