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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年代

,

国际贸易发

生了新的变化
。

最突出

的是区域贸易和集团贸易的

产生和迅速发展
。

即将形成

的北美 自由贸易区受到各国

的关注
。

年一月 日
,

美

国和加拿大缔结的 《美加自

由贸易协定 》正式生效
,

开

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一

步
。

年 月 日
,

美国
、

加拿大
、

墨西哥三方宣布就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举行

会谈
,

以建立一个新的
、

世

界最大的 自由贸易区
。

一
、

建立北美自由贸易

区的条件 日臻成熟

建立 自由贸易区表明三

国已具备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

必要条件
。

美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是增加出 口
。

自 年

来
,

出 口 占美国经济增长的

以上
,

商品出口额由

年的 亿美元上升到 年

的 亿美元
,

增加了

以上
,

促进了制造业和各出

口部门的发展
。

投资也随着

贸易的增长而增长
。

年

美国的出 口增长是
,

对耐用品设备的投资就增长

了三倍
,

整个经济也得到发

展
。

所以美国迫切需要建立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王丽

‘卜厂七厂卜七厂尸七厂厂‘卜厂七厂﹄,厂尸厂仁厂厂

试谈即将形成的北美白口由贸易区

义 夕

北美自由贸易区
,

扩大其贸易市场
。

加拿大与美国长期保持良好的贸易伙伴关

系
。

年代末
,

美国从加拿大的进 口占其总进

口 的 而加拿大从美国的进 口占其总进 口

的
,

出 口 的 写是针对美国市场的
。

从经

济上和贸易上
,

加拿大对美国市场有着极大的

依赖性并渴望墨西哥能成为另一可靠的贸易伙
· ·

伴
。

墨西哥近几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

政府的预算赤字从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写锐减到 年的
。

通货膨胀也从

年的 降至 年的 左右
。

年墨西哥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

超过人 口增长的速度
。

墨西哥 自加入关贸总协

定组织以来
,

对进 口关税 由原来的 降至
,

而且还单方面降低过部分产品的进 口关

税
,

取消了大部分产品进 口许可证
。

目前
,

墨

西哥对美国货物的进 口关税平均是
,

相当

于美
、

加 自由贸易协定之前加拿大对美国进 口

货物所实行的关税率
。

从各方面看
,

墨西哥对

外贸易和投资环境 已大大改善
,

为北美 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

二
、

美
、

加
、

墨将受益于 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

北美 自由贸易区将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和贸

易的发展起一个促进作用
。

年 月旧 实行

《美加 自由贸易协定 》以来
,

美加双边的商品

贸易和劳务贸易于 年达 亿美元左右
。

同年
,

美国向加拿大出口 额为 。亿美元
,

比

过去增加
。

降低关税的速度比预 期 的 要

快 年 月
,

双方取消了约 种产品的进

口关税
,

消减额为 亿美元
。

目前双方正在考

虑第二次取消部分产品的关税
。

产品统一标准

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为双方提供了价格较

低的商品
。

迄今为止
,

加拿大 已向美国提供了

多个政府购货合同
,

价值 亿美元
。

此

外
,

美国
、

加拿大还在商业
、

旅游业
、

教育和

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新合作
。

建立 自由贸易区后
,

美国
、

加拿大
,

特别

是墨西哥会进一步减少或最终取消关税和所有

的进 口 许可证
,

服务业和投资业也会随之更加

开放
。

三国的公司
、

企业将在更广泛的市场内

自由
、

平等地竞争
,

免受各种关税及其它非关

税壁垒的阻碍
。

美国
、

加拿大
、

墨西哥有较好的分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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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供需互补关系
。

美
、

加所需的工业零配件
、

半成品和热带产品可以由墨西哥生产提供
。

墨

西哥一方面从美加进 口机械
、

资本货物
、

选进

技术设备和温带产品
,

发展 自己的工业
,

另一

方面可向美国
、

加拿大出 口原材料 和 矿 物 资

源
。

美加可将进 口 的墨西哥原材料加工成制成

品
,

再返销到墨西哥
。

实现北美 自 由 贸 易 区

后
,

墨西哥向美国和加拿大出口 的产品不会与

美 国和加拿大的产品进行直接的竞争
。

由于互

补关系较好
,

美国
、

加拿大
、

墨西哥三国的生

产结构会得到合理的布局
,

并协调有步骤地发

展
,

经济规模将扩大
,

成本会大大降低
,

经济

效益将不断提高
。

一旦北美 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量增加
,

整

个区域内的投资也会增加
,

投资的增加又会为

北美三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据美国统计
,

每增加 万美元的出 口额就能创造 个就业

机会
。

另外
,

各公司和企业通过技术
、

资本和

劳务等方面的合作将生产出具有竞争性的产品

并提供优质的服务
,

从而打入和占 领 国 际 市

场
,

与其他经济集团进行贸易抗衡
。

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会提高北美

三国制造部门的生产及工人的实际工资
,

而且

将会提高整个区域的国民经济水平
。

三
、

建立北美 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再次主宰

国际贸易的契机

北美 自由贸易区
,

美国将是一个强劲的经

济主体
。

组成 自由贸易区对美来说是最佳的贸

易政策
,

也是夯实基础
,

重新主宰世界经济的

重要一步
。

战后
,

美国通过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金融

力量操纵着全球的经济和贸易的 发 展
。

近 年

来
,

由于美国经济的不稳定
,

苏联政治经济改

革下滑
,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德国的统一
,

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

自此
,

世界

经济一直处于互相竞争
、

互相结盟 的 板 块 局

面
,

全球的经济发展结构和贸易格局不断地变

化调整
。

国际贸易 年 第 期

过去
,

欧共体与美国有着较好 的 贸 易 关

系
,

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

但是
,

近年来双

方存在着贸易摩擦
,

尤其是在农业产品出 口价

格与补贴方面更是针锋相对
、

互不相让
。

欧共

体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与美国抗争
。

年欧共体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新的

贸易堡垒
,

给美国对欧共体贸易设置了新的障

碍
。

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
,

以图占领这个大市场
。

但是
,

东南亚地区
,

主

要是亚洲
“
四小龙

”

的经济迅速 崛 起
,

加 工

业
、

电子工业和装配业的高速发展使大量产品

倒流美国
。

而对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逆差
,

美

国提出了
“

公平贸易
”

的政策
,

在
·

这 种 情 况

下
,

日本不断地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浸透
,

进行

有规划
、

有 目的的投资
,

并已成为亚洲第一投

资大国
。

而且 日本正为实现其亚太经济圈的设

想而努力
,

以逐步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盟主
。

此外
,

东盟一些国家决定就一些工业产品进 口

制定统一关税
,

在东盟国家互相提供优惠关税

的基础上向一体化迈进
。

最终
,

美国将失去在

亚洲的指导地位和影响
。

美国的视线也从未离开过南美市场
。

近几

年南美出现的一些集团经济
,

其发展是出人预

料的 巴西
、

阿根廷提出成立共同市场
,

然后

与智利
、

乌拉圭
、

巴拉圭
、

玻利维亚组成南美

锥体共同市场 加勒比海国家也在采取各种措

施促成加勒 比共同市场的早 日形成 年

中美洲国家将建立 中美洲 自由贸易区
。

南 美

经济和贸易发展局势给美国带来的是不安 和

焦虑
。

各种经济集团和共同体的出现
,

都将意味

着各国已基本摆脱或正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
,

“

大家庭 ” 式的贸易关系已经解体
,

美国称雄

一世的时代已经过去
。

这种形势下
,

推出 《美

加 自由贸易协定 》是不无道理的
。

一旦美国巩

固了在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地位后将会南下

吞并南美各贸易
、

经济实体
,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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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产品的需求弹性小于制成品
。

初级产品价格低廉
,

其竞争力对价格非常

敏感
,

发达国家提高关税
,

使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会受严重影响
。

中国虽然
“

地大物博
” ,

但

从人均资源占有量来看
,

自然资源并不宽裕
,

因而扩大创汇能力强
、

国际市场容量大
、

受贸

易保护影响相对较少的精深加工
、

资本技术密

集型产品出口
,

通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来保证

出 口贸易总量的增长
,

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

必然趋势
。

产业结构和出 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离不开科

学技术直接或间接渗透
。

科学是人对 自然现象的发现和解释
,

技术

是科学知识在产业上的应用
,

直接促进企业和

经济发展的是技术
。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

具有重要作用
,

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
,

在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发达国家合作
。

真正的前沿高科技是买不来的
,

发达国家

顶多把落后国家武装到可以充当其 市 场 的 地

步 高科技的概念是相对的
,

今天的高科技
,

明天将成为普通科技
,

因此
,

要发展 自己的科

研事业
,

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提高系

统设计和商品化生产能力
。

从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看
,

经济发达国家都在

以上
,

既使印度也达到 年
,

而

我国 年为
,

年为
,

年为
,

这一指标尚有待增加
。

银行在 科

技开发
、

风险投资项 目的贷款方面 应 予 以 优

惠
。

一些企业因技术滞弱
、

设备落后制约了产

品设计和品种质量
、

档次的提高
,

而研究机构

受条件限制
,

缺乏中试环节
,

某些技术不能直

接用于生产
。

企业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动力也

不容忽视
,

需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科技进步考核

体系和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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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试图建立以美国为首的美洲 自由

贸易区
。

最后
,

美国将以美洲为基地
,

进行全球

性的贸易攻势
。

这才是美国建立北美 自由贸易

区的真正 目的
。

四
、

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

的影响

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虽然会扩大区内的

贸易
,

但会有很强的排他性
。

一些区外的产品进
口将会受到限制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

那些与

北美 自由贸易区产品有直接竞争性的产品将会

更难打入这一市场
。

这些将威胁
、

损害关贸总协

定的
“

自由
、

无差边的
、

多边的 ”贸易原则
,

使全

球贸易出现更我的磨擦
。

各工业国与非工业国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都将感受到北美 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外界

压力
,

特别是出口 型经济和依赖北美市场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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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面对北美贸易环境上的变化
,

各国只有及时

地积极地采取措施
,

调整 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

和经济结构
。

其中
,

发达国家以增加投资
、

合资
、

合作等型式在北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
,

充分利

用这一大的贸易市场
。

另一些国家
,

如日本
,

则

进一步加强在美国的经济实体
,

开发北美市场
。

对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的欧共体来说
,

与

北美 自由贸易区将有一场挑战性的
、

瓜分市场

的较量
。

同时在双方空前激烈的竞争中促进贸

易的增加
,

彼此都将永远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

但

是
,

一些弱小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无力与北

美 自由贸易区对抗
。

为了寻找保护和发展
,

它们

都将积极地与实力相当的国家组成区域性的经

济集团
。

其他已形成的经济集团会顺应新的潮

流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

由此看到
,

北美 自由

贸易区也将大大推动集团经济
、

区域经济的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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