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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研究  

国际贸易研究室  李众敏 

[内容提要] 随着区域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各种可能的自由贸易

协定方案都在积极的讨论之中，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日本和南非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六个主要的方向。

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以上六国的贸易关系，并根据GTAP模型分析了中国与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从短期看，中国

有必要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三国的贸易关系；从长期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点是韩国、印度、南非三国。中

国在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时，要重点关注自由贸易协定对纺织服装业、交通工具和其他制造业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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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除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外，中国还与智利、巴基斯坦等国达成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近年来，理论界除了关注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外，

对其他可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地区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朱颖（2005）分析了该自由

贸易区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对能源产品的影响。杨军等（2005）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的分析显示，如果中国与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则澳大利亚的农业部门和工业

部门都将受益，而中国只有劳动力密集的工业部门受益，农业部门将受到一定的冲击。(2)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罗文

宝、周金秦（2006）分析了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存在的障碍，认为中印双方除了主观上存在差异外，从客观条件看也存在

较大的障碍，印度仍是以内向型战略为主，其关税偏高，中印产业结构趋同等。孔令岩（2005）、文富德（2006）等也初

步探讨了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由于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南非之间的自由贸易区也备受关注。由于中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进

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参与区域贸易协定还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位，虽然有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宾建成、陈柳钦，

2005），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选择了六个可能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南非），从贸易关系与福利变化两个角度，分析与这些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并据此分析中国在

区域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最优战略选择。 

    二  中国与六国贸易关系分析 

    ......



    三  不同战略方向对中国的长期影响分析 

    ......

    四  结论与建议 

    针对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六个可能方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南非），本文首先分析了双

边贸易关系、贸易结构竞争性与互补性，了解中国与六国短期贸易关系改进的方向，然后通过GTAP模型分析了中国与六国

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长期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从近期看，中国与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而

且，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四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尤其需要改善。从竞争性与竞争性看，中国与澳大利亚、

南非和新西兰的贸易结构之间的互补性较强，在短期内，双方的贸易关系改善较为有利。（2）从长期看，中国的贸易自

由化方向与短期有所不同，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看，中国与韩国、印度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与南非建

立自由贸易区也有微弱的正面影响。但是，中国在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时，要重点关注贸易协定对中国纺织服装业、

交通工具和其他制造业等三大产业的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显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之处。分析中没有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在GTAP的模拟

中包含了各国资本存量的变化，但是并没有考虑中国与六国双边FDI的影响。 

(截稿：2007年6月1日责任编辑：杜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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