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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双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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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日趋加快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远远落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南

下”和欧盟“东扩”等主要地区集团日趋加快的扩张趋势。各国虽然具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但是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现阶

段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有所不同，同时又不同程度地面对国内反自由化势力的压力，因此，在建立范围广泛的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方

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紧迫感。日本和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两个经济大国，两国的关系和政策取向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采取了将中国排除在优先“组合”对象之外的FTA战略。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于地区性贸易安排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形成了新的对外经济政策体系，日本外务省经济局制定的

《日本的FTA战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宣言之一，已经成为日本实施FTA战略的指导性方针。按照这样的战略，日本已经完成了

与新加坡之间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关系(JSEPA)的程序，在刚刚结束的“东盟+日本”会议上与东盟签署了建立自贸区的“框架协议”，而且正在

积极推进和东盟主要国家、墨西哥和韩国之间的双边蹉商进程，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FTA战略主要是三个步

骤：第一步是分别与韩国、东盟老五国缔结双边FTA；第二步是以东盟老五国双边协定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加入条件，吸收其他东盟国

家加入，以完成与东盟整体的FTA关系；第三步是以日一韩FTA和日一东盟FTA为轴心，吸收中国加入，最终实现“10+3”东亚自由贸易区

的长期目标。 

 

  日本由过去消极的地区性自由贸易政策转向积极的双边FTA战略，客观来看，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应当给予积极的

评价。但是由于日本所采取的差别性和排他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种积极意义大打折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地区)乃至东亚地区经济的整体利益。首先，能否掌握主导权是日本选择FTA伙伴的基本标准，但是一国主导型的一体化框架并不适合

东亚地区的特点。综合来看，谋求更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尽可能回避农产品等敏感领域和坚持双边为主等是日本选择FTA对象的基本判

断标准。但实际上在这些标准的背后，日本也将在谈判中是否能够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作为选择谈判对象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担心

失去控制力和谋求主导权是日本并没有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大国列入FTA优先选择目标的深层次原因。但是，由于东亚地区各国

关系的特殊性，建立一种相互平等、非排他性的一体化框架是一个普遍的愿望。日本所追求的一国主导型FTA并不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的理想模式，而且将面对更多的困难和阻力。 

 

  其次，农产品市场开放是日本在推进FTA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但是这一问题在目前制定的FTA政策中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新加坡经

济的特殊性，能够出口的本国农产品数量十分有限，并不会对日本的国内农产品市场带来冲击。这是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双边

FTA谈判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新加坡方面来看，由于目前对日农产品实际出口不过占全部对日出口额的3.6％，对本国出口基本没有

直接影响，因此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是从其他国家来看，农产品的自由化问题将成为日本与其进行双边谈判的最大难题之一。例

如，目前日本从墨西哥的进口中，农产品占21.9％(2001年)，日本在双边FTA中要求墨西哥接受全部作为例外处理或者给予低水平自由化

率承诺的条件，显然具有很大的难度。日本今后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磋商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最后，将中国排除在优先对象之外的战略选择，将会使日本失去更多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获益的机会。如何处理与中国之间的

FTA问题也是日本推进FTA面临的一个难点，而目前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策略选择是一种明显的缺陷。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企业争夺的市场，周边国家也在积极谋求加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便为本国企业获

取更多商业机会，并从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益。相反，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人担心国内企业受到中国商品

的巨大冲击，传统农业完全被中国农产品所挤垮，并导致失业大量增加。因此，对于建立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存有戒心。但是如果

日本政府出于其国内和区域政治目的的需要，将中国排除在优先建立FTA的对象范围之外，将无益于中日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并可能

使日本失去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机会，也会使东亚地区失去通过其中两个大国的合作加快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机会。 

 

  为了进一步说明同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FTA对于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可能方案的影响进行科学

的分析和论证。在东亚地区范围内，根据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组合，可以得到12种FTA方案，对于这些方案根据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

型(CGE)的模拟结果，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中国和日本都不参加任何一个东亚地区的FTA，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受到贸易转

移效应的影响。第二，在仅包括一方、不包括另一方的所有方案中，被包括一方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出现提升效果；被排除一方则相反，

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在所有方案中GDP增长率都会下降，而且不加入的FTA覆盖范围越大，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也越大。第三，在同



时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所有FTA方案中，两国的GDP均会出现明显的提升，而且随着FTA覆盖范围的扩大，这种共同获益的程度也将越高。

第四，由于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位居第一和第二的经济大国，因此，任何一个同时包括两国在内的FTA方案对两国经济增长的提升效

果均大于其他方案。由此可见，在东亚地区的FTA多方案中，只有中国和日本同时参加的FTA才有可能给双方带来共同发展和理想经济利

益，而且一个包括东亚13国的地区贸易安排将会给东亚地区整体带来巨大的利益。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利益将因为与中国同时参加东亚

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而遭受损失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 

 
  如上所述，从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要来看，加快建立同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安

排是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繁荣与稳定的最佳选择之一。考虑到经济效果、可行性和各方态度等多方面因素，实现东亚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应当是，第一步，建立中日韩三国的FTA，其路径有两种：一是直接从三边磋商起步；二是分别从中日、日韩和

中韩等双边起步，最后组成同时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FTA。由于日韩双边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如果能够适时启动中日、中韩两个双边

磋商，将能够加快三国FTA的整个进程。因此，在三国达成有关建立FTA框架共识的基础上，同时推进三个双边磋商的进程应当说是一个

具有可行性的路径选择。第二步，中日韩三国同东盟就建立双边FTA进行磋商，最终建立包括中日韩和东盟10国在内的东亚FTA。由于目

前中国已经与东盟签署FTA框架协议，日本、韩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磋商，在建立中日韩三国FTA的基础上，由三个“10+1”向“10+3”

过渡将成为建立东亚FTA可供选择的理想路径之一。由于两个步骤可以同时进行(事实上已经具有这样的动向)，因此，完成东亚地区“两

步走”的经济一体化目标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当然，由于目前相关各方在认识上尚未达成一致，推进这一进程仍将具有较大的困

难。为此，中日两国之间能否在事关整个东亚各国利益的重要问题上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将成为关键性因素之一。日本和中国都应当认

识到这种责任，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2003年10月7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第五次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

宣言”，其中对三国研究机构关于“三国自由贸易安排的经济影响”的合作研究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达成了“在此基础上，三国将适时以建

立未来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为方向进行研究”的共识。这是三国政府首次以联合宣言的方式，明确表示对关于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研究

的支持和肯定，标志着事关三国长期合作问题的战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加快东北亚和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重要机

遇。 

 

文章出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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