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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 文 以 中 国 入 世 为 背 景#分 析 了 东 亚 地 区 的 经 贸 联 系 和 合 作 发 展 趋 势#并 采 用

$%&方法对各种可能的贸易合作安排的效果进行模拟分析’通过对各种贸易安排的效果比较#本
文认为#建立包括各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安排是东亚贸易安排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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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东亚有关国家

.地区3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在此基础上#它
们提出了各种贸易安排的意向和行动’中国在加

入 506后#将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参与该地区的

经济合作’本文在分析东亚地区加强经贸联系和

各种贸易安排的基础上#以中国入世承诺为背景#
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各种自由贸易区可

能性的优劣#并选出最佳自由贸易区方案’

一 东亚地区的经贸联系及合作安排

本文重点研究的范围是当前东亚经贸合作安

排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东亚的经济快速

增长也正是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以东盟

中的马来西亚4泰国4新加坡4印度尼西亚4菲律宾

9国和中国4日本4韩国为 例#这 @个 国 家 国 内 生

产总值的总和 )<C9年为 )@)<DE亿美元#)<<*年

为,@9=9D)亿美元#=***年为 CEBC=D),亿美元’
)<<*年 比 )<C9年 增 长 了 =*D)E倍#远 远 高 于 世

界<D<,倍的增速F)<C9年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

量 占 全 世 界 的 比 重 为 CDBG#)<<*年 猛 增 为

)EH=@G#=***年进一步上升到 =)D9,G#它 们 已

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I9强’:同期上述@国的对

外贸易也有了迅速增长#进出口总额由 )<<*年的

)*C,*DC9亿美元增加到 =***年的 =B=,@D*C亿

美 元#增 长 了 )=@G#远 远 高 于 世 界 贸 易 总 量 的

<EH)9G的增长速度#其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比重

也由 )CD=9G上升到 )@HE<GA’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东亚内部各国

.地区3之间的经贸关系密切#相互之间依存关系

日益加深#各种经贸合作安排的方案也应运而生

不 断 涌 现’东 盟 各 国 在 原 有 合 作 的 框 架 下#于

)<<=年 )月签署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E
年 )=月 )9日东盟与中4日4韩 ,国建立了()*+
,-.当 时 是(<+,-#)<<,年 柬 埔 寨 加 入 东 盟 后 成

为()*+,-3会晤机制#并于 )<<<年 ))月 =@日在

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东亚

合作联合声明>#提出在各个领域寻求合作’期间#
东盟与中国4东盟与日本4东盟与韩国也分别开始

了 ,个()*+)-的对话与合作进程’=**=年 ))月

B日在柬埔寨的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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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同时$日本与东

盟发表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的%共同宣言"#在这

次会议上$东盟还向韩国提议开始谈判建立自由

贸易区问题&中国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也在

不断加深$早在小渊任首相的时期$中’日’韩三国

就约定开展共同研究$探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

作问题&在 ())(年 **月中国又向日’韩两国提出

建 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日本除参与+*),-.和

+*),*.的合作外$还与东盟成员分别探讨建立紧

密经济联系的途径&在日本与韩国之间$早在小渊

任日本首相期间就开始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

想$())(年 /月两国首脑支持的官产学人员共同

组 成 的+日 韩 012共 同 研 究 会.正 式 启 动$计 划

在两年之内尽快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同报告

书&韩国除参与以上所提到的各种经贸合作安排

外$还向中国提出了建立紧密经济合作的建议&
在综述了东亚地区各种经贸合作安排之后$

我们将对其中几个最有代表性的自由贸易区所能

带来的利益用345模型做一个模拟的量化分析&

二 东亚地区经贸合作安排的经济效果分析

为 了 对 上 述 各 种 经 贸 合 作 安 排 进 行 计 量 分

析$我们以多国多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63789:;<=>?4?@?A<>5B:C>C=AC:8$345D为基本

分析工具$对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自

由贸易区的几种主要方案作一定量评估&模型包

括 -)个产业部门6见表 *D’-种投入6土地和自然

资源’劳动’资本D&由于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

等国的数据获取比较困难$且考虑到这些国家的

经济规模较小$因而未被包括到分析中&这里东盟

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越南等 E国为代表&

为了准确评估贸易自由化的效果$我们在模

型中假定在各经济体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各

国的投资水平保持原有总资本存量的水平$且其

他要素的总存量6外生D也假定不变&在一个国家

或地区内$所有要素可在行业间自由流动$但不能

跨界流动&各国的总储蓄与总投资之差等于净出

口$全球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中国关税削减根据入

世承诺计算&
本研究中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全球贸易分析项

目64>7=<>1A<F?2@<>GHCHIA7J?K;$412ID数据

库第五版$以 *LL/年为基期M&

表 * 部门分类

序号 部门 序号 部门

* 动物及动物产品 *E 化工

( 蔬菜水果 */ 非金属矿制品

- 谷物 *N 基础钢铁加工’锻造

O 其他农产品 *L 有色金属加工’锻造

P 林业 () 金属制品

E 渔业 (* 汽车

/ 采掘业 (( 其他交通工具

N 加工食品 (- 电子产品

L 饮料’烟草 (O 机械’设备’仪器

*)纺织品 (P 其他制成品

**服装 (E 煤气’水’电

*(皮革及皮革制品 (/ 建筑

*-木制品6不包括家具D (N 商业

*O造纸’印刷’出版 (L 运输’邮电

*P石油加工及炼焦 -) 其他服务业

用345模型模拟的几种主要方案的结果如下Q
6一D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为自由贸易

区6012D成员提供更多贸易创造的余地&由于中

国具备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大的经济规模和

生产能力$与东盟各国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尤其

是中国为东盟成员国提供的广阔市场$使各 012
成员的获益将会更大&如表 (所示$在中国!东盟

的合作方式中$东盟各国 与 中 国 的 4RI’贸 易 平

衡’福利6希克斯等价变差D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福利增加最多$分别达到

*LOSLO亿 和 *(-S-(亿 美 元$贸 易 平 衡 的 顺 差 也

最 大$分 别 为 /ES(/亿 和 P(SPE亿 美 元$4RI的

增长也分别达到 OSLLT和 (S*NT&越南由于经济

发展起步较晚$福利提高幅度不大$但是获得了最

高的4RI增长&印度尼西亚的4RI增幅较小$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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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利得到了大幅提高!
从中国的"#$增长率及贸易绩效来看%宏观

经济指标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中国的福利变动增

加了 &’亿美元%"#$增长达到了 ()’*+%贸易平

衡出现了 ’(亿美元的顺差!从产业的角度看%由
于中国入世而遭受冲击的一些产业%也因为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而使产出得到了提高%如有色金属加工

及锻造,机械,设备,仪器等!所以通过与东盟建立自

由贸易区使得成员国总体福利水平得到了提高!
-二.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

东盟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模拟结果见表0!
根据表 0所列的模拟结果%从总福利角度看%

日本是最大的受益者%净福利增加达到 123亿美

元!东盟国家中%除新加坡和菲律宾外%其他东盟

国家福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和泰国仍然受益较大!相反%中国的福利

下降了 (13亿美元%韩国的福利下降了 2*&亿美

元!非 456成员国的福利损失既来自贸易转移

带来的产出下降%也来自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消

费福利下降!
从"#$变动的角度看%由于东盟和日本的经

济互补性更强%所以总体 "#$增长率较高%越南

和马来西亚的增长最高%都在 &+以上%菲律宾和

泰国的 "#$增长也超过了 ’+%新加坡的增长不

显 著!中国的 "#$增长仅为 2)’7+%韩国 "#$
增长率则出现轻微下降!

中国受到影响较大的包括农产品和食品,纺

织品,造纸,化工,金属,汽车,机械设备及仪表,电
子等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由

于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产业面临东盟强有力的竞争%
而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又面临来自日本的竞争!
韩国受影响较大的包括化工,电子和有色金属加工

等部门!日本除农业和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出

下降外%机械设备及仪表部门的产出增加了28+!
-三.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

9东盟/韩国:456对韩国以外的其他经济

体的 影 响 相 对 较 小!在 这 种 456方 案 中-见 表

’.%所 有 成 员 福 利 水 平 都 得 到 提 高!韩 国 作 为

456中经济规模最大,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尽 管

"#$只 增 长 *;&7+%但 福 利 水 平 提 高 最 大%达

(0*亿美元!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和 越 南 等 国 的 "#$和 净 福 利 均 低 于 中,日 加 入

456的增长水平%但仍有显著的变化!新加坡的

福利水平提高到 87;&3亿美元%高于东盟/日本的

456形式!这说明新加坡的主要出口产品如设备

类,化工类产品的出口受日本的替代影响较大!
中 国 受 到 的 负 面 影 响 很 大%"#$增 长 仅 为

2;32+%福利净损失 (*1亿美元%贸易条件恶化了

&)0&+%但 是 和 东 盟/日 本 456相 比 较 却 有 很

大程度的提高!日本 "#$所受影响不大%但福利

损失达到了 283亿美元!
综述上面两种情况可以看出<成员国内部的

互补性和成员国内部市场的大小是影响成员国利

益 提高的重要因素%比较东盟=日本模式和东盟

表 (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影响 +

国家和地区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 *)08 02)’( (7)8( 2*)3* 8)21 3()&*
马来西亚 ’)77 10)** 10)*’ &3)(& 2*)21 27’)7’
菲律宾 ()18 3()’7 ’&)13 0)*( =0)’8 8)&&
新加坡 *)0’ 7&)(7 7’)(1 ()’1 ()17 81)81
泰国 ()21 ’*)(2 0’)27 8()83 &)(& 2(0)((
越南 3)&’ 8&)’2 ’*)&3 0)*7 8)8& (()’8
中国 ()’* ’1)*1 82)77 ’()2* =()1& &’)**
日本 =*)*8 =()27 =2)28 =30)** =2)28 =28*)17
韩国 =*)28 =’)(3 =0)’1 =2’)*8 =2)(* =01)&2

说明<>?为福利-希克斯等价变差.%包括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
资料来源<表 (@1为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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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影响 #

国家和地区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 +,-. /0,01 2-,-! 2+,/+ 0!,-/ 031,!/
马来西亚 4,-+ 0+4,0+ 0+4,!- ./,.2 0+,+2 -0.,40
菲律宾 3,3. 0-!,1! .!,31 0!,-3 5.,+3 50+,02
新加坡 +,-/ 001,-0 002,-. 5/,./ 5-,/0 5-4,+0
泰国 3,0. /1,+! 22,-/ 0+/,1- 2,.0 032,12
越南 1,33 1/,.- /-,1! !,-. -+,24 31,+1
中国 0,3. 0.,32 -2,+1 54+,02 51,4. 5-1/,2-
日本 +,!1 !+,!1 !3,/. 14,20 2,/3 10/,+1
韩国 5+,!2 5.,/4 54,22 5!4,33 5!,3+ 50+4,+.

表 3 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影响 #

国家和地区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 0,20 !-,10 -1,1/ --,-1 /,40 0+!,--
马来西亚 3,32 13,1- 13,.4 4/,.2 0+,34 0.!,!4
菲律宾 -,20 /4,!+ 20,/0 -,12 5!,/- -,34
新加坡 +,22 .+,/! 14,/+ 2,!1 -,1/ 2.,4/
泰国 -,++ !1,/! !-,.! 3.,11 /,3/ 00+,12
越南 4,13 /4,/0 34,1! !,12 !,!1 --,+1
中国 0,/0 -3,-. -1,14 5!3,/4 54,!4 5-+1,03
日本 5+,+3 5-,0! 50,0+ 5/0,.1 50,-0 5022,42
韩国 +,4. -1,0- -2,14 3/,1- 4,0/ -!+,+1

表 2 6786单独建立基础上的中日韩之间不同形式 786的宏观经济影响’0( #

国家和地区 9:;形式 $%&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 )*’亿美元(

中国 中日 !,!3 44,03 41,31 04!,/4 +,++ -.!,/3
中韩 0,4/ !3,00 !4,1. 1,+. 5!,2. 502,4/
日韩 0,34 -0,04 -2,4- 53-,33 54,30 5---,/0
中日韩 !,1! 1.,3/ .0,4! 012,.0 +,-/ !3.,!/

日本 中日 +,-1 0.,./ -2,-- 533,/3 +,!0 024,+2
中韩 5+,+4 53,40 5!,12 544,-. 5-,-4 5-.-,++
日韩 +,03 0+,1. 0!,+2 2,// 0,./ -13,10
中日韩 +,3- !+,-1 !4,01 5--,0. -,-4 33-,!/

韩国 中日 5+,-2 5/,+1 53,4- 5-3,+0 50,.2 5/!,.+
中韩 0,02 -+,01 0.,-2 --,4. 3,+. 0/!,23
日韩 0,1. 3!,-2 !.,40 4!,!4 5+,+. 12,.!
中日韩 -,.+ /+,!- 2/,/- 1-,4. -,!1 0.1,.2

5韩国模式<由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韩国<
以及日本对东盟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大于韩国的市

场<所以东盟从与日本的合作模式中获得的利益

也要高于同韩国的模式=但是对于非成员国来说<
与日本或韩国经济发展水平较近的国家<意味着

失去了东盟这个市场<而与东盟发展水平较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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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味着失去了日本或韩国这个市场!所以必

然会带来一种利益的下降"
#四$东盟单独建立 %&’!中日韩之间建立不

同形式的 %&’
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单独推进#中国(日本和韩

国 以 中 日 %&’(中 韩 %&’(日 韩 %&’(中 日 韩

%&’等 )种可能的形式$建立 %&’的情况下!模
拟结果如表 *和表 +所示"

中 国 在 不 与 东 盟 建 立 %&’的 情 况 下!经 济

增长和福利水平都相对低一些"如表 *所示!在中

日韩 %&’条 件 下!中 国 的 ,-.增 长 /0/12!出

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134)+2和 3546/2!贸易顺差

51+亿 美 元!贸 易 条 件 略 有 提 高!而净福利增 加

/)3亿 美 元"在 中 日 %&’ 条 件 下!,-.增 长

/0/)2!净福利增加 73)亿美元!低于中日韩 %&’
下 的水平"在与韩国 建 立 %&’时!有 546+2的

,-.增长!但福利水平略有下降"当中国不参与

%&’合作!在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下!将受

到77/亿美元的福利损失!贸易条件恶化60)52"
日本和韩国在中日韩 %&’形式下福利提高

最大!在不加入 %&’时将遭受福利损失"中日韩

%&’可以给日本带来 ))7亿美元的福利提高!给
韩国带来 533亿美元的福利提高8两国在单独与中

国建立 %&’时!分别可以增加 5*6亿美元和 5+/
亿美元的福利"如果不参与%&’合作!日本的福利

损失为737亿美元!韩国的福利损失为+)亿美元"
由于没有中日韩的参与!同时又受到贸易转

移的影响!东盟的福利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但总体上还是提高的#如表 +所示$"

所 以 无 论 从 中 国(日 本(韩 国 还 是 从 东 盟 来

看!在东北亚形成中国(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模

式不仅对成员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且对东盟也

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五$东盟与中(日(韩建立 %&’
在95:;/<%&’方案中!参与 %&’的各国获

得的福利提高幅度均大于其他合作方式"这是由

于 5:;/的自由贸易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互

补性更强!区域内产业发展的层次也更为明显!从
而使得这种自由贸易区在形式上更为完备!对区

域内的成员国也将产生有利影响"但这些影响同

时 也 要 受 到 成 员 国 内 部 的 出 口 结 构 和 方 向 的 制

约!所以在成员国内部将会产生一个生产结构和

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
各 %&’成员 ,-.都有可观的增长!只是新

加坡的福利和贸易平衡因中日韩在化工(设备(电
子等制造业的出口替代效应而受到负面影响!菲律

宾则因贸易条件的恶化在,-.高增长#*0662$的
同时福利下降"越南是,-.增幅最大的国家!其次

是马来西亚!,-.增长14552"中国(韩国的,-.
也因此分别增长)4762和/0)52"

表 + =>?=单独建立基础上的中日韩之间不同形式 >?=的宏观经济影响#7$ 2

国家和
地区

%&’
形式 ,-.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亿美元$
贸易
条件

@A
#亿美元$

国家和
地区

%&’
形式 ,-.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亿美元$
贸易
条件

@A
#亿美元$

菲律宾 中日 74+3 *14*/))46/ /4//B)4:5 54/7新加坡 中日 :47+3)45:354)) B:435 74/1 )34/)
中韩 7415 +543/)64)5 /4:6B/4** )435 中韩 :4/63+4:73/45: 541* 7466 *+461
日韩 746) *34)+)*4)3 /457B/46+ /456 日韩 :4/:3)451354)* B:4:3 74)3 *54*+

中日韩 74*+ *)43))5437 /4)1B)4)/ B745* 中日韩 :47)1346/164)/ B)455 541+ ):4*/
马来 中日 )41/ 634331:4)1 +34*/ 34/35174*: 印度 中日 :4/*714+7764+) *4)7 /43) )34/1
西亚 中韩 )43* 174/:174*: 6)477 343:53:41:尼西亚 中韩 :473/:4++73455 14+) )467 *+4)7

日韩 )41* 1:4+/1:437 6541: 34+651+4*: 日韩 :4//7343)714+1 64:/ )4*6 **4+3
中日韩 )4+* 6+4376641/ +/4:7 14*35+341: 中日韩 :4767+4/37+4/1 C:455 741* /+4:3

泰国 中日 7455 /64*:/7473 )+476 +4515:34/: 越南 中韩 *4+3)64)5//4/* 743) 74+5 5*41+
中韩 7456 /34+*//463 *54/5 64:*57:4): 日韩 +4*1*+47+):4:: 7436 )417 754:5
日韩 7455 /14*///455 )6436 +4*655/43: 中日韩 +4****45+/345/ /4:: )4+1 7:46/

中日韩 74:/ /*47+/:415 ):4)/ *476 36475 中日 *4/)))4:5/:43* 746/ :436 5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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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宏观经济影响 #

国家和地区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 +,-. !/,0. -.,.- -+,10 +/,/2 01+,//
马来西亚 3,++ ++/,13 ++-,22 4/,20 4,12 0+!,+!
菲律宾 /,!! +.1,.. +1/,-- +-,40 5+0,3! 5+4,44
新加坡 1,0/ +2.,!/ +20,14 5+-,42 5.,1/ 5.3,13
泰国 .,!4 !0,1- /4,/- +1-,12 2,43 +22,43
越南 +.,3. +02,!0 34,22 .,3+ +/,-+ /.,4+
中国 .,0! +10,!- +1-,-. +3-,2/ +,-0 ./0,10
日本 1,!- /3,0- -4,2! .!,4! -,4+ ++0!,0/
韩国 2,.+ 3+,1+ !-,-! +1+,+3 -,0. 20-,!/

由于衡量经济福利的 指 标 )*包 括 了 消 费

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6较高收入水平和较大需求

规 模 的 经 济 体 在 区 域 化 过 程 中 受 到 的 影 响 比 较

大7从表!看出6日本8中国和韩国的$%&增长虽

低于其他部分成员6但福利提高分别达到 ++0!亿

美元8./0亿美元和 20!亿美元7
日本加入 9:;获益的主要来源是制造业的

产出大幅增长6以及贸易扩大带来的生产和消费

福利的增加7日本的交通工具8机械设备仪器等部

门的出口增长率远高于其他部门6而从产出来看6
农8林8渔以及服装8皮革制品等的产出虽然下降6但
化工8金属及金属制品8机械设备仪表等部门产出大

幅上升6使收入有所增加7韩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高于

进口增长6皮革制品8动物和渔产品8化工8基础钢

铁8有色金属制品8纺织和电子等类产品的产出显著

增加6这成为其$%&增长和福利提高的基础7
中国虽然从这种合作模式中获得经济利益6

但是一些行业面临的冲击高于入世的冲击6弱化

了由于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这些行业的

缓冲作用’见表 3(7
综上所述6由于成员国内部的经济都得到了

可观的增长6所以这种分工模式有利于成员国内

部资源的配置7成员国内部的产业也将出现一个

调整的过程6从而导致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7伴随

着这一过程产生了福利的变化6一些成员国可能

由于出口产品面临更大的竞争6从而导致一种福

利的下降7总体上这种分工的模式更加完备6并且

完备性也将随着成员国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

改变得到进一步的提高7

表 3 两种方案对中国部分产业产出影响程度的比较

#

石油加工
及冶炼

化工橡胶
塑料制品

基础钢材
加工8锻造

汽车
机械设
备仪器

东盟"中国 <++,23 <.,1- <1,3. <20,!1<1,.4
东盟"中日韩<0.,!3 <+/,2. <01,00</.,!2<++,.-

三 最佳方案选择

’一(不同安排对中国的影响

从表 4中可看到在多种经贸合作安排中6中8
日8韩"东盟 9:;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大6
是最佳方案=次佳方案为中8日8韩 9:;=排 在 第

三 位 的 是 中 国"日 本 9:;方 案=中 国"东 盟

9:;是收益为第四的方案6其他几个方案对中国

来说效益都不好7其中中国"韩国 9:;尽管能

为 中 国 带 来 +,!-#的 $%&增 长 率 和 3,14亿 美

元的贸易盈余6但福利却要损失 +/,!-亿美元7在

2个中国未参加的 9:;中6其中 0个中国净福利

损失都超过 011亿美元6且都带来贸易逆差7
表 +1是不同 9:;安排对中国产业的影响7

从中可看出6中国的农业8食品8林业在与东盟8韩
国建立 9:;’不 包 括 日 本(时6所 受 负 面 影 响 大6
而 在 日 本 参 与 9:;后 能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缓 解=中

国的钢铁8化工等产业在与日本8韩国建立 9:;
’不包括东盟(时6所受负面影响大6而在东盟参与

9:;后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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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种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

&’(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中国0东盟 1234 35245 672!! 31274 81259 93244
日本0东盟 723! 7!236 16245 894276 8529! 875:261
韩国0东盟 72:7 1321! 15259 8;32:9 892;9 8145261
中国0韩国 729: ;3277 1925! 524! 8;269 87629:
日本0韩国 7239 17279 16291 831233 89237 81112:7
中国0日本0韩国 ;25; 5!23: !729; 7562!7 421: ;3!2;:
中国0日本 ;2;3 99273 95235 79;2:9 4244 1!;2:3
中<日<韩0东盟 3219 74129: 74:233 75:2;6 72:1 361241

资料来源=根据表 1>6和表 9制作?

表 74 各种 "#$对中国行业产出的影响 %

产业部门 中国0东盟日本0东盟韩国0东盟中国0韩国日本0韩国
中国0日本

0韩国
中国0日本

中<日<
韩0东盟

动物及动物产品 842!4 4297 4211 872:5 842!! 42;6 7217 426!
蔬菜水果 8727; 87251 87297 842!! 87211 4256 4257 42:;
谷物 87253 872;5 87291 42;4 8726; 72;5 8724: 7251
其他农产品 83219 81293 8;213 8;29! 83273 8426: 87279 4275
林业 8:2:: 4239 84213 89257 8:21: 8523: 89291 89241
渔业 8726: 87231 842!3 87213 81247 1251 12!6 1239
采掘业 812:4 4297 4231 427: 81237 726; 87231 1241
加工食品 89267 8;2;7 8;2;7 89291 8926; 8;215 8;246 8;21;
饮料<烟草 423; 83219 83276 425; 42;9 8721; 87269 872;;
纺织品 8:24; 81233 8;273 86231 8:231 325; 32:1 621:
服装 752!; 1525: 19296 16277 752:4 9723; :6265 9726!
皮革及皮革制品 !2:6 192;6 17275 ;2:7 !233 6216 7723! !2;3
木制品,不包括家具- 832:: 32:1 629; 812:; 8;25! 7:2;9 7;269 73235
造纸<印刷<出版 87629: 87;239 87;2:; 875295 876273 813213 817253 8112!6
石油加工及炼焦 8772;5 81211 8125: 875243 87721: 816216 875297 813295
化工@橡胶塑料制品 8324: 8;26! 8;26! 8926: 8324: 87629: 871216 8762;3
非金属矿制品 7274 4274 4271 7239 724; 4255 4265 7211
基础钢铁加工<锻造 84253 8:25! 8:27: ;2:; 8;294 81426; 81127; 814211
有色金属加工<锻造 :213 812;6 81267 32;: :2:7 877217 8!294 87;24;
金属制品 6265 7299 1267 3249 62:6 42;6 7257 84279
汽车 8;1294 81:257 81!29: 819265 8;72;1 8652:7 8:6274 86329;
其他交通工具 7!2!6 742:4 77267 7:2;4 172:: !2;7 77213 !2;7
电子产品 ;1237 86234 629! ;5271 1!237 :;21; :4261 33295
机械<设备<仪器 8423! 8;266 8125: 81217 4274 877269 87423; 87723:
其他制成品 ;2!9 9294 :267 ;24; 321! 8424; 42:4 7217
煤气<水<电 8429! 81245 872!6 842!5 87245 8623; 832!: 8626;
建筑 423: 42!9 426; 423! 429; 4256 4266 7266
交通运输<邮电 123! 1275 7259 725! 12:7 84254 842;1 84275
商业 84279 12:: 1247 87243 421! 8;2!4 8;235 81269
其他服务 8427; 87244 84251 84249 84219 427: 421; 84211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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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种 "#$对日本的经济影响 %

&’(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中国0东盟 12324 153!6 1!3!4 178322 1!3!4 1!42396
日本0东盟 2389 82389 8:376 9;34! 43:9 9!7329
韩国0东盟 1232: 153!8 1!3!2 17!369 1!35! 1!443;4
中国0韩国 1232; 1:3;! 18394 1;;356 1535; 1565322
日本0韩国 23!: !2396 !8324 4377 !367 59:39!
中国0日本0韩国 23:5 82359 8;3!9 1553!6 535; ::5387
中国0日本 2359 !6367 54355 1::37: 238! !4;324
中<日<韩0东盟 23;7 49357 7638; :;36; 736! !!5;354

资料来源=根据表 5>;制作?
这说明中国在建立包括东盟<日本和韩国在

内 的 东 亚 &’(中 获 益 的 来 源@主 要 是 在 东 亚 产

业分工的中间地位带来的承前启后作用?同样@这
也是其他国家能够获益的原因?如果说在不同的

&’(方案中各国的福利提高有所不同@主要是因

为各国在参与 &’(中的产业分工位置不同?
,二-不同安排对日本的影响

东亚地区几种主要 &’(的组合给日本带来

的收益见表 !!?
表 !!告诉我们@对于日本来说@中<日<韩0

东 盟 &’(也 是 为 其 带 来 最 大 效 益 的 选 择@是 最

佳 方 案A次 佳 方 案 是 日 本0东 盟 &’(@尽 管 在

)*+增 长 率 上 逊 色 于 中<日<韩 &’(@但 在 贸 易

平 衡 和 净 福 利 方 面 有 利A中<日<韩 &’(是 总 体

效果排在第三的方案@但在)*+增长率上排在第

二 位A排 在 第 四 位 的 日 本0韩 国 &’(几 乎 所 有

指 标 都 是 正 的@净 福 利 也 高@但 与 中 国0日 本

&’(比较@后者则能为日本带来更高的 )*+增

长 率 和 出 口 增 长 率?其 他 三 个 日 本 没 有 参 加 的

&’(@使日本的各项宏观指标都有很大损失?
,三-不同安排对韩国的影响

各种 &’(对韩国的影响见表 !5?

表 !5 各种 "#$对韩国的经济影响 %

&’( )*+变动 出口变动 进口变动 贸易平衡,亿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 ./,亿美元-

中国0东盟 123!4 1:357 183:9 1!:324 1!352 1893;!
日本0东盟 12384 1637; 1;344 18;3:: 183:2 1!2;326
韩国0东盟 23;6 593!5 5439; :7395 ;3!7 582329
中国0韩国 !3!4 523!9 !6354 553;6 :326 !7834:
日本0韩国 !396 :8354 863;! ;838; 12326 94368
中国0日本0韩国 5362 72385 47375 953;6 5389 !69364
中国0日本 12354 17329 1:3;5 15:32! 1!364 178362
中<日<韩0东盟 83:! 9!32! ;737; !2!3!9 735: 8573;4

资料来源=根据表 5>4和表 ;制作?

表!5同样说明了中<日<韩0东盟&’(是给

韩国带来最大效益的最佳方案A其次是中<日<韩

&’(@尽管这一方案在贸易条件和净福利上逊色

于韩国0东盟方案@但总体效益为次佳选择A韩国

0东 盟 方 案 排 在 第 三 位A中 国0韩 国 &’(和 日

本0韩 国 &’(各 有 千 秋@在 贸 易 条 件 和 净 福 利

方 面@中 国0韩 国 &’(要 高 些@在 )*+增 长 率

和 贸 易 盈 余 方 面@日 本0韩 国 &’(要 高 些?同

样@在 韩 国 未 参 加 的 三 个 &’(中 所 有 指 标 对 韩

国都是不利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不论对

于 哪 个 国 家@中<日<韩0东 盟 &’(是 总 体 经 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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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最好的选择!第二"不论对于哪个国家"参加

任何形式的 #$%都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第

三"不 论 对 于 哪 个 国 家"只 要 置 身 于 任 何 一 种

#$%之外"经济利益都将受到不良影响!
因此"总体来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

是东亚经贸合作安排中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通

过 ()*模型的模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该

模型为静态模型"没有考虑到投资及其他要素存

量的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变化,第二"该模型假定

经济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行的"没有考虑到规

模经济的因素"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规模

经济对贸易的影响,第三"数据的局限"本文在模

拟时采取了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数据库的

数据"以 0112年为基期!但 0112年以来东亚各国

-地区/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因此本文模拟很难

反映出这些变化了的情况!由于上述数据来自各

国的投入产出表"而各国的投入产出明细表一般

间隔 3年发表一次"所以本文计算时还没有更新

的资料!尽管有以上的不足"但本文利用 ()*模

型所做的模拟还是大致反映了东亚各种经贸合作

安排对各国-地区/影响的基本方向!

四 对东亚 456未来发展的思考

对中国来说"不仅东亚自由贸易区是最佳方

案"就 是 中&日&韩 #$%或 中&日 #$%也 都 优 于

单 纯 的 中 国’东 盟 #$%"这 7种 方 案 都 未 能 启

动"福 利 效 果 较 低 的 中 国’东 盟 #$%协 议 却 能

够顺利签署!不难看出"日本是否参与 #$%对各

方的福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根据福利影响高低排列"

#$%方 案 依 次 为 中 日 韩’东 盟 #$%&日 本’东

盟 #$%&中日韩#$%&日韩#$%!然而"除日本与

新 加 坡 建 立 #$%外"最 有 进 展 的 可 能 是 日 韩

#$%和 日 本’东 盟 #$%"有 中 国 参 与 的 其 他 各

形式的 #$%进展最慢!这种现实状况与理论分

析结果的偏离"说明除经济利益因素外"还有其他

复杂因素影响东亚经济合作"必须对东亚存在的

各种矛盾和问题作具体分析!

首先"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制约了东亚经

济合作的发展!深受战争苦难的东亚各国对战争

的警惕"日本对其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使一些国家产生的疑虑-所谓8中国威

胁论9/"以及美国出于其单边主义政策需要对东

亚经济合作体的种种干预和阻挠等"都使得在冷

战结束后该地区在政治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

矛盾时隐时现"对该地区形成有效的经济&政治合

作产生阻碍作用!
其次"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利益分配的不均等"

也阻碍了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在每种形式的#$%
协议中"即便是全体成员的福利都能得到提高"但
各方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同!同时"自由贸易导致

的 #$%成 员 间 分 工 模 式 向 比 较 优 势 回 归"对 发

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使这

些国家产生了与日本建立 #$%后成员间经济发

展差距扩大的疑虑!这将使各方在协议谈判过程

中产生的分歧较多"不易在参与谈判的主体较多

的 情 况 下 达 成 一 致"使 #$%谈 判 难 度 和 成 本 提

高!此外"各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之争也对各国的立

场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进展缓慢还因为缺乏一个开放&规范&有效的经济

环境!这也是在该地区特别是中日韩 7国间频频

发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这种经济环境的构筑

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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