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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

&FIEF

'是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FIEF

'!积极推进自由

贸易区内部成员国的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并通过经济一体化效应!促进东盟各成员国产业升级和平衡发展!本次

研究在空间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应用产业集聚常用的
P

指数和模型分析!实证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业集

聚效应和产业集聚到平衡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协调的一体化机制成为自由贸易区的平衡机制#协调加

速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的最终结果将走向产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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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主导下/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0&

&FIB

EF

'的正式成立!意味着中国在推进世界经济一体

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年签订以来!日益复杂

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一体化挑战"为此!为了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国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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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深化发展自由贸易区!不得不充分重视一

体化过程中带来的运作成本及相应的风险!并且!随

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区域内

产业集聚和不平衡发展!使各国的现实需求不对等!

而且还会增加协调成本!风险治理难度加大"由此

可见!随着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化!中国政府

必然会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必须采取对策!尽

力消减一体化风险!促进成员国之间产业集聚与平

衡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

)

"因此!本研究问题的提

出!源于中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自由贸易区

内产业集聚的最终结果实现成员国产业平衡发展!

为此!重点研究/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0深化发展

过程中的产业集聚及平衡效应!进一步推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0顺利发展!为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

中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提供帮助!实现成员国产业

集聚最终走向平衡"

在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

形成了许多有关产业集聚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空间经济学和新贸易理论学派!他

们研究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产业集聚的原因$

产业转移规律$产业集聚和投资转移路径$福利变化

及其对策等!而且!在研究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与平

衡效 应 时!还 应用了自由 资本 垂直 关 联 模 型

&

I&9V

'和自由资本模型&

I&

'!以及产业集聚的区

位选择$空间集聚力与分散力$产业集聚对成员国经

济的溢出效应"所以!对于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和

平衡发展的研究采用空间经济学理论是最为合理

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与发展!会给成员国带来生

产转移效应!并出现本地新兴市场化$而且还会使自

由贸易区内部产业出现/多米诺骨牌0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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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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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随着自由贸易区的深化!后期

加入的成员国会在原始成员国先发基础上!形成/轮

轴0效应"在此基础上!空间经济学研究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化

发展!区域内部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必将日趋自由

化!进而改变区内成员国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流量!在

自由贸易区内形成一股产业集聚的浪潮#由于各成

员国市场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出现了显著不同的产

业集聚效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各国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获利较多



的激励效应!必然会产生以/轮轴0中心的/多米诺骨

牌0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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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政策协同方案!由市

场规模大的国家负责提供公共产品#

T.8L1*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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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个成员国从单边主义出发对贸易自由化政策作出

战略性控制#

3*

S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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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由贸易区

内具有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效应"

综上所述!有关
&FIEF

的研究!多数学者一般

把研究重点集中在贸易效应及投资转移效应上!基

本不涉及系统研究产业集聚和平衡发展趋势等相关

问题!因此无法准确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

新问题(

$#

)

"本研究应用
P

指数和模型分析!把/中

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0产业集聚和发展规律作为重

点!实证分析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最终实现平

衡发展的对策!成功应用模型分析!解释自由贸易区

形成的三种模式!准确测算/

&FIEF

0在不同条件下

的经济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度!得出相应的结论!为中

国与
&FIEF

的深化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

!

指数设置与模型分析

"*!

!

选择产业集聚的测定指标及其应用

为了准确测定产业集聚效应!通常需要选择适

当指标体系!一般研究中!同常选择两个常用指标体

系!即行业集中度指标和赫芬达尔指数&

P

指数'"

由于不同成员国的行业标准不同!精确的行业数据

难以获取!因此!本研究不考虑采用行业集中度指标

而采用/

P

指数0!用/

P

指数0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

/

&FIEF

0各成员国的产业集聚情况!并在此基础上

展开实证分析"本文中
P

指数的得出!主要依据

@OW

数据库!以美元为计价货币!依据中国1东盟

各国当年产值计算"见图
$

"

图
$

!

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产业的
P

指数变化情况

应用
P

指数对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进行

测定&见图
$

'!从各产业数据和变化趋势观察发现!

在国民经济各类产业中!农业的
P

指数初始水平最

高!而且较为稳定!表明
&FIEF

各国农业生产的集

中度高!在自由贸易区内!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国

际分工体系!同时!由于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国资源

富裕度存在差异!加之各国历史背景与自然条件不

同!农业生产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专业化水平

亦高"可是!在成员国各类产业中!服务业的
P

指

数变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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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P

指数是
#:=HJ%A!

!而
!##?

年上升到
#:H=!J%A

!可以看出!与其他产业的比较!

服务业的产业集聚速度最快$力度最大!在各产业

中!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效应也最明显"在中国1东

盟自由贸易区起步阶段!各成员国服务业水平大体

相同!但是!在自由贸易区内的部分成员国!人力资

本优势显著!市场规模相对较大!它们的服务业集聚

最快$集聚效应最强"这一现象在中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成员国的产业集中度表现为最高"与农业

服务业不同的工业及制造业!初始水平
P

指数较

高!增加速度也快!与其他工业相比!制造业的
P

指

数上升最为明显"在
$??A

年前后!东南亚金融危

机!使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产业体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

自贸区内部出现了产业集聚的浪潮!产业集聚的同

时!也出现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各成员国的农业$

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的
P

指数变化均为明显!表明

必须加强国际协调$促进平衡发展"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应用
P

指数研究一体化过程中产业变动规

律!能够较为准确反应自贸区各成员国产业集聚和

自由贸易区深化发展的各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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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模型与分析

!:!:$

!

模型假设

假设!世界是由两类国家组成!即自由贸易区内

部成员国家和非成员国"所有国家都具有农产品

&

F

'和工业品&

3

'两个生产部门#它们都使用两种

生产要素!即资本&

^

'和劳动力&

V

'"农产品市场完

全竞争!而工业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资本要素允

许在各成员国之间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流动!而劳动

力要素不能再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只能停留在国

内市场"初始状态下!各个成员国的贸易开放度

&

$

'基本相同!与
@EM

的非歧视原则保持一致#当

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各成员国均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于是贸易开放度大大提高"假设!一国的对外贸

易是由冰山成本
#

&

#$

$

'决定的!即货物在运送途中

有
$>

#

部分货物被/融化0掉!当货物到达目的国家

后!就只剩货物
#

部分#在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国之

间的冰山成本系数
#

IEF

!一般比它们与非成员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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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冰山成本系数
#

@-1Z要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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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M

为消费!

X

为价格!

@

为总收入!

$

为

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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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第
$

种工业品消费总量为
T

&

$

'!世界

工业品总类数为
*

D

!成员国任意两种不同工业品之

间的相互替代弹性用
(

表示!假设消费者对工业品

的需求变化!是随替代弹性的变化而变化!则一阶条

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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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环节属于线性函数!总成本%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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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固定成本
Q

!工人工资
D

9

!单位产品劳动

支出
+

9

"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计算出工业品的价

格指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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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看出!消费者消费的所有工业品价格&

K

'

相同!表明产品价格与产品种类无关"由于各成员

国市场缺乏自由度!属于完全垄断竞争!工业品从一

国出口到其他成员国!用
#

输表示输出价格与输入价

格之比!为了实现价格均衡!必须考虑冰山成本!才

能使不同国家的工业品价格趋于一致(

$$

)

"在自由

贸易区内!把成员国厂商
.

之间的工业品定价$以及

它们与非成员国产品之间的定价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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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各地利润相同!本国及其他

成员国所分别占世界总的工业份额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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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不平衡发展

根据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前后区域内产业份额的

比重差异!还能够计算出从区外产业转移来的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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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贸易区产业转移最后结果来看!自由贸

易区产业转移效应
W&

总是为正!区域一体化的深

化!必然出现区外产业向区内成员国转移#而且贸易

开放越大!产业净移入量就越大!反之亦然#自由贸

易区成立前后!成员国消费支出占世界比重恰恰相

反"但是!如果只分析自由贸易区内部一个成员国!

那么本成员国所得到的生产转移效应
W&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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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自由贸易区内!生产转移效应由一成员

国的消费支出与区内其他成员国的消费支出之间的

差额决定"如果消费差额为正!那么该成员国会有

净投资移入!有正向生产转移效应#如果两者之间的

消费差额一样!该成员国任然有净投资转入!依然存

在正向生产效应!只是相对于第一种情况较小"如

果一国消费支出小于它国的消费支出!即消费差额

为负!该成员国则缺乏生产转移效应"一般来讲!自

贸区成立不可能使一国生产转移小于零!在自由贸

易区内的小国!偶有发生这种现象!也意味着各国在

自由贸易区内部产业发展不平衡"

在上述研究中!如果充分考虑自由贸易区成立

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各成员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时

间存在先后差异!各成员国的生产转移过程具有很

大的差异性"由于自由贸易区从产生$发展到壮大!

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先后加入的时间间隔!使后面

加入的国家融入自贸区的时间变长!在初期阶段!它

们一般很难获得自由贸易区给它们带来的益处"分

析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第

一种!由两个水平相似的国家!作为原始成员国!组

成自由贸易区的初始形态!之后!其他国家通过相应

的程序相继加入#第二种!一个强国和一个较为弱小

的国家!作为原始成员国组成自由贸易区初始形态!

之后其他国家也按照一定的程序相继加入#第三种

:

即强国模式!指两个实力相当的强国!作为原始成

员国组成自由贸易区!而后其他地理上相邻的国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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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定程序相继加入!现实中这种模式只是理想

假设!尚无现实案例!因此将前两种模式的数据模拟

结果呈现出图
!

$图
=

所示"

图
!

!

两个水平相似的国家组成自由贸易区

模式下产业集聚进程

从通过比较上述三种自由贸易区形成模式!可

以看出!第一种模式较为普遍!属于各国最容易支持

的一种小国模式!小国模式下的产业变动规律见图

!

!中国1东盟自由贸易区&

&FIEF

'的组建正是按

照第一种模式发展起来的"开始阶段!弱小国家可

以按照统一大市场模式结为同盟!以抵消强国加入

所带来的生产转移负效应!当然!在开始阶段!强国

会将生产转移到弱小国家!因为!它们自身市场能

力!还不足以应对由弱国组成的统一市场!图中从
"

$

到
"

!

时间段内!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

弱国"当后入者强国已经完全融入到自由贸易区!

即到达图
!

中所标注的时间
"

!

后!由于统一市场的

作用!生产转移又逐渐回到强国!这种现象的直接结

果是将/核心1边缘0模式的不平衡效应减弱了"实

际上!如果自由贸易区的原始成员国均为弱小国家!

国内生产缺乏规模效应!在自贸区的初始阶段!它们

首先可以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培育强大的市场作用

力!增强应对后加入的强国冲击!促进自由贸易区内

部成员国产业最终趋于平衡"

图
=

!

强弱两国组成自由贸易区模式下产业集聚进程

然而!从图
=

的趋势来看!按照第二种模式组建

的自由贸易区!即由一个弱国和一个强国作为原始

成员国组成!之后!其它国家按照既定程序相继加

入"在开始阶段!该模式由强国主导!弱小国家在一

体化内只能听从强国的安排!由于市场规模太小!基

础差!强国的低端产业向弱国转移!弱国的高端产业

向强国转移!这种畸形的转移结果必然会成为更加

不平衡的/核心1边缘0格局!最后必将出现/单极0

世界"

+

!

实证分析与结论

通过对/

&FIEF

0的研究!实证分析自由贸易区

产业集聚和平衡发展过程"对/

&FIEF

0给自贸区

各成员国带来投资流量进行测度!研究对外直接投

资转入$产业集聚路径!进而研究产业集聚的国际分

工效应$成员国企业的规模扩张效应"通常/

&FIB

EF

0促进了各成员国专业分工不平衡!导致不平等

和畸形的/核心1边缘0经济格局!这样只有通过付

出更高的协调成本!推动自由贸易区向前发展#但

是!如果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带来了成员国市场产品

多样化!那么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发

展必将趋于平衡!此时/

&FIEF

0所需支付的协调成

本较少!即可以达到自贸区成立的原始目标!按照图

!

模式发展与深化"

+*!

!

产业集聚效应

产业集聚效应可以通过测度直接投资来验

证(

$!

)

"为了提高投资效应的测量精度!可以把时间

因素和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模型(

$=

)

"从自由贸易区

产业集聚的过程来看!把生产$消费指标作为控制变

量集!模型表达为%

Q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A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Q2@

$"

为投资流量!表示
$

国在
"

时期的投

资流入量!它反映该成员国的在自由贸易区的投资

效应大小"

%

$

$

%

"

表示虚拟变量!自由贸易区内的成

员国假设为
%

$

#

$

!或者取
#

值#在自由贸易区成立

之前!

%

"

取
#

值!成立之后取
$

"控制变量集分别为人

均投资
@

$人均消费
M

$劳动效率
>

$人均政府购买
A

$

人口数量
X

"残差项为
&

$"

"除虚拟变量以外!计算时

对指标的数值取对数!以确保模型测度准确!消除指

标单位的差异性干扰"

样本区间选择
$?A$

(

!#$$

年年度数据!将控制

变量滞后一期!即
$?A#

1

!#$#

年!以体现内生化"

从
@OW

数据库中选取
IOW

数据!以
$?A#

为基期!

把
IOW

流量视作存量"在
KE@":#

数据库中选取

控制变量数据!再按照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定为数据

源"在原始组中!为了保证观察组和对比组成员的

对称性!选择东盟原始成员国为样本#在东盟吸引外

.

=#$

.

第
"

期
! !!!!!!!!!!!

龙云安等%

&FIEF

产业集聚与平衡发展效应实证研究



资的总量中!东盟原始成员国所占比重最大!超过

AH]

!可以代表东盟产业转移水平现状"因为截面

单位数量和时间序列的多少基本一致!设面板模型

为混合模型"估计方法采用面板数据的最大似然值

&

V7

估计'估计法!以无相关回归&

7_G

'作为估计权

重!这样可以消除截面异方差与同期相关性问题"

假设!在各时期初始状态下!各要素彼此互不影响!

达到倍差法对贸易协定效应中的基本要求!这样!一

国加入自由贸易区之前后!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各因

素作用的时间基本一致"表
$

为计算结果与稳健性

检验"

表
$

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除劳动效率指标之

外!其他解释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完全相同!即使变

量组合与对比组完全不同!在两种对比组的结果中!

模型
G

值都接近
#:"#

"由于面板数据
OB@

值本身

容易被低估!所以
OB@

值有些偏低!均小于
$:H

!但

是却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另外!在
J

个对比组中!

OB@

值在消除变量后依然略有增加!说明各变量之

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由于本研究意在预

测产业集聚后的发展趋势!

OB@

值低!但相互之间

并不具有明显的干扰性"分析结果证明!计量结果

是稳健的!并且很好的诠释了/

&FIEF

0的产业集聚

效应"

!!

在
J

个估计值中!最不稳定的是变量劳动效率

系数
>

&

>$

'"在分析两国对比组的劳动效率时!其

劳动效率系数为正值!可在分析四国对比组劳动效

率时!则劳动效率系数为负值"表明劳动效率的高

低!对投资流入量的影响程度!在估计上出现波动现

象!许多情况下由于人力资源优势及较高的劳动效

率!该成员国会输入大量的
IOW

#然而也因为这些国

家劳动效率高!要素成本相对来讲也高!必然会阻碍

投资的大量转入!但由于这种阻碍作用是不确定的!

劳动效率对投资转入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

从各估计系数的方向来看!除去不稳定的劳动

效率指标外!解释变量投资集聚效应&

%$

%

%"

'$政府

购买$人口数量及资本总量四个指标均为正值!均具

备实际意义#虽然人均消费指标系数为负值!但也可

以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区0内!那些资本总量大$政府购买较多$

人口数量多$人均消费最小的国家!获得最多的的产

业转移!由于自由贸易区一体化机制作用!可以带动

大量的产业转入!也就是积极的产业转移效应"不

过!在考察
$#i=

模式后!结果显示人均消费和产业

转入表现为负相关!可是!依据空间经济学的基本思

想!在产业集聚力的作用下!人均消费与产业转入之

间应该表现为正相关"其原因是!净投资国人均消

费较高!投资流出量超过流入量#在世贸组织的推动

下!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深化!必将提高自由贸易

区的开放度!降低贸易成本"规模生产和规模效应

为成员国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将远远超过消费带

来的产业集聚效应"

通过分析/

$#iJ

0模式后!自由贸易区投的资集

聚效应数值最高!投资集聚效应好!显著性高!表明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0有着很好的正向产业集聚

效应!不过这种效应比生产规模及消费规模的产业

转入效应要小得多"东亚经济体之间!在东南亚金

融危机之后!实现了产业重组和深化!没有明显的生

产转移效应#大量投资转入东亚经济体内各国!加之

表
!

!

+

63R23

-产业集聚效应和稳定性检验

变量
新$马两国对比组

估计
$

估计
!

估计
=

中$越$泰$印四国对比组

估计
%

估计
H

估计
J

%

$

%

%

"

#:#!?"

(

&

#:A?#!

'

#:#=?HJ

((

&

!:!?A?

'

#:#=?A

(

&

#:A?AA

'

#:=#$!

(((

&

$#:?AH$

'

#:!?A?

(((

&

$=:A?=J

'

#:=#$!

(((

&

$%:?"=

'

M

&

>$

'

>!:=?%J

(((

&

>H:H?"!

'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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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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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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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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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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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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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J!#

'

1

$:$#HJ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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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

&

$$:#$$A

'

1

!:??$H

(((

&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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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

&

!:!?=J

'

$:AJ$H#

(((

&

$H:$?A?

'

$:"JAJ

(((

&

$!:$!?J

'

$:#?A!J

(((

&

$#:J?A$

'

$:$#$$

(((

&

$$:#?AA

'

$:#?AJ

(((

&

?:"A?%

'

X

&

>$

' 1

#:"#$!

(((

&

$#:A?=

'

#:H?JA

(((

&

$%:?%#

'

1

#:H#$#

(((

&

":%=HA

'

#:!?A?

(((

&

$!:?AA

'

>

&

>$

' 1

$:#?$$J

(((

&

?:="$$

'

$:A#"?

(((

&

!:H?$H

'

1

>#:A#$!

(((

&

>J:=$!?

'

>#:"#$$

(((

&

>=:#?AH

'

统计指标
E

!

#:J?"% #:"$J"$ #:J?!H #:"#=" #:"#H$ #:J?$?

2>6

值
$:%?A! $:=?HA $:$?AH $:H?!% $:%?J= $:!?A=

!!

注%所有回归结果均由
NR(*U+J:#

计算得出!括号内数据为
6

统计值!

(((

$

((

$

(分别表示
$]

$

H]

及
$#]

水平上显著性标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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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63R23

产业集聚路径与检验值

对比组

P7

编码

马$印

-

=

G

!

OB@

菲$文莱

-

=

G

!

OB@

越$柬$泰

-

=

G

!

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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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A?J

>#:$A?"

(((

&

>%:"A?!

'

#:A?#! $:J?A$

>#:$!#H

(((

&

>=:=HJ!

'

#:A??" $:A"?J

!

>#:#"?A

(((

&

>H:?AH$

'

#:?!JH $:!?AJ

>#:$$A?

(

&

>$:J?A$

'

#:A?%! $:%A?!

>#:$=?$#

(((

&

>$":!"!#

'

#:A?$% $:?#%$

=

#:#H$#

&

#:AJH$

'

#:?A$= $:?#$$

#:$??%

(((

&

J:A!H#

'

#:A#$! $:A"#$

#:#"#$

(((

&

%:#?A%

'

#:A?A$ $:%?A#

%

#:$?A$

(((

&

J:H!$H

'

#:?#$% $:H?A"

#:!?=%

(((

&

":"#$!

'

#:A?A% $:?#$!

#:=?#$

(((

&

$$:$#%"

'

#:A?A? $:A?%$

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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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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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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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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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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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J=$#

'

#:?A$! $:%?$$

>#:%!A"

(((

&

>J:!$H"

'

#:A?#" $:J?!%

>#:$?$"

(((

&

>$$:A?"$

'

#:?#%" $:A#HJ

A

>#:%?$%

(((

&

>A:?%"=

'

#:?##% $:%?"?

>#:#HA#

&

>#:"?$H

'

#:?#$! $:%?"#

>#:=##$$

(((

&

>J:?=$$

'

#:A?$% $:A#$%

?

#:$?#%

(((

&

%:%A"A

'

#:?#H" $:"#"%

>#:#J$$

((

&

>$:A?#!

'

#:?#$" $:%??A

#:$H?A

(((

&

J:HJ$

'

#:A?"# $:A$%$

$#

>#:$?#%

(((

&

>J:!?%#

'

#:A?%$ $:?#$!

>#:$?A"

(((

&

>?:#?HJ

'

#:A??% $:A#$!

>#:=##$

(((

&

>$#:=?J$

'

#:??#% $:A?"#

!!

注%应用
NR(*U+J:#

计算回归值!括号内数据为
6

统计值!

(表示
$#]

$

((表示
H]

$

(((表示
$]

水平上的显著性"

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高!加入自由贸易区后!

他们并没有明显拉动外部投资#贸易自由化成为东

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由于中国$越南$泰

国更具有相互需求空间!其投资转移效应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比较来中!效度最明

显(

$%

)

"

+*"

!

产业平衡发展路径测度

通过实证测度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结构变化!来

描述
&FIEF

产业集聚和平衡发展的具体路径"选

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柬埔

寨和泰国作为对比组!测量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贸

易结构的变化效应!并在
7_G

设定条件下作
V7

估

计和稳健性分析"有用普适度高的
C/.D*1

!

V1-

S

Z

指数解释贸易结构的变化!各国相似度指标

作为各类解释变量!包括政府采购相似度$投资相似

度$消费相似度$人口结构相似度$劳动效率相似度

等"

样本区间选择
!##$

至
!#$#

年的年度数据为控

制变量!应用
P7?!

贸易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测算

被解释变量!计算出对比组国家的相似度指标!其估

计结果如表
!

所示"

!!

表
!

所示!尽管对比组在同一商品种类中存在

差异!但/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0的深化!使区域内

成员国贸易结构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却大体一致#

同时!在估计结果中!由于
G

!值和
OB@

统计量满意

度高!说明估计结果是正确和可靠的"估计结果的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和泰国在东盟自由贸易区

内关系密切"由于原始组四国与对比组成员数量对

同!表
!

中第四栏数据反映了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

聚效应"样本中
$?

个商品种类中!有
$%

类
-

=

系数

为负值!说明/

&FIEF

0使产业间贸易在成员国之

间加强了!自由贸易区使成员国内部专业化分工不

断深化!进一步加强了各成员国的产业集聚效应!使

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出现不平衡!通过深化发展中

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必须降低不对称冲击的风险"

而且!成员国在不同商品种类中增加了产业内贸易!

促进了区内产业的规模效应!强化了区内产业的集

聚效应!同时!自由贸易区的深化发展还将促进区内

产业转型升级!逐渐消除区内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

!

结语

通过对/

&FIEF

0的产业集聚效应与平衡效应

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最终将走向产业平

衡"自由贸易区必然会使区外产业转移到区内国

家!出现内部产业集聚效应!在自由贸易区一体化机

制作用下!区域内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逐渐消除!使

产业集聚的不平衡开始趋向平衡#必须通过协调加

速产业转移"可以通过协调和完善区域机制!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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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进产业集聚和平衡发展#有效协调的一体化

机制成为自由贸易区的平衡机制"/

&FIEF

0加速

了成员国产业间贸易!并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

只要深化/

&FIEF

0一体化机制!增进沟通和协调!

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对称性冲击的风险!最终促进各

成员国经济发展走向平衡"

通过对/

&FIEF

0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

&FIB

EF

不仅可以带来成员国的产业转入!同时也会造

成成员国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为此!本研究提出相应

的解决措施%&

$

'完善一体化机制!充分发挥一体化

的平衡机制!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移!在自贸区

内建立一体化的结算机制$共同风险基金$公共产品

缓存机制等各种应对措施!消减不对称冲击"&

!

'强

化微观经济管理!通过品牌战略!快速实现产品的规

模效应"在自由贸易区强化传统产业内贸易!加强

产品多样化!强化品牌意识!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

规模效应"&

=

'政府积极引导!加速产业间贸易!加

快产业转入!积极促进内部化分工体系的建立!为自

由贸易区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便利!

促进自由贸易区快速迈进新的全面一体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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