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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的基础
与对我国经济效应的分析

罗仁波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华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

摘要：伴随经济全球化水平越来越高，国和国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贸易自由化这个发展趋势已经被广大学术界所认可。但是由于

各类制约因素，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因素制约，其发展速度越来越缓慢。因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建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深入分析了这种协议建立的基础，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这种协议建立给我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力求

进一步推动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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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范围内都已经建立起成熟的自由贸易区，但是在

亚洲地区往往缺乏包含亚洲多数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产生是符合贸易自由化的现实要求和趋势。在

这种背景下，深入分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的可行性

和对中国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当中，是我国在国际区域范围当中实现自由贸易的重要保障，

同时也是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措施。在国际经贸理论和已

有区域经济实践的前提下，深入分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给

中国带来的经济效应提出相关措施，当前我国深入进行国际区域

经济一体化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关概述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通过东盟所提到的区

域之间经济合作。它是区域各国利用相互对市场进行开放而实现

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在这协定当中，有中国、印度、韩国、

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东盟十个国家等参与到其中，其涵盖的人口

数量高达 30 亿，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 17 亿美元。RCEP 主要目

的为对贸易和非贸易的壁垒进行消除，进而形成健全和自由的投

资环境，增加服务和货物的贸易。除此之外，协议还含有竞争政

策和知识产权的相关条款。构建协定之后，自由化程度将会比东

盟和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要高。在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当中提及了

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草案。在 2012 年 11 月 20 日协

定各方的领导人员，一同发布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

正式对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进行了启动。

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的基础

（一）密切的内部贸易联系是建立协定的经济基础

1. 已签署自贸协定基础

在这个协定国当中，各个国家大部分是亚洲国家，其地理位

置紧邻，贸易往来比较频繁，经济能够得到密切的联系。协定国

国当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尽管位于大洋洲，其和其他协定国距离

比较远，但是这两个国家和其他协定国之间经济往来密切，其中

澳新是东盟国家引入外资的重要来源国。澳新对东盟国家存在比

较多援助工程。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各个国家正在

谈判和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各个国家的经贸合作领域

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进一步提升了各个国家在服务

贸易、投资以及货物贸易等领域的开放和合作，这给建立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了强有力的基础。不仅如此，在区域当中，

中国已经和印度、新西兰构建了自由贸易区，正在谈判的还有中国 -

澳大利亚贸易区、中国 - 韩国贸易区等。目前，中韩和中日韩贸

易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谈判发展，这都给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带来强有力的条件。

2. 区域内贸易高比例

我们从区域内的贸易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区域内各个国之间

贸易所占的世界比例比较高。发达区域的贸易证明区域当中国家

之前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贸易往来比较多。这是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建立的经济基础。印度最低也在 30% 上下，这是由

于印度自身对外贸量要求比较低，其第一贸易伙伴是美国，但是

最近几年时间里，印度和区域内的各个国家贸易有了密切联系，

其和区域当中进出口量所占的世界比重逐渐变大，其不断呈现了

提升的发展趋势。中国和区域内的贸易存在比较紧密的联系，贸

易量尽管比较大，然而因为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非常大，进而和区

域内的贸易比例相对比较小。在中国区域当中，各个国家进口商

品都集中到了机电设备和资源型产品等方面，其对我国经济发展

发挥着重要的意义。

3. 紧密的贸易来往

紧密的贸易关系不仅代表着长期以来区域当中各个国家经贸关

系，也能够对未来各个国家经贸关系进行了展望。密切的贸易往来

将有利于自由贸易区域的健康发展，并且贸易区的发展也有助于进

一步深化贸易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紧密的经贸关系是构建自

由贸易区的重要因素。我们通过东盟和中国为案例，双方协定的两

国之间贸易的互补指数除了新西兰和中国之外都比 1 大，东盟和各

个协定国之间贸易结合度都存在比较高的指数，特别和日本、澳大

利亚两国之间结合度的指数为 3-2 的高度。东盟和中国为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当中最大经济体，然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的协定是通过东盟作为中心进行建立的。所以，协定国和两国之间

密切的贸易关系是进一步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然而，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建立也会不断推动各个国之间密切的贸易

往来，进一步带动着区域当中各国的经济健康发展。

4. 贸易互补性非常高

各个国之间都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因素是对自身优势

进行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利用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通过科学的国

际分工和投资条件来提升自身利益，然而贸易互补性是测度优势

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贸易互补性是构建自由区的强有力动力。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当中，不仅存在着韩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还存在中国、印度等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的发展中

国家。在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

协定各国能够利用区域当中贸易发挥出特有优势，更好地对自身

不足进行弥补，实现商品互通，不断提升国内的福利水平。这是

构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追求。各个国家之前含有比较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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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证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建立是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二）区域经济迅速发展是协定建立的趋势

1.WTO 谈判停滞，区域间合作迅速发展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国和国间得到了密切联系，

贸易自由化这个发展趋势已经被广大学术界所认同。但是，受到

各类因素的制约，特别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同时被 WTO 倡

导的贸易自由化所限制。经济全球化为市场机制主导作用的结果，

其有着比较强的随机性。在这种环境下，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自

由化发展进程，降低贸易进程当中风险的因素，还需要尽可能地

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并且在合作过程当中提升社会利益。从当前

全球范围来分析，已经存在着 567 个区域之间贸易协议。从东亚

范围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主要通过东盟作为核心，截止到 2021

年东亚范围当中已经构建了 22 个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深化能够进一步带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的进程。

2.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要求

东盟为东亚区域之间合作中心，东盟已经和日本、中国、韩

国等地陆续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强化和大洋洲国家之间经

贸发展和联系，东盟已经和澳大利亚共同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多种自由贸易协定的存在，会让同种商品面对不一样贸易协定当

中含有不同的优惠关税税率、原产地规则以及贸易规则等。这将

会提升各个国家贸易成本，减小贸易获取的利益。为了预防东亚

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建立东亚范围内统一的

经济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当中多重原产地规则、不一致的优惠关

税税率等方面进行整合，减小各个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成本，

提升其积极性。然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的是构建这

种统一和较高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区。所以，现实发展要求会进一

步带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发展的进程。

三、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存在的问题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建立往往受到比较因素的制约，

其不仅存在协定国内部整治经济因素影响，还会受到区域外部因

素的阻碍。

（一）政治问题影响着协定的发展进程

在对各个国家之间经贸合作影响因素当中，政治和经济相互

作用是重要的因素。在政治方面，如果发生摩擦将会造成国家间

相互不信任，不能继续在经济方面进行往来。从当前区域当中各

个国家政治关系可以看到，尽管政治矛盾不尖锐，然而还含有对

区域合作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首先，领土领海主权问题，其主

要集中到中、日、韩等国家。中国、韩国都和日本含有领导主权

的争议。中国和日本钓鱼岛的问题。最近几年时间里，中日钓鱼

岛之争不断激烈，严重影响了双方经贸关系。日韩间含有独岛问题，

中国菲律宾含有黄岩岛问题。这些政治因素直接对各个国家经济

合作产生影响，对协作发展进程产生巨大阻碍。

（二）区域外部因素的阻碍

通过取消非关税和关税壁垒，对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给以政

策优惠，进而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让非成员出现贸易转移而发生损

失的影响。特别会对协定成员国存在的较大利益的非成员国带来

一定贸易损失。非成员国将会利用各类措施来阻碍建立的自由贸

易区。中日韩等国家对美国市场存在比较大的依赖性，美国能够

通过其是这些国家出口市场地位来影响协定的建立。

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对我国经济效应

（一）协定对我国经济积极的影响

第一，建立协定后，对中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首先，能够

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带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能够在合作

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其他协定国优势来弥补自身劣

势。不仅如此，还能够开拓新的市场。因为美国内部经济问题，

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大大降低，进而让严峻的出口形势更加恶化。

所以，积极对新市场进行开拓已经成为中国对当前严峻形势进行

解决的重要手段。在区域内包含了 16 个国家，32 亿人口，其市场

潜力非常大。利用协定的建立，中国能够进一步对出口市场进开拓，

进而得到更大的贸易利益。

第二，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主要目的是对贸易

壁垒进行消除，带来更自由的环境。协定建立之后带来的贸易创

造效应让成员国出口成本大大减小，中国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区建

成之后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增加区域内国家出口。中国能够

不断在有着竞争优势的产品中增加出口强度，同时还能够使用动

态效应当中的规模经济效益，不断增加产品的生产规模，提升专

业化生产的程度，减小生产成本，进而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

（二）协定对我国经济负面的影响

第一，在建立自由贸易后，各个国家利用减小优惠贸易政策

和关税，能够对区域当中各国进行自由进出。市场进一步开放让

国内的企业受到打击，特别在国内对区域当中的劣质产品进行了

比较大的打击。中国在资本密集的产品内竞争力比较弱，市场开

放之后自身在资本密集产品上有着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还会通过

更低出口成本把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市场。国内的资本密集产品制

造企业受到了巨大打击，同时还能够减小对外的出口能力。区域

当中除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含有竞争优势之外，东盟国

家的劳动密集产品的竞争力也非常高。当协定建立之后，两个国

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成本将会变低，双方将会在这种产品方

面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大大限制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所以，不论为中国有着竞争力产业还是含有劣质产业都会被市场

的开发所打击。

第二，从整体结构来分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

之后，区域当中所有国家会整合成巨大市场。各方之间经济政治

之间会得到密切的联系。各个国家之间相互进行依赖。如果某国

家发生经济或政治动荡，将会让我国和其他相关产业受到影响。

这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给中国正常贸易发展带来非

常大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

伴随我国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贸易自由化已经变成了时代

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各个国家都逐渐转向参加区域间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变成各个国家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必然选择。构建

协议将会变成全球范围内最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发展前景非常

广阔，市场容量大，将会进一步带动着区域内各个国家经济迅速

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建立能够对区域内外各个国

家产生重要的影响。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我国经济

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通常是利大于弊。因此，深入研究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能

够进一步推动我国各个领域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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