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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自贸协定框架下的北部湾城市群对外经济关系研究

蔡　溢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91

摘　要：RCEP 生效实施以来，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

度大大提高。本文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冲突较小，可以利用北部湾城市群打造

面向东盟的文化产业、钢铁、石油、化工、造纸等产业的出口基地。北部湾城市群具有发展与 RCEP 成员得天独厚的地理

交通等优势，应该按照“大交通、大港口、大工业”的定位强化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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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部湾城市群包括广东的湛江﹑茂名﹑阳江，海南的

海口，广西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这一地区从

地理位置上来说，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和沿海的最西段，

属于神经末梢。又由于靠近东盟的越南，主要的贸易和对外

关系方向是东盟地区。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对美

国、欧盟市场出口贸易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建设好与东盟国

家的外贸进出口关系及与此相关的人文、资本、技术乃至服

务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将有

重大的作用。

随着 RCEP 生效实施，中国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跨境

电商业务，扩大市场采购出口规模，推动外贸新业态蓬勃

发展。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进出口 56.14 亿元，增长

65.8%；市场采购出口 33.3 亿元，增长 8.3%。作为发展速

度快、增长潜力大的外贸新业态，在助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中国外贸创新动能加速释

放。RCEP 的签订相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存在众多的不确定以

及脱钩的风险，确实是乌云中的一道阳光。RCEP 实施以后，

除了关税的降低带来的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还有原产地累积

规则等使得外贸企业享受到了享惠门槛，促进了产业链供

应链的优化布局。RCEP 促进了外贸的转型升级，促进了外

贸的可持续增长。以 2023 年上半年为例，中国对 RCEP 其

他 14 个成员合计进出口 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对我

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而同期对美国及欧盟的外

贸都呈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RCEP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

效中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发展迅速。这一年，中国

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为 4518.45 亿元，占全区进出

口总值的 58.12%，高出全国 20 个百分点。同时，2022 年，

中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中间产品 8541.1 亿元，占

当年中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的 54.78%。主要

出口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2023 年的上半年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为 2518.12 亿元，增长 65.1%，拉动同

期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 35.12 个百分点。中国对外贸易市场

将面临更多来自 RCEP 成员国的竞争。这些国家在制造业、

农产品、服务业等方面各有优势，可能对中国出口市场产生

影响。RCEP 在降低区域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大力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了 RCEP 成员国的出口成本，将

有效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品出口，提升海外市场份额和

竞争力。然而，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加剧进口国之间的产

业竞争。

梅洋﹑胡瑾﹑潘柳燕（2016）从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下

在国家区域治理格局和互利共赢的多边格局中的意义重大。

北部湾城市群在两广（广东、广西）- 东盟出口贸易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蔡溢（2019）从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北部湾城

市群的定位来分析，建议积极利用友好城市﹑高校﹑华人华

侨团体等所谓的“低层政治”来促进与东盟的互信关系。赵

伟（2019）认为中﹑日竞合成了东亚一体化绕不过的主线之

一，东盟是关键，由此形成了一个双寡头意境的竞合格局，

可以把两国与东盟的相对差异纳入‘泛距离’意境。文怡臻

（2019）认为 RCEP 的规则是比较自由且具有灵活性，门槛

较低，相较于 CPTPP，对于西太平洋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具

有更加明显的优势，更加适合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洲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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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以上这些研究都探讨了 RCEP 在重塑亚太地区新秩序方

面的重要作用，都强调贸易自由化对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

地区繁荣乃至和平方面的地位。联系实际，自 2023 年新一

届政府上台以来，持续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推进与新加

坡的互利合作关系，且一直以来对全球化所持的积极态度。

RCEP 在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方面，促进服务贸易和数

字贸易自由化趋势将有广阔的前景。RCEP 的条款门槛低、

对于东南亚地区相对柔和。对于大部分的加入成员国来说，

选择加入门槛条件相对较低的 RCEP 会更加理性的选择。从

地理位置上来说，北部湾城市群是距离东盟地区最近的陆

地，每年在南宁召开的东盟博览会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广

东作为中国第一制造业大省有与东盟合作的空间和潜力。

RCEP 的签订大大地促进贸易便利化，有利于与东盟增进投

资和贸易的自由化。

2. RCEP 协定框架下的中国 - 东盟合作 -- 建构主义及

其他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由思想观念、集体规范和社

会认同决定，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和机构等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东盟国家比如泰国、

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家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在思想观

念、集体规范乃至习俗方面与中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中华

文化比如戏剧、歌曲、服装、饮食等文化载体至今在东盟国

家广受欢迎，有很强的需求和认同感。加上中国在近几十年

来在软实力方面的重视和大量的资本的投入，将使得东盟国

家对中国的向心力不断提升。在技术发展方面，根据国家创

新指数报告 2022—2023》的报告，中国综合创新能力位居

第十，大幅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

来以及中国外贸的转型升级，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

的，中国不仅是产品的模仿国，更是产品的创新国。创新也

是软实力，中国投入到 R&D 占 GDP 的比重高于欧盟国家，

将促使科技创新中心东移。随着科技创新中心向中国等东亚

国家的转移，中国向东盟在技术、商品、资本乃至服务业、

文化产品的输出方面将更加地顺畅。不同于中国与欧美国家

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思想观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

方面，存在较小差异，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低。如果将来中

国成为亚洲的科创中心，那么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的依赖性将

更强。因为无论从制造业的实力、市场规模、资本的雄厚程

度、产业结构等方面，东盟很少有国家与中国相匹敌。中国

在东盟国家持续地投资和贸易增长，也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保持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巨大贡献。这在当

下国际形势多种不确定因素上升，战争和冲突影响地区的和

平和繁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级里，

从最初级的关税同盟向最高级的政治同盟，亚洲的经济一体

化会因为 RCEP 的签订得到实质性的进展。RCEP 作为各行

为体的规范和法律，将密切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行为，把利益

绑定在一起。通过更多机构的外溢和产出，中国 - 东盟的

合作会进一步加深。

东盟各国对 RCEP 持欢迎态度，从 RCEP 寻找商机，促

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东盟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未实现工业

化，担负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等巨大的挑战和责

任。加入 RCEP 使得柬埔寨等国家的外贸出口大增，通过进

一步融入地区和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从这一贸易协定中

受益。2023 年 1-9 月份，柬埔寨向 RCEP 国家出口了价值

58 亿美元的商品，比去年同期的 47 亿美元增长了 23%。马

来西亚借助自由贸易协定较低的关税出口其棕榈油、电气和

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应对其经济增长放缓。越南企业

可以利用所有 RCEP 国家的原料生产出口，享受优惠关税进

入中日韩及印尼等大型消费市场。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有利于

全球经济的复苏。孟加拉国等东南亚最不发达国家都想借助

RCEP 促进本国出口增长。

3. 北部湾城市群融入并利用 RCEP 自贸协定的优势

RCEP 协定的核心目标是规定参与国之间 90% 的货物

贸易将实现零关税 ; 实施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允许在整个 

RCEP 范围内计算产品增加值；拓宽对服务贸易和跨国投资

的准入；增加电子商务便利化的新规则。

北部湾城市群具有利用 RCEP 条款，发展对 RCEP 成员

国贸易的先天优势：首先，北部湾港在建设西部路海新通道

方面卓有成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北部湾港是连接西南地

区东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大陆距离马六甲海峡最近的

港口。北部湾港辐射的货源腹地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

川等省份。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西南地区承接东部

的产业转移等因素，使得北部湾港迅速成长为中国十大港口

之一。2023 年前 10 月，北部湾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2.55 亿吨，

同比增长 11.92%，其中集装箱部分完成 650.74 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16.52%。其次，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越国际跨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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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班列，以及广西经重庆到俄罗斯的班列、成都经钦州港到

巴西的海铁联运的开通。多年的努力使得钦州港通达 100 多

个国家（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广西北部湾地区与东盟山

水相依，东盟地区对中国的文化产品需求巨大，北部湾城市

群具有发展与东盟文化产品出口、旅游服务贸易等得天独厚

的条件。按照目前 RCEP 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减少

服务贸易壁垒等政策，RCEP 的签订将有利于北部湾城市群

抓住机遇，发展壮大石化、钢铁、炼油、能源、造纸以及文

化等产业，提升区域的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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