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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亚的 F T A 热潮

张 滨 阳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

北京 10以为 1 )

〔摘要 ] 进入 21 世纪
,

亚太地 区形成了一股 P r A 热潮
。

推动这股热潮的力量既有各国发展 自

由贸易的愿望
,

又有各国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 的考虑
,

还跟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各国负责自由贸易谈

判的官僚机构膨胀有着某种联系
。

在如何评价 F T A 的问题上
,

有观点认为双边或 区域性的贸易安

排与全球性的 自由贸易是
“

相互 融合
、

相互促进
”

的
“

共生
”

关系
。

但是 同样不可忽视 的是
,

地区自由

贸易安排的确也给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挑战
。

考虑到地理位置等因素
,

近来形成的 F L气的效

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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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A 是自由贸易协定 ( F , T r a d e A笋 em en )t 的

简称
。

它是指在成员国之间达成的大量减少贸易壁

垒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

在当今国际经贸领域
,

除 了

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贸易组织 ( WT O )之外
,

在双边和地 区层次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排他性 自由

贸易安排
。

建立于 19 57 年的欧盟 ( EU
,

当时称作欧

洲经济共同体 E E )C 是 目前规模最大的地区性自由

贸易协定
。

据 双门戊) 统计
,

现在约有 50 % 的世界贸

易发生在有贸易协定的国家之间
。

东亚形成 叮A 热潮

冷战结束以后 J T A有激增的趋势
。

截至 2以叉〕

年 5 月
,

已经向 W n〕 申报并生效的 门
,

A 有 120 例
,

其中冷战后生效的就有 85 例
,

占了 70 %
。

其中影响

比较大的有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NA

F T A
,

199 4 年生

效 )
、

东南亚 国家联盟 ( A SF 流N ) 自由贸易区域 ( A F
-

TA
,

199 2 年生效 )
、

南美南部共同市场 ( 199 5 年生效 )

等
。

可以说
,

近年来 F T A形成了一股热潮
。
川

自 2 X() 2 年夏天 以来
,

在全球有超过 20 个 FT A

谈判已经启动或者被相关国家和地区提
_

L议事 日

程
。

2以)2 年 n 月 4 日中国和东盟 10 国签署了《全

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同意在 2 01 0 年以内建立
“

中

国一东盟 自由贸易区
” 。

n 月底
,

日本和新加坡于

2 0( )2 年 l 月 13 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

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积极倡导者
。

它除了

已与日本达成协议外
,

还 同新西兰
、

瑞士
、

美 国等国

进行谈判
。

日本也正在和韩国
、

墨西哥
、

菲律宾等国

进行谈判
。

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 10 国除 了与中

国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外
,

也正在同日

本
、

印度和美国接触
。

此外
,

美国也是 月诱 的积极

推动者
,

它正在和大约 10 个拉美国家
、

数个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摩洛哥
、

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谈判
。

看来
,

进人 2 1世纪后
,

曰诱 又延续了 2()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热潮
。

不过现在这一热潮又有其不同以

往的特点
。

其一
,

砰A 热在环太平洋地区
“

热度
”

比



较高
,

而尤以东亚地区的密度大
、

热情高
、

成果多
。

东亚地区已经形成 FTA 热潮
。

这反映了这一地区

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相对较好的经济前景 ;其二
,

一些以前对 FTA 持观望态度的国家或地区现在都

积极加人了这股热潮之中
。

此前
,

从 W
,

1飞〕公布的材

料来看
,

在国民生产总值 ( G D P )居世界前 30 位的国

家或地区 中
,

尚未缔结 FT A 的只有 中国
、

日本
、

韩

国
、

台湾 4 个
,

目前这 4 个国家和地区或者已经签订

F TA 或者正在和有关国家或地区谈判签订 I T A
,

而

且大多有数个 n 人谈判同时进行
。

二
、

rrF A 热背后 的动 因

部长杨荣文说
,

恐惧和不安全是 I T A 背后的推动力

量
。

日本的经济官员也说
,

日本选择和新加坡谈判

签署 F TA 主要是为了检验 日本在东南亚是否能
“

在

政治上被接受
” 。

z[] 同样
,

台湾 当局选择和 日本
、

美

国
、

东盟签订 n
,

A 主要是为了抵消大陆与台湾 日益

加深的经济交流趋势和与美 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

最后
,

不可忽视的是
,

F T A 热潮涌动也和乌拉圭

回合谈判后各国负责自由贸易谈判的机构和人员膨

胀有关
。

由于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
,

能在双

边和地区层次上达成 自由贸易协议
,

也成为贸易官

员和机构表明自己工作绩效的证明
。

因此
,

F f A 热

又有了这样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来推动
。

此番 F FA 在亚太地区形成热潮
,

有以下原因
:

第一
,

亚洲国家在经历了 199 7 年开始的金融危

机后
,

对自身经济脆弱性的担心促使它们寻求建立

更紧密的地区联系
,

以便共同抗击风险
。

第二
,

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进展缓慢是促使

F r A热形成的原因之一
。

乌拉圭 回合多边谈判后
,

W ID 仍然面临核心问题的挑战
。

但是在美 国西雅

图举行的第三届部长会议失败后
,

原定的
“

新千年回

合
”

谈判受阻
。

而 2X() 1 年 n 月多哈第四届部长会

议后
,

由于 W l t ) 成员各方存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

分歧
,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仍然举步维艰
。

在这种

情况下
,

F r A 就能起到一种从外围突破的作用
。

由

于 f T A牵扯的方面相对较少
,

所以与 矶叮D 费时费

力的多边谈判相 比
,

更灵活
、

更容易达成协议
。

而且

一旦取得进展
,

也会对其它谈判起到推动作用
。

第三
,

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促成了东亚的 F TA

热
。

中国现在被称为
“

世界工厂
” ,

有报道说 2以〕2 年

中国吸引的国外投资超过 5 00 亿美元
,

首次超过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吸收外资国
。

西方有句名言
:
如果

你不能战胜对方
,

就加人对方
。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

经引起了邻国的震动
,

它们害怕中国逐渐吸走他们

的就业和出 口机会
。

因此
,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评

论东盟选择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时说这是东盟

的
“

明智之举
” 。

第四
,

东亚 FT A 热不仅有经济上的动因
,

还有

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
。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

三
、

F T A 热潮 的评价

F l
,

A 热潮反映了国际贸易领域内区域主义复活

的势头
。

双边和地区性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体制之

间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

一种观点认为
,

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是
“

共生
”

的关系
,

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
“

相互融合
、

相互促进
、

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
” 。
闭一般认为

,

区域性的

贸易安排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 目的是一致

的
,

即推动自由贸易的达成
。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观点来看
,

一定的生产关系反映了一定的生

产力水平
,

双边或地区性 自由贸易安排正反映了 当

前国际贸易领域的
“

生产力
”

现实
,

随着条件不断成

熟
,

地区主义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
。

而且
,

相对比较容易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能够通过
“

自行车原理
” ,

推动全球贸易 自由化的发展
。

41[ 另

外
,

无限次博弈 中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理论 (即

“

无名氏定理 ,’) 说明了具有报复能力的区域集团会

在非合作博弈中达到互不攻击的合作均衡
。

因而
,

尽管各种贸易安排不断涌现
,

但是类似 20 世纪 30

年代
“

画地为牢
”

的区域集团之间贸易战的情况则不

大可能再出现
。

但是
,

不可否认
,

地区 自由贸易安排

的确给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挑战
。

首先
,

区域

贸易安排能否达到全球贸易自由化进而促进世界福

利最大化还是个问题
。

如果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规

模不变
,

那么 FT A 对世界福利的影响将取决于协定



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大还是贸易转移效应大
。

闭 如果

是贸易转移的效应大
,

那么将会降低世界福利的水

平
。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米德 19 55 年的分析
,

当 一个

同盟内的关税逐步向零削减时
,

贸易转移对贸易创

造的比例将会增大
。

欧盟
、

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区

( N A F T A )的 出口 贸易变化似乎证明 了这一 点
:
据

W p D统计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

美 国
、

加拿大和

墨西哥三国的地区内贸易比重接近 42 %
,

而在北美

自由贸易区 ( NA FT A )成立以后
,

北美三 国区内贸易

的比重陡然上升
,

达到了 56 %
。

川其次
,

n
,

A 也可能

浪费有限的谈判资源
,

分散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

的注意力
。

而且众多的 F r A 同时存在
,

也增加了企

业的成本
。

一个企业如果要同几个属于不同 门决

的国家进行贸易的话
,

它就不得不考虑去适应它们

不同的标准和规定
。

因而
,

实际上 FT A 又为自由贸

易制造了新的障碍
。

此外
,

还必须考虑交叠重复的

FT A对不同国家的影响
。

比如
,

甲
、

乙
、

丙三国缔结

rF A 有两种方式
,

一是三国组成自由贸易区
,

一

二是 甲

分别与乙和丙达成协定
,

形成以甲为中心的
“

轴心一

外围
”

安排
。

在后一种情形 下
,

乙
、

丙两 国的贸易为

了免税而取道 甲国
,

造成运输
、

管理及寻租等资源浪

费
,

给三国带来的总福利收益较小
。

同时在利益分

配上
,

甲国赢利而外围国受损
,

表现在
: 甲国能降低

进口成本
,

而乙
、

丙两国却不能 ;轴心 国在所有市场

上均取得竞争优势
,

并在本国产生不可逆的投资聚

集效应 ;外围国面临的行业自由化调整成本要 比三

国达成自由贸易区时更高
。

闭 东盟在同中国达成

F T A 的同时
,

还在同美
、

日等国谈判
。

实际上
,

在东

亚正在形成以东盟为轴心的 FT A 网络安排
,

东盟的

愿望似乎是在经济上也能起到平衡本地区各大力量

的作用
。

而对处于
“

外围
”

的中国来说
,

如果不想办

法自建
“

网络
”

或扩大 F工A 范 围
,

就将处 于不利 地

位
。

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跨区域甚至跨大

陆的特点
,

即有意签订 月诱 的国家往往相距甚远
,

这也给这些 F TA 能否 达到促进 自由贸易的目的打

上了一个问号
。

北美 自由贸易区取得 了巨大的成

功
,

5[] 但这与其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是分不开的
:
其

一
,

在 11 决谈判之前
,

北美国家之间已经有了很强

的贸易联系 ;其二
,

北美经济
,

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

之间直接投资的数额巨大
。

而墨西哥接受的直接投

资有 2/ 3 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其三
,

北美经济联系

还受益于彼此之间长期而广泛的人员流动
,

三国之

间边境的人员 和货物往来规模巨大
。

总而言之
,

地

缘优势和已经存在多年的彼此开放的事实促使北美

经济的整合水到渠成
。

根据 Hell iwe U 的重力模型
,

国内贸易的频度要

比国际贸易高得多
,

而在国际贸易中
,

有共同陆地边

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要比陆地边境不相连接的国家

之间的贸易强度 ( ,份 d e in et ns iit e s )更大
。

16] F n u l k e l 和

oR se 发现
,

在其它因素不变 的情况 下
,

有贸易往来

的两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10 %
,

它

们之间的贸易强 度就会下降 10 %
。

川 因此
,

尽管近

来人们对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 的热情不减
,

但考虑到一些客观因素
,

近来形成的 F TA 热潮效果

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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