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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全球已经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多达1200多个，数量大、类型丰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日趋综合，管理也得到不断加强。自由贸易区

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及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全球自由贸易区的现状特点，尤其是影响自由贸易区产生

和发展的地缘政治因素进行相关研究，对于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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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核心概念概述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通常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

区通过谈判达成一定的条约或协议，并在条约或协议中约定相互

之间取消关税或者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约定，在海关管理范围以

外另划一片特定区域，在这片区域里外国商品豁免关税，并可自由

进出。从自由贸易区的这个定义来看，其本质就是一个关税隔离区，

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区包括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的进口关税豁

免地区、转口贸易区以及自由港。

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自由贸易区分别是：成立于1994年
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于1948年的科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于

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

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主要有静态效应与动态效应两个方面的影

响。静态效应主要是通过“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来实

现的，贸易创造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域内成员之间因为关税壁垒的

取消使得贸易的成本下降，从而使得本国家或地区内较高成本的产

品被自由贸易区内其他成员的低成本产品替代，并因此给区域内进

出口双方都带来更多的机会与利益。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因为自由贸

易区内的贸易限制较少成本较低使得一国将原来与自由贸易区外

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转移到自由贸易区内的成员国之间进行。动

态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竞争效应”与“市场扩张效应”来实现的，

促进竞争效应是指随着自由贸易区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将促进

自由贸易区内原本垄断行业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服务

质量。市场扩张效应指的是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区域内贸易规

模的不断扩大，将会产生产品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由这种规

模效应带来区域内产业集聚的效果。

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从产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

地缘政治的涵义也存在诸多争议。前苏联的拉祖瓦耶夫认为地缘

政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地缘政治强调地理与政治

的关系，并侧重分析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其二是将地缘政治用于解

释列强争夺地区优势以及权力的全球性竞争情况；其三是反映国

际舞台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权力的斗争与主权国际或地

区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奥图赛尔认为地缘政治主

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描述特点区域的明显的外部事

实特征，如石油、资源、信息、经济等等；其二是等同于现实政治，力

求实现在世界政治中维持“有利的均衡”；其三是等同于大战略，这

一观点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因素视为其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

一。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起来之后，历经“海权论”、“陆权论”、“空权

论”三个发展时期，现在已经相对成熟，成为人们分析国家战略与

安全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与武器。

众所周知，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政治就是上层建筑的

形态之一。地缘政治对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相对某一区域内的地缘

经济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与导向作用，而区域内的地缘经济情况往

往又主导着该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形势和走向。

2 全球自由贸易区的概况及其地缘政治因素

2.1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情况及其地缘政治因素分析

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是
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组成的。三国于1992年就《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

效，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成立之初

就拥有3.6亿消费人口，1994年贸易区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超

过6万亿美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是一个

充满雄心的计划，以自由贸易为理论基础，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形式

来达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全面自由化，进而带动整个北美地区的

经济贸易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比

邻而居，三国地理位置相邻，社会发展水平、地域文化背景、生活习

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三国之间相互的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加之各个国家经济结构与产

业结构的发展差异互补性使得三国在经济尚相互依赖程度较高，

基于这些因素，在三国之间加强经济合作，促进贸易自由成为三国

共同的愿景。

2.2 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情况及其地缘政治因素分析

成立于1948年的科隆自由贸易区，位于巴拿马科隆市的东北

部，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科隆自由贸易区内实现了货物进口

自由，没有配额限制，并且不缴纳进口税；在自由贸易区内货物转口

自由，也不用缴税。除此之外，设在科隆自由贸易区内的企业只要其

产品向美国或欧洲出口都不受配额限制还享受优惠关税。由于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现在科隆自由贸易区

的年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元，转口贸易额近百亿美元。 从地缘政

治的角度分析，科隆所在的巴拿马国位于中美洲南端巴拿马地峡，

南濒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东连哥伦比亚，西接哥斯达黎加。所处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美地区重要的贸易转口港。独特的地理位

置使其在世界诸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成为自由贸易也是必然的事情，科隆自由贸易的设立使得世界各

地的商品云集到此，并且降低了交易成本，在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商

品来源中来自中国大陆(含香港)占到29.5％、中国台湾的11.3％、日

本的7.1％、美国的9.7％。

2.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情况及其地缘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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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一起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该贸易区于

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

总额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一个

涵盖11个国家、19亿多人口、贸易区内GDP总量达到6万亿美元的巨

大经济实体，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

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因素：一是11国山水相连，息息相

关，国家相互之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也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

二是11国在资源禀赋方面各具优势，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具备合作

潜力；三是11国在国际社会上有广泛的共同语言和利益，对经济发

展有稳定和增长的共同愿望；四是11国外交关系友好系，政治经济

关系不断加强，已经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全球自由贸易区的地缘政治因素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3.1 在对外经贸伙伴关系建设中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对策的

重要参考依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与地形及资

源也是一国制定战略的依据，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指出，地

缘政治应用于根据地理要素来筹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政策，

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基本上决定着其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经济贸

易政策的目标和特点。

3.2 充分发挥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进行对外贸易之时，要充分考虑影响国内经济的直接性因素

与间接性因素。直接影响因素即“生产的因素”，指直接参与社会生

产过程的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直接影响因素对区域经

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间接影响因素指通过直接影响因素对

社会生产过程间接发生作用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

口、科技、教育、经营管理、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经济技术协作、经济

体制和经济政策等。间接影响因素一般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劳动力

和生产资料的质量来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

贸易中充分利用本国优势，获得利益。

3.3 坚定不移奉行睦邻友好策略

地缘政治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

响，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实施

睦邻友好战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

深化多边经济贸易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

之间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尤其是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哈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北亚经济圈等战略性机遇，促进地区经济的

增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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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后危机时代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经营策略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欧珣  马思佳

摘 要：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很多不足，本文通过分析这些不足的原因，提出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应该如

何建立自己一套新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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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

能够满足社会需要并且可以增加就业，在此基础上要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职工的人数在500人以下，销售额在15000元之内的从事外

贸经营活动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金融危机过后，我国

的中小型外贸企业逐渐开始复苏，对外贸易开始稳步回升，但是我

国的外贸企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是差强人意。因此，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需要在危机过后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以使企

业能够在危机中持续经营。

1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不足

1.1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中技术含量最低的部分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凭借人力资源充足的

优势，主要生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技术做支持，这使得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的附加值少，获取的

利润少。相应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因为一旦处于国外拥有技术

的企业在危机中处于不利地位，便会减少订单，使得我国中小型外

贸企业的业务量减少，由于自身没有产品的技术，因此就无法继续

生产。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广州、温州倒闭的中小型外贸企业达到

了几万家，这些外贸企业几乎都是从事初级加工的企业。

1.2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财务体制不健全

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因此其财务机制就没

有大型企业健全，这使得他们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其他

渠道进行融资，而这种融资的代价往往比通过正规银行融资的大。

而自身本来资金规模就小，在危机时，由于业务量减少，资金流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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