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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韩 FTA的可行性及其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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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双边贸易的日益加深, 中韩两国政府也表现出组建自由贸易区 ( FTA )的意愿。

中韩 FTA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已成为当前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

角度研究中韩 FTA的建立对两国经济的预期影响,指出中韩 FTA将对两国 GDP、经济福利、贸易条件和进出口

总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后在全面分析两国 FTA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韩 FTA早

日实现的战略步骤及中国应采取的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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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 ility and Econom ic Effects of A China2Korea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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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W ith the deepening o f reg iona l in teg ra tion and bila tera l trade, China and South Korea show ed w illingness o f

form ing free trade area ( FTA ). A t present, w hether Ch ina2South Korea FTA can be form ed and how to be fo rm ed has

becom e the focus of concern at a ll leve ls. F irstly, th is pape r fo recasted the econom ic effects o f Ch ina2Korea FTA on bo th

countries from static and dynam ic ang les respec tive ly, and got the conc lusion tha t Ch ina2Korea FTA w ou ld br ing about

positive e ffects for GDP, econom ic w elfare, term s of trade and trade volum e. And then, by ana lyzing the ba rriers and

prob lem s ex is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rm ing China2Korea FTA, the paper put fo rw ard som e stra teg ic steps and m eas2

ures to rea lize China2Korea FTA as qu ickly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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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

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组建或加入自

由贸易区的方式来加快关税减让和扩大市场准入

的步伐,通过实现区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来促进贸

易、投资和经济增长, 依托集团的力量来克服经济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

益处。事实证明,建立自由贸易区确实是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有效和最便捷的

途径。 2006年底,在WTO登记备案的地区贸易协

定多达 368个, WTO绝大多数成员国都参加了一

个或多个自由贸易区,全球贸易的 70%左右是在

各个自由贸易区内进行的,并且这一比重还在呈上

升趋势,任何国家和地区如果不建立或加入自由贸

易区, 就将失去众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就将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在这种趋

势下,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三大贸易区正在突现:欧

洲、美洲和东亚。欧盟是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区

域经济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和南美共

同市场 (M ERCOSUR )正在努力组建泛美自由贸易

区 ( FTAA )。相比较而言,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

面,东亚已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已经开始对该区

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作为东亚三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建设被认为是未来实现整个东亚自由贸

易区的关键性环节
[ 1 ]
。但是, 由于目前日本与中

韩两国间紧张的政治局势和刻骨的历史遗恨,使得

直接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变得异常艰难,要想实

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恐怕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而中国与韩国之间却无明显的政治历史问题,两国

间经济联系非常紧密而且互补性也很强,因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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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次优选择,中国可以率先启动同韩国的自由贸易

区谈判。而一旦中韩自由贸易区开始谈判,日本本

来就对中国抱有很强的竞争心理,因此会迫切希望

先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这样中韩自由贸易

区的启动就推动了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实现。然后

通过韩国的 /桥梁与缓冲 0作用, 中韩自由贸易区

和日韩自由贸易区最终将合并组建中日韩自由贸

易区。因此可以说,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实现中日韩

自由贸易区的突破口
[ 2]
。

2 预期经济效应及冲击

2. 1 分析方法及模拟方案

本文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CGE )中最常

用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GTAP), 来模拟分析中韩

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预期经济效应。分析所采用

的数据库为基于 2001年的 GTAP_6数据库。为了

能够全面考察贸易自由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本

文分别使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静态 CGE

模型 )和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资本累积 CGE

模型 ), 分别测度了两种减税方案下自由贸易区的

经济效应。静态 CGE模型测出的主要是资源再配

置引起的短期效应, 而动态 CGE模型测出的结果

不仅包括短期效应还包括中长期的资本累积效应,

这种资本累积效应是静态效应引致的高储蓄和高

投资的结果。方案 I表示在农产品和制成品关税

壁垒完全消除的情况下,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

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方案 II表示在农产品和制

成品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完全消除和服务贸易壁

垒减少 50%的情况下, 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对宏观

经济变量的影响
[ 3]
。

2. 2 模拟结果及分析
首先, 从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两国 GDP

和经济福利的影响来看, 由表 1可知, 中韩自由贸

易区可以给中国和韩国的 GDP增长带来明显的促

进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总量经济规模较大,中韩

自由贸易区对中国 GDP影响的程度不如韩国。其

中,在静态模型的第一种方案中, 中国的 GDP和福

利将分别上升 0. 395%和 0. 073%, 而韩国的 GDP

和福利将分别增长 2. 443%和 1. 132%。如果中韩

贸易自由化按照第二种方案执行, 中国的 GDP和

福利将增长 0. 401%和 0. 084% , 而韩国将增长

2. 472%和 1. 164%。方案 II之所以比方案 I增加

的福利不多,主要是由于服务业贸易在中韩双边贸

易中所占比重过小造成的。

表 1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静态模型 )  (% )

方案Ñ GDP增加 经济福利增加 出口增加 进口增加 贸易条件

中国 0. 395 0. 073 3. 537 4. 732 0. 154

韩国 2. 443 1. 132 4. 756 5. 152 1. 235

方案Ò

中国 0. 401 0. 084 3. 561 4. 763 0. 154

韩国 2. 472 1. 164 4. 787 5. 182 1. 237

资料来源: GTAP模拟结果。

  表 2是用资本累积 CGE模型估计的结果, 资

本累积 CGE模型既包含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短期静

态收益,也包含了中长期的动态增长收益,这种动

态增长收益主要来源于由两国贸易条件的变化、资

源重新配置和资本累积所带来的收益。从表 2中

可以看出, 在资本累积模型的第 II种减税方案中,

中韩自由贸易区对韩国 GDP和福利增长的促进作

用竟分别高达 3. 174%和 3. 03%。

表 2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资本累积模型 )  (% )

方案Ñ GDP增加 经济福利增加 出口增加 进口增加 贸易条件

中国 0. 584 0. 593 3. 733 4. 944 0. 128

韩国 3. 132 2. 989 5. 433 5. 858 0. 942

方案Ò

中国 0. 594 0. 603 3. 862 4. 98 0. 127

韩国 3. 174 3. 03 5. 477 5. 903 0. 939

资料来源: GTAP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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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贸易条件的变化来看, 中韩自由贸易

区使成员国的贸易条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特别是韩国在贸易条件改善方面获益最大。根据

表 1和表 2, 中韩自由贸易区成立后, 中国的贸易

条件改善幅度将增长 0. 127% ~ 0. 154%, 而韩国

贸易条件的改善幅度将增长 0. 939% ~ 1. 237%,

韩国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中国。由于韩国目前在

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相当开放,其主要贸易产品的

关税已经降到很低,从整体上来说, 中韩自由贸易

区对韩国的开放压力并不大 (尽管对农产品的压

力很大,但由于农产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比重较

小,因此总体效果并不显著 ), 所以其贸易条件改

善比较明显。

最后,从贸易流量效果来看, 中韩自由贸易区

对中韩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均产生了明显的促

进作用 (见表 1和表 2)。其中,中国的出口增加幅

度为 3. 537% ~ 3. 862%,进口增加幅度为 4. 732%

~ 4. 98%; 而韩国的出口增加幅度为 4. 756% ~

5. 477% ,进口增加幅度为 5. 152% ~ 5. 903%。就

中韩 FTA 对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影响来看 (见

表 3) ,中韩双边贸易将增长 (这与前面的分析相一

致 ), 而两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都将下降。中国对

韩出口增加幅度为 142. 2~ 145. 5亿美元,韩国对

华出口增加幅度为 139. 98~ 145. 01亿美元。尽管

中国和韩国对其他非成员国的出口下降,但两国各

自的总出口额还是都增加了, 中国的总出口额增加

了 132. 72~ 143. 21亿美元, 韩国总出口额增加了

70. 85~ 89. 38亿美元。

表 3 国家间出口贸易额的变化  (亿美元 )

静态模型 (方案Ñ )

中国 韩国 其他

资本累积模型 (方案Ò )

中国 韩国 其他

中国 - 139. 98 - 12. 12 - 145. 01 - 9. 60

韩国 142. 20 - - 71. 52 145. 46 - - 63. 34

其他 - 9. 48 - 69. 13 40. 05 - 2. 25 - 55. 63 42. 16

总体 132. 72 70. 85 - 43. 59 143. 21 89. 38 - 30. 88

资料来源: GTAP模拟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无论是从静态

模型测算的结果来看还是从资本累积动态模型测

算的结果来看,无论是采取减税方案 I还是采取减

税方案 II,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将对两国

GDP、经济福利、贸易条件和进出口总量产生积极

和正面的影响。

3 面临的问题及阻碍因素

3. 1 日益扩大的中韩贸易不均衡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商品结构

的差异,中国对韩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扩大的局

面。2006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为 453亿美

元,比上年增加 8. 6%。 2007年, 中国逆差为 477

亿美元,又比上年同期增加 5. 3%。在韩日 FTA的

发展过程中,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扩大使东亚最先提

出的韩日 FTA在进行六轮谈判后就陷入了遥遥无

期的中断状态
[ 4]
。因此, 在中韩贸易不均衡一时

难以根本的改变的情况下, 中韩 FTA也可能会遇

到一些波折,双方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3. 2 来自韩国农业方面的抵制

农业是韩国最敏感的生产部门。在 WTO谈

判和与东盟以及美国、智利等国的 FTA谈判中一

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在 WTO 的坎昆会议和

香港会议期间, 韩国农民和农业团体都在会场附近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在韩美 FTA、韩智

FTA等的谈判中,韩国农民和农业团体也都强烈反

对涉及农产品自由化的条款, 甚至要求韩国政府停

止谈判, 废除已经达成协议的韩美 FTA和韩智

FTA。所有这些, 都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鉴于中韩两国有 233种农产品相互竞争, 韩国

政府在中韩 FTA谈判中也会面临来自韩国农民和

农业团体的很大压力
[ 5]
。

3. 3 韩国对 /产业空洞化 0的担忧

韩国部分人士担心,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后,

由于劳动力成本差异过大,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

势会像巨大的磁场一样,将韩国的投资吸引过去,

从而形成韩国本土的 /产业空洞化 0。此外, 中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也表明,中韩自由

贸易区成立后, 70%的在华韩国企业将通过增加投

资、利润再投资以及新设工厂等方式加大对中国的

投资力度, 由此看来,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确对他们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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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美国可能会产生的消极阻碍作用

区域合作的加强本来就意味着地区向心力协

调作用的加强。但是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能否以

两国的国家利益为主导尚存疑问。由于美国在东

北亚地区的经济以及政治安全问题上有着很多利

益关系,因此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表现

出高度关注。尽管只要遵守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

贸易安排的约束 ( GATT第 24条, GATS第 5条 ),

美国无法谴责特定国家之间组建 FTA,但由于中国

和韩国对美国市场都高度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进口市场和最大的军事强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加

强贸易限制等手段和方法表现出不满。

4 推进方案及战略选择

4. 1 完善两国间多层面的对话协调机制

首先,应该完善两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对话与交

流。可以考虑在中韩两国之间建立 /全面经济伙

伴 0关系 ( CEP) ,形成一个由各磋商机构联系在一

起的 /一揽子 0合作机制, 以便加强各领域合作之

间的关联性,使整个合作机制更加有效。其次,应

当充分联合官、产、学三方的力量,在更多层面上开

展对话合作。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企业和非政

府组织 ( NGO)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韩经济

合作长期根植于民间交流,有着良好的民间合作基

础,因此应充分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 采取官民并

举的方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尽管中韩

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要遵循 WTO的有关条款,

但在制度安排的具体方式、内容、时间表等方面,两

国实际上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多种。而要提出一种

为各方都接受的最优方案,则需要政治家们的政治

智慧和战略抉择,也需要企业家们寻找他们共同利

益的所在,更需要学者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超越

眼前各种利益集团的羁绊,大胆地提出具有建设性

的意见
[ 6]
。

4. 2 推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合作进程

中韩自由贸易区需要机制化建设,但在进行正

式谈判之前,可以通过加强两国经贸领域的进一步

合作为将来的谈判奠定基础。首先, 可以建立和加

强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调制度,在各自国内成立贸

易争端预警机制,从而可以尽量减少突发事件对双

边正常贸易关系的不利影响; 其次, 还可以建立两

国贸易促进磋商机制, 各方成员的政府官员、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都可以通过定期对话了解双边贸

易中存在的问题,并有权向政府及相关社会机构提

出政策建议以减少贸易摩擦; 再次, 应明确各自的

贸易纠纷申诉和调节机构,并保证各机构间实行定

期的信息和工作交流;最后,还可以通过加强海关

合作,来逐步推进两国贸易便利化进程, 其具体方

式可以借鉴 5京都公约 6和 5协调制度公约6,建立
预归类、预申报、预清关以及两国海关间的资料共

享制度。此外, 还可以借鉴 WTO的 5海关估价协

议6、5原产地协议 6和 5知识产权协议 6, 通过采用
风险管理技术来实现 /一站式 0服务等等。

4. 3 确定敏感产业并实施合理的过渡期安排

在进行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之前,需要通过审

慎的研究确定出我国将受冲击的敏感产业部门,这

样做可以使我们在谈判时清楚地知道哪些产业需

要特殊对待,从而可以在谈判中尽量争取留有余地

的分阶段消减关税的时间表, 或作为关税减让特例

的敏感产品的数量, 以便为敏感产业部门的企业提

供一个过渡期, 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产业结构调整

成本。

首先, 由于中国的农产品相对韩国有着很强的

竞争力,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 中国的农产品

对韩出口将会增加很多, 从而韩国国内的农产品市

场将受到巨大冲击, 因此农产品开放问题将成为未

来谈判中来自韩国方面的最大阻力,如何确定农产

品关税减让的品种及其时间表将是未来中韩 FTA

谈判的难点之一。其次, 中国的纺织服装等低技术

产品不仅相对韩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在国际

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中韩自由贸易区

建立后中国的纺织服装等低技术产品出口也有望

增加, 但同时应该看到, 中国纺织业的上游部门

(化纤、面料等 )却相对落后,这些部门估计将在关

税减让中受损。第三,由于中韩两国在高技术产品

领域主要是处于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状态,因此可

以预测,中韩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 中国高技术产

业在最终产品出口增长的同时,中间产品和资本品

的进口也会增长。最后, 中国在中等技术产品上相

比韩国竞争力很低而且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间分工

状态, FTA的关税减让将对国内这些产业产生较大

冲击,因此,如何选定分阶段消减关税的品种以及

如何确定关税消减时间表也将成为未来中韩谈判

的焦点
[ 7]
。

4. 4 中韩 FTA推进过程中应遵循渐进性原则

由于中韩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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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身的区域发展也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

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因此,在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应该从相互尊重

各国广泛的多样性出发, 遵循先易后难、先局部后

整体的渐进性原则。首先, 从 FTA具体涵盖的内

容来看,可以从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始,逐步

向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消除区域内货币间的汇

率波动、服务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以及知识产权保

护、竞争政策、环境、劳动、经济合作等方面进展;其

次,从 FTA关税减让所包含的品种来看, 对于两国

谈判中那些最为棘手的 /瓶颈产品 0, 同样也可以

采取渐进性原则来加以解决。例如, 由于未来新一

轮WTO贸易谈判将主要讨论最敏感的农产品和

纺织品贸易问题,因此,可以把韩国对中国的农产

品开放搁置到未来的多边机制中去解决, 而目前先

就两国较为成熟的、易于达成协定的领域进行谈

判,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考虑签订针对某一产品或

某一行业领域的早期收获协定
[ 8 ]
。

最后,在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的基础上, 两

国中央政府应尽快着手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协

商与谈判,以期尽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根据

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的承诺时间表, 该区域内所

有发达国家将在 2010年前完全开放贸易, 而所有

发展中国家也将在 2020年前完全开放,虽然这一

时间表没有机制性约束, 但中国一向重视和自觉履

行该承诺, 因此对中国来说,只有在 2015年之前实

现中韩自由贸易区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把未

来 7年设定为中韩之间实现完全自由贸易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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