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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经济体利益取向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结构多边化是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新特征，
是新区域主义在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下的调整与发展，也是经济 体 追 求 自 身 利 益 的 客 观 需

要。本文在分析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和新特征基础上，对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实施进

程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多边化区域主义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中国应该反思过去参与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合理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和扩展利益空间，长远布局符

合中国利益的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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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区域主义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蓬勃发展是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最令 人 瞩 目 的 事 件，亚

太地区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区域，区域性贸

易协定大量涌现。在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大潮中，亚太

经济体对于缔结双边ＲＴＡｓ普遍表现出积极态度，双

边ＲＴＡｓ数量也迅速增加。截止２０１２年５月，亚 太

地区 经 济 体 共 参 与 的 ＲＴＡｓ达１７５个，其 中 内 部

ＲＴＡｓ有５６个。ＷＴＯ将这些区域性贸易协定分为四

种 不 同 类 型，即 关 税 同 盟 （ＣＵ）、优 惠 贸 易 协 定

（ＰＴＡ）、自由 贸 易 协 定 （ＦＴＡ）以 及 服 务 贸 易 的 经

济一体化协定 （ＥＩＡ）。
进入新世纪以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很

多新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收益目标的扩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 的 多 边 化，
这些新特征必将会对区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

响。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并正在积极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因此需要谨慎应对亚 太 区 域 经

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特征。
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特征

区域主义是区域内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一种方

式，与多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相

对应。区域主义的形式会因为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的

发展而变化，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

域主义两 个 阶 段。新 区 域 主 义 经 过２０多 年 的 发 展，
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局面，逐渐变

革并出现新的特征。亚太地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活跃地区，这些特征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成员方利益取向的多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内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

体都是通过让渡部分主权而获得收益补偿。在新区域

主义条件下，不同经济体在ＲＴＡｓ中的收益取向差异

很 大，根 据 Ｗｈａｌｌｙ （１９９６）、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和 Ｐｏｒｔｅｓ
（１９９８）、Ｓｃｈｉｆｆ和 Ｗｉｎｔｅｒｓ（１９９８）、李向阳 （２００３）、
樊勇明 （２００８）等的研究，新区域主义中不同经济体

参与ＲＴＡｓ的收益目标见表１归纳。
如表１所示，在新区域主义背景下，经济体的利

益取向已经由传统的贸易收益转为经济利益，并兼顾

非经济利益。新区域主 义 经 过２０多 年 的 发 展，经 济

体的收益目标也逐渐多元化，一是由经济收益变为非

经济收益和经济收益并重；二是在经济收益中，由货

物贸易收益向服务贸易收益、投资收益等其他非贸易

收益转化。从近年来新组建的ＲＴＡｓ协议就不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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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的利益取向变化，如美国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

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就非常广泛，这是为了实

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抵消中国、日本等国日渐增

长的影响力。
表１　新区域主义中不同经济体参与ＲＴＡｓ的收益目标

类　别 大国 小国

经济利益

１．传统的贸易收益

２．稳定的区域市场

３．增 加 在 多 边 贸 易 谈

判中的筹码

４．提升贸易报复能力

１．传统的贸易收益

２．获得投资与促进经济

增长

３．进入大型经济体市场

的保险

非经济利益

１．获得区域主导权

２．推 进 意 识 形 态 与 政

治制度的扩张

３．巩固周边战略安全

４．谋求全球霸权

１．提高政府信誉

２．信息传递作用

３．增强谈判能力，降低

谈判成本

４．建立机制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５．获得稳定的区域性公

共产 品 供 给 （安 全、能

源、外交等）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经济 体 在 ＲＴＡｓ中 利 益 取 向 的 变 化 也 体 现 为

ＲＴＡｓ的内容变化。ＲＴＡｓ协议由基本内容和特定内

容两部 分 构 成，基 本 内 容 根 据 ＧＡＴＴ∕ ＷＴＯ条 款

制定，没有太大区别。特定内容是经济体根据自身或

者伙伴国的情况制定，反映了经济体利益取向的变换

与差异性。表２是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参与ＲＴＡｓ协

议中的特定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对特定内

容利益的追求明显比发展中经济体要丰富。
（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多边化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多边化趋

势明显。由于亚太地区的ＲＴＡｓ数量的持续增长，不

可避免 的 导 致 了 意 大 利 面 碗 效 应 （ｓｐａｇｈｅｔｔｉ－ｂｏｗ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面碗效 应 的 恶 化 使 经 济 体 参 与ＲＴＡｓ的 成

本与 收 益 发 生 改 变，也 阻 碍 了 ＲＴＡｓ的 资 源 配 置 功

能。因此，在面碗效应存在的条件下，维持经济体原

有收益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破ＲＴＡｓ的

排他 性 与 封 闭 性，这 就 为 ＲＴＡｓ的 多 边 化 注 入 了 动

力，并最终形成了多边化区域主义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它是指双边及区域性ＲＴＡｓ突破自身

封闭性而进行对外开放与整合的机制，它是当今国际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趋势。多边化区域主义根

源于新区域主义，是新区域主义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下的调整与发展，是实现要素跨 国 配 置 的 有 效 途 径，
也是经济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客观需要。因此，学术界

在区域主义和 多 边 主 义 的 关 系 上 一 直 存 在 的 “绊 脚

石”和 “垫脚石”之争，有望随着多边化区域主义的

出现而结束。
表２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ＲＴＡｓ协议中特定内容对比表

国　　别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美国 日本
澳大

利亚
智利 墨西哥 韩国 东盟 中国

特
定
内
容

１、 环 境

标准
Ｙ　 Ｙ　 Ｙ　 Ｙ　 Ｙ

２、 劳 工

标准
Ｙ　 Ｙ　 Ｙ　 Ｙ　 Ｙ

３、劳 动 力

流 动 和 商

业 人 员 临

时进入

Ｙ　 Ｙ　 Ｙ　 Ｙ　 Ｙ

４、 贸 易

救济
Ｙ　 Ｙ　 Ｙ

５、工 业 和

农 业 的 发

展与保护
Ｙ　 Ｙ　 Ｙ

６、经 济 合

作条款
Ｙ　 Ｙ　 Ｙ　 Ｙ　 Ｙ

７、能源 Ｙ

８、 商 业

环境
Ｙ　 Ｙ

９、 电 子

商务
Ｙ　 Ｙ

１０、 早 期

收获计划
Ｙ　 Ｙ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ＴＯ网站上的资料整理。

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主要表现是 “泛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的 出 现。由

于ＡＰＥＣ的 内 在 缺 陷 使 其 在 整 合 区 内 ＲＴＡｓ上 力 不

从心，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需要新平台，这个平台将

能为亚太地区所有的主要经济体提供排他性的制度约

束。目前，ＴＰＰ正向此方向发展，这个原由新加坡、
文莱、智利和新西兰 （简 称Ｐ４）四 个 ＡＰＥＣ成 员 组

成的小规模自由贸易 区，随 着２０１０年 美 国 高 调 宣 布

加入谈判而变 得 引 人 瞩 目。美 国 力 图 以 ＴＰＰ为 蓝 本

实行 “４＋Ｘ”战 略，给 美 国 提 供 一 个 包 括 更 广 泛 成

员的ＦＴＡ的 “基准平台”，避免了与其他国家逐个达

０２

《亚太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成双边ＦＴＡ而节约谈判资源，形成ＴＰＰ的 “基准协

定文本”可 适 用 于 在 未 来 有 意 加 入 的 新 成 员。ＴＰＰ
是美国利益的完全体现，其谈判内容包括了农产品贸

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技术壁垒、投

资保 护、政 府 采 购、原 产 地 规 则、环 境 与 劳 动 标

准①。美国通过ＴＰＰ可以获得扩大出口、促进就业等

方面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美国 “重返亚

洲”的战略意图，抵制排斥美国的 “东亚共同体”的

形成，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并重建

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 动 因 主 要 来 自 两 个 方 面：

一是面碗效应阻碍了经济体获得参与ＲＴＡｓ的收益；
二是 亚 太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现 实 需 要。随 着

ＲＴＡｓ的泛滥性增长，面碗效应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

问题，尤其是在东亚和美洲环太平洋地区。东亚地区

的ＲＴＡｓ结构非常混乱，东盟构筑了一系列以其为核

心的地区合作机制，包括 “１０＋ｌ”、“１０＋３”、“东亚

峰会”和 “东南亚区域论坛”等，东盟成员国还分别

与亚太地区的大国缔结了ＲＴＡｓ协议，中日韩等经济

体也在协商 建 立 新 的ＲＴＡｓ。在 美 洲 环 太 平 洋 地 区，
美国、智利、秘鲁和墨西哥与不少拉美经济体签署了

ＲＴＡｓ，这些新增 的 ＲＴＡｓ与 原 有 ＲＴＡｓ相 互 重 叠，
使得当地的ＲＴＡｓ结构更加复杂。严重的面碗效应增

加了亚太经济体参与ＲＴＡｓ贸易和投资成本，减少了

主要经济体的区域市场份额，过去５年中，美国对亚

太地区的出 口 总 额 虽 然 增 长 了６２％，但 其 出 口 所 占

份额却下降了约３％②。

　　　　表３　２０１０年亚太主要经济体贸易数据 （单位：％）

经济体
区域内贸易份额 ＲＴＡｓ约束的区域内贸易份额

出口份额 进口份额 出口份额 进口份额

澳大利亚 ８０．２　 ６９．３　 １６．１　 ３０．３

加拿大 ８２．１　 ７５．７　 ７６．５　 ５６．３

智利 ６８．４　 ４６．８　 ４４．５　 ２５．１

中国 ７２．５　 ６２．６　 ２３．６　 １３．５

印尼 ６８．２　 ６８．６　 ５７．２　 ５２．４

日本 ７０．１　 ６４．２　 １２．５　 ９．７

韩国 ７０．４　 ６３．３　 ４．３　 ３．４

墨西哥 ８７．８　 ７９．６　 ８５．２　 ５７．４

新西兰 ７２．９　 ７２．７　 ３９．４　 ４３．３

俄罗斯 ２５．１　 ３６．１ ——— ———

新加坡 ７８．８　 ６７．３　 ５１．８　 ５１．６

美国 ５５．３　 ５７．２　 ２５．７　 ２８．２

资料来源：根据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

多边化区域主义也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

需要。表３给出了２０１０年 主 要 亚 太 经 济 体 区 域 内 贸

易份额及区域内ＲＴＡｓ范围内的贸易比重数据，可以

发现亚太地区的功能性的一体化已经相当发达，各经

济体的对外贸易大都集中于亚太本地市场。但是，受

到制度性约束的区域内贸易份额却不多，如美国、日

本、中国等 都 不 足３０％，这 也 证 明 当 前 亚 太 地 区 众

多的ＲＴＡｓ仍 是 新 区 域 主 义 背 景 下 大 国 主 导 小 国 模

式。如果存在整体层面的制度性一体化组织，那么将

极大地稳定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福利效

应也 将 远 远 优 于 当 前 新 区 域 主 义 模 式 下 的 双 边

ＲＴＡｓ。
三、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特点

为有效应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也为

了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中国逐步开始参与区

域经济合作，并在２００７年 正 式 提 出 将 实 施 “自 由 贸

易区战略”，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 到 国 家 战 略

高度。从１９９１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开

始，经过２０多年的不懈 努 力，中 国 参 与 区 域 经 济 合

作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参加跨洲多边合作论坛和地区

性经济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签署双边贸易互

惠协定等多层次、多取向、多种方式的合作体系。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中国正 式 参 与 的 第 一 个 制 度 性 区 域 贸 易 安 排 是

２００１年加入的 《亚太贸易协议》（原 《曼谷协定》），成

员方 为 韩 国、印 度、斯 里 兰 卡、孟 加 拉、老 挝 和 中

国。到２００６年９月，中国已经根据 《亚太贸易协定》
实施了三轮关税减让，并对原产于老挝、孟加拉的部

分商品实 行 特 惠 税 率。２００７年 以 来，我 国 继 续 对 原

产于上述５国的部分商品实行协定税率，实行协定税

率的税目 商 品 为１６７３个，平 均 税 率 为８．７％，相 对

于最惠国税率优惠幅度达２４％③。

２００２年，中国 与 东 盟 签 署 了 《中 国－东 盟 全 面

经济合作 框 架 协 议》，决 定 在２０１０年 建 成 自 由 贸 易

区，这是 我 国 的 第 二 个 区 域 贸 易 安 排。货 物 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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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在２００４开始实施， 《服务贸易协议》
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这也是 我 国 签 署 的 第 一 个 自 由

贸易区框架 下 的 服 务 贸 易 协 议。２０１０年 与 东 盟６国

首先建成了自由贸易区，到２０１５年 将 与 东 盟 新４国

成立自由贸易区。

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０５年，中国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分别签署 《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安排》（ＣＥＰＡ），也是我国组建的具有自由

贸易区性质的区域贸易安排，内容包括内地与港、澳

地区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等

４个方面的促进措施。
此后，中国又于２００６年 分 别 和 智 利 及 巴 基 斯 坦

建立自由贸易 区；２００８年 与 新 西 兰 签 署 《中 国－新

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我国正与亚洲、大洋洲、
拉美、欧洲、非洲的２８个国 家 和 组 织 进 行 自 由 贸 易

协议的谈判。
（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从中国参 与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历 史 与 现 实 成 就

看，中 国 参 加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主 要 存 在 两 方 面 的

特点。

１．战略上的模糊与内敛

从历史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但是中国参与区

域经济一体化缺乏总体规划，目标定位模糊和行动内

敛。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模糊。像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这些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它们在初创之时就有明确的 目 标 和 行 动 计 划。
相比之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定位却比较

模糊。由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既是

适应中国经济从封闭向开放、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必

然结果，也是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双

重压力下被动应变的结果，所以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

体化只能 “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缺 乏 明 确 的 目 标

定位和统一的行动计划。
其次，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行动内敛。中国参

与区域经济合作一般是在已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架

构内展开，以寻找合作机会和双赢结果。和很多经济

大国利用对周边国家的经贸影响而组建本国主导的经

济一体化组织不同，中国很少利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力来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以避免与

本地区其它大国产生矛盾。

２．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局限于经济收益

与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

体化主要在于获得非经济收益不同，我国参与区域经

济合作主要着眼于经济收益。这说明我国参与区域经

济合作的目标定位层次较低，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参与多边和双边贸易安排，目的是在

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中国在现有的全球贸易规

则体系下，同时参与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合作，并利用

现有贸易安排中的规则消除贸易障碍，以便能以更低

成本利用贸易伙伴国的资源来获得经济收益。
第二、中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基于经

济上的互补性。中 国 已 经 与 东 盟、智 利、巴 基 斯 坦、
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上都表现出较强的互

补性。例如，中国和东盟在制造业和农业上存在较强

的互补性；中国和智利、新西兰在制造业和资源产品

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等。此外，中国正在谈判中的与

澳大利亚、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 等 的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都表现出经济上的互补。

四、中国应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策略选择

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将建立级别更高和范围更广

的区域贸易安排，不但可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而且

对产品标准、贸易方式等一系列高端领域做出统一的

制度安排，在性质和结构上都符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的发展趋势。但是，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涉及到大国

利益的新一轮博弈，因此它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多个方

面的因素。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的经济体，应该尽

早为应对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制定策略安排。
（一）亚太区域多边主义的发展前景

在美国的大 力 推 动 下，以ＴＰＰ为 平 台 的 多 边 化

区域主 义 已 经 初 现 峥 嵘。截 止 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美

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 已 经 与Ｐ４展

开谈判，ＴＰＰ （准）成 员 已 经 扩 展 到Ｐ９。此 外，日

本也决定与Ｐ９展开磋商，韩国、印 尼、菲 律 宾、泰

国、加拿大、墨西哥等都对ＴＰＰ表示出明显的兴趣，

Ｐ９有望进一步将扩大至Ｐ１６而 成 为 亚 太 地 区 规 模 最

大的自由贸易区。它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以下三方面

的因素：
首先，美国的政策取向对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

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目前的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进程

由美国推动，因为它能在总体上满足美国的利益。但

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影响，这些利益集团

的利益并不一 致，如 贸 易 谈 判 代 表 办 公 室 （ＵＳ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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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积极开拓新的自由贸易区，代表制造业利益的商

务部和代表农场主利益的农业部则对敏感行业和产品

的贸易保护或补贴更为关切，国务院则更多地从外交

与安全角度考虑多边化区域主义的非经济收益。各个

利益攸关部门的分歧将导致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前景存

在 “政府内部决策”的不确定性。
其次，区域内大国的态度也是影响亚太多边化区

域主义前景的重要因素。美国主导多边化区域主义会

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利益和责任分配体系，但这种体

系如果不能保障其它大国的正常利益并实现利益和责

任的平 衡，那 必 将 命 运 多 舛。由 于 ＴＰＰ包 括 经 济、
政治、外交、安全等多方面内容，这些体现美国价值

输出的条款是否能得到亚太地区所有大国的全部认可

还未可知。就连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的最亲密亚太地区

盟友尚且与美国在农产品贸易、敏感工业品的市场准

入等 方 面 存 在 难 以 调 和 的 矛 盾，更 不 用 提 其 它 经

济体。
最后，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本身的吸引力。作为

未来亚太地区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平台，吸引区域经济

体加入的首条条件是内部贸易的发达程度。目前作为

载体的ＴＰＰ，虽然成员国已经达到９个，并有望继续

扩张，但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不强，制约了内

部贸易的发展。在Ｐ９中没有国家能和美国的经济结

构产生互补，即 使 未 来 日 本、韩 国 加 入 ＴＰＰ，那 么

也会因商品结构接近而与美国在高端工业制成品上展

开竞争而不 是 合 作。因 此，现 阶 段ＴＰＰ的 成 员 国 构

成能否持续吸引亚太经济体加入也值得怀疑。
（二）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反思

根据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并结

合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新特征，在提出

中国未来应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策略之前，有必

要总结与反思过去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 化 的 进 程，
主要是要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面对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的多元

化收益目标，中国能给伙伴方什么利益？由于区域经

济一体化是伙伴国之间的利益交换，那么在经济体利

益取向多元化和更注重非经济收益的前提下，中国能

给潜在伙伴方提供什么收益，是中国未来获得潜在伙

伴方的前提。由于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很多中国周边

经济体和中国在非经济利益上的述求上并不一致。因

此，中国未来要更好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吸引

潜在伙伴方的就是经济收益。这种经济收益主要来自

两个方面，一是让伙伴国分享中国的市场，从这个角

度讲中国与单个经济体建立ＲＴＡｓ比和经济集团建立

ＲＴＡｓ要更理性；另一方面是要拓展和亚太其他发展

中经济体的共同利益，通过写入ＲＴＡｓ协议而使国家

利益上升为区域规则，进而谋求成为全球规则。
第二，面对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兴起，中国在

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中的利益取向和

定位是什么？作为亚太地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潜在的

最大经济体，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收益目

标和定位，事关中国未来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

地位。在目前美国主导的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

中，ＴＰＰ的所 有 协 议 都 是 符 合 美 国 利 益，这 就 必 然

在某些地方和中国的利益相悖。如果自由贸易区战略

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组成部分，那么美国主导的亚

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显然无法给中国提供足

够的利益空 间。同 时，ＴＰＰ也 不 可 能 马 上 建 成，而

中国在亚 太 地 区 政 治 经 济 影 响 力 还 在 持 续 增 长。因

此，在ＴＰＰ还未 建 立 而 中 国 的 影 响 力 还 在 膨 胀 的 这

段时间，是中国布局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三）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策略选择

面对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的发展和经济体多元化

的利益取向，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和重大

利益攸关方，必须未雨绸缪，尽快制定应对之策。根

据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中国应对亚太多边化区域主

义的发展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第一，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

和协调各部门利益，并统筹中国的亚太多边化区域经

济一体化体系建设。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国对外经济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根据整体经

济和发展来进行从战略目标、伙伴方选择、实施步骤

等方面的系统规划，而且由于ＲＴＡｓ协议涉及不同产

业和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有机构来协调这些利益攸

关方的利益冲突，以便在自由贸易区谈判时采取统一

的策略并获得最大收益。目前，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专

门负责ＦＴＡ和ＥＰＡ的自由贸易课，还建立了ＦＴＡ／

ＥＰＡ推进本部；韩国也在外交通商部下设立ＦＴＡ 对

象选择委员会；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在这方面设立专

门机构。
第二，长线布局以我为主的亚太多边化区域经济

一体化体系。多边化区域主义是当前形势下区域贸易

自由化的必然之路，符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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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多边化区域主义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区域自由贸易

的标准和规则，会深刻改变亚太经贸格局和影响各国

的经济地位。因此，中国一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

趋势，不能忽略多边化区域经济一 体 化 体 系 的 建 设；
二是要在当前自身力量不足以主导这种体系的建设的

前提下，应该通 过 各 种 努 力 延 缓 美 国 主 导 的ＴＰＰ体

系的建设。一方面，以中国的广阔市场为基础构建以

中国为核心，以其它经济体为辐条的双边区域经济一

体化体系，拓展具有共同利益的非贸易合作领域，如

能源、环 境 保 护 与 清 洁 能 源 发 展 机 制、货 币 金 融 合

作、中国市场经济国家身份认定等；另一方面，对已

经建立或在谈 判 的１＋Ｘ模 式，如 中 国 东 盟 自 贸 区、
中日韩自贸区等，选择性地与部分经济体构建自由化

程度更高等１＋１模式的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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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Ｗｈａｌｌｅｙ　Ｊ．Ｗｈｙ　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ｅｅｋ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１９９６，Ｎｏ．５５５２：１－３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ｉｎｇ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

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Ｔ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ｐａｇｈｅｔｔｉ　Ｂ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ＰＰ

（责任编辑　翁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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