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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中的中日韩 FTA 战略

1.日本的 FTA 战略。2002 年日本外务省制定了“日本

FTA 战略”，明确提出了日本对 FTA 的基本立场，谈判和签署

FTA 对象的标准以及 FTA 的战略方针。在 FTA 谈判的优先

顺序上，日本遵循“经济标准”、“地利标准”、“政治外交标

准”、“现实可能性标准”、“时间基准”，将东盟和韩国确定为

谈判的重点。东亚是日本产品贸易比例最高的地区，但是具

有最高的关税。如果日本与这些国家签订 FTA，不仅能够获

得很大的“附加利益”，还能为日本企业活动提供便利。这些

企业面临着东盟和中国的竞争，而且很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

了东亚。2002 年 1 月，日本率先与新加坡签订了 FTA 并于

2002 年 11 月 30 日启动，打开了进入东南亚市场的大门，此

后，日本相继与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完成了

FTA 谈判。2008 年 10 月 22 日，日本和东盟整体达成 EPA 协

议，该协议将在 2008 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
日本另一个谈判的重点是墨西哥，以此作为进入美洲市

场的门户。2004 年 9 月双方签订 FTA。协议规定双方全面消

除或减少农业和工业产品关税，在投资、跨境贸易、政府采购

方面提供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且在贸易投资提升、工业

支持、中小型农业、科学和技术、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知
识产权、农业、旅游业以及环境九个领域开始合作。

韩国也是日本的谈判重点，双方 FTA 谈判从 2003 年开

始，到 2004 年 11 月进行了六次协商，但是由于双方在农产

品、水产品以及服务业提供技术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谈判

无限期搁浅。
2.韩国的 FTA 战略。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为了摆脱

夹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三明治”地位，促进进出口市场的多

元化，韩国政府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与美国签约，

扩大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形成与美国的军事和经

济同盟。2006 年韩美两国 FTA 启动，经过 16 个月的谈判于

2007 年 4 月 1 日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取消 85%工业

产品的关税，其余 15%工业品的关税将在 3～15 年内逐步取

消。在汽车方面，美国取消汽车关税，5～10 年内逐步废除小

型货车的关税，其他关税逐步废除。韩国在猪肉、鸡肉、橙子

等方面将在 50 年内逐步废除关税，并增加对美国不含牛骨

头牛肉的进口[2]。第二步是与欧盟签约，拓展领域，扩大影响。
2007 年 5 月进行了第二轮谈判。第三步是与中国签约，实现

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占据有利高地。尤其在与日本的 FTA 谈

判陷入僵局后，韩国更为积极地开展中韩 FTA 的研究。相对

于日本，中国更能是韩国使长期的高附加值产品和多样化产

品的结构趋势，中国丰富的资源以及广阔的劳动力市场满足

了韩国的需要。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于 2006 年 11 月

由两国政府宣布启动，至今已经开展了五次，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3.中国的 FTA 战略。自 2003 年以来，中国自贸区建设从

无到有，奠定了良好开局。迄今，中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
欧洲、非洲的 29 个国家和地区建设 12 个自贸区，涵盖 2007
年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已经签署协议的自贸区

六个，分别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及其

补充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系列协议、中国—智利自贸协

定、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同

时，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
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
秘鲁等的谈判也在不同程度地推进。

中国是中日韩 FTA 的倡导者。2002 年 11 月，中国商务

部研究院发表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认为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基本上成熟。

二、中日韩 FTA 战略的特点比较

1.谈判对象选择的优先顺序。在日本的 FTA 战略中，战

略、政治和安全利益考虑要优先于经济利益。这里所说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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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利益重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要维护日本在亚洲，尤其是

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影响，二是提升日本作为东西方之间

的纽带的作用，发挥其作为亚洲地区唯一发达国家的优势，

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3]。日本与东盟国家以及东盟整体之

间进行 FTA 谈判，相互间形成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主要目

的就是抢占东亚地区的广阔市场，提升日本在东亚通商政策

的存在感和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优先与东盟谈判的

中国。选择墨西哥是为了利用墨西哥作为 NAFTA 成员同时

又与 EU 签订 FTA 的有利条件，同时提升日本企业在美洲和

欧洲市场的贸易地位。
韩国的 FTA 起步较晚，为了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其他国家

FTA 进程的差距，降低全球 FTA 浪潮带来的损失，韩国采取

了“多头并进，加速提档”的 FTA 推进策略，与亚、美、非以及

大洋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同时进行谈判，积极构建全球性的

FTA 网络。
与日韩不同，中国在推进 FTA，是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安

全因素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是寻求稳定、多元的战略资源和

能源的供应渠道，以此满足国内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的需

要。如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的 FTA。海合会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

特、卡塔尔、巴林六国，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和伊斯兰

文化圈中心地带，是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已

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 45%和 23%。此外，中

国与智利、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开启的 FTA 谈判也是

出于此目的。
2.签约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自贸区的理论，与发达国

家建立 FTA 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如果选择与欠发达国家

建立 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产

品的可能性。根据“经济原则”日本 FTA 战略以地区内的经济

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为重点，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优化

经济结构。
韩国认为和发达的经济体签订 FTA 协定，有利于向他们

学习先进的技术、贸易制度，提高韩国企业的效率，实现贸易

体制的先进化，增加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缔结的 FTA 就是基

于以上考虑。韩美 FTA 不仅可以使韩国同日本在技术上展开

竞争，也可以同中国展开市场上的竞争。与全球最大的单一

市场———欧盟的 FTA 也将给韩国市场和贸易结构带来巨大

的影响，使得将来在与中国、日本、印度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

位，不致被边缘化。
中国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与欧美

等发达国家进行 FTA 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长期以来，中国

选择经济水平比较接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的谈判

国家，如东盟各国、巴基斯坦等，形成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

区域合作。同时，中国也积极寻求与更发达国家的 FTA 谈判。
2008 年 4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正式签署。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

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2008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中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3.自由贸易的产业结构情况。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

务业具有很大优势，但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国内对于农业的

保护甚高，农业关税达 33.4%，对大米的补贴将达到农业等

敏感产品列入今后进一步协商或除外的种类。日本选择新加

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国家的主要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

国家，两国间的农业贸易仅占贸易总额的 1.5%。
韩国同样也受到国内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制约，但是由于

韩国在东亚或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中原本就处于边缘位置，韩

国在 FTA 谈判中，相比日本更能接受农产品部门的开放，韩

美 FTA 就是很好的证明。
与日韩相反，中国的农业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但是工

业水平低下，尤其是资金和技术产业、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动

标准等方面难以协调，通常被列为例外条款留待以后解决。

三、现阶段加速中日韩 FTA 进程的政策建议

1.加强政治互信是中日韩 FTA 建立的基本保障。和谐友

好的政治环境是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基础，而和平实现朝鲜问

题、台湾问题，化解三国之间的历史积怨，需要在三国间建立

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良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中日

韩三边 FTA 的是否能够开启的决定性因素。日本民众中普遍

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心态，在推行 FTA 时将牵制中国作为

战略目标之一。对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日本是谈得多、做得

少，更多关注的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双边合作，例如与东盟的

合作。三国应积极地寻求经济上的共同利益，通过经济、技术

交流，求同存异，以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
2.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中日韩三国都有自己基础薄弱

的行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为了使这些行业免受威胁，

三国都实施了严格的保护政策，如日韩的农业和中国的技术

产业。各国都应该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自身具有

比较优势的同时，加大对敏感行业技术投入、工人培训、社会

保障措施和贸易补偿政策，逐步扩大敏感行业的开放程度，

对部分担心的某些产品在自由贸易区协议中作出特殊安排，

设置一些保障条款和过渡期安排。此外，部分产业合作可为

FTA先导。
3.建立多层次的对话合作机制。中日韩三国中央政府应

该加强政府层面上的对话与交流，尽早设立“三方委员会”，
对三国的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协调和规划，并且继续支持三国

研究机构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以确定三国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在此基础上，扩大民间团

体、企业、大学的交流，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往来，

加深相互间的沟通。比如加强三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促进产

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大学区域联盟，承担起促进经济发

展的责任，为人才的联合培养以及人才扩散提供基础支撑条

件，促进人才、技术信息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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