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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RTAs发展及与拉美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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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区域贸易安排 ( RTA s)发展进程的分析,阐明了中国 RTAs发展的

特点。中国 RTAs及其发展体现了多边贸易合作和双边贸易合作并举、广泛参与 RTA s谈判活动、先易后

难、策略灵活务实、选择的贸易合作对象与中国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

步探讨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 RTA s的利弊,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是多边贸易制度的最

大受益者之一。为此,在兼顾区域贸易合作发展的同时,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促进 WTO多哈回合谈判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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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 TO框架下多边与区域的并行发展

据 WTO官方统计,截止到 2007年 7月,成员方已

经通知 WTO的区域贸易安排 ( RTA s)有 380件¹。

WTO同时预计,到 2010年,如果考虑到那些目前正在

进行谈判或者尚在可行性研究的区域贸易安排, 全球

的 RTA s可能会有 400件被实施,其中的 90%会是部分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另外约有 10%会形成关税同盟。

上述数据显示,区域贸易安排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

主要形式,近年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已成为 WTO多

边贸易体制在近年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不过,对于在多边化情况下区域贸易安排的这种快

速增长的趋势,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2007

年 9月 10日, WTO总干事拉米先生在一次 /多边化下

的区域化 0的研讨会上,表达了他的忧虑: /我们是生活

在一个区域贸易优惠协定继续增加、并最终达到某个很

高的数字时期, , ,区域贸易优惠协定的扩散正在引起

担心,担心不协调、混乱、商业成本增加、不可预测性,甚

至贸易关系的不公 0º。世贸组织的历任总干事也先后

对 RTA s的快速发展可能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的负面

影响发表了种种看法。

虽然对区域贸易安排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作用有

着各种不同的评论,但全球的贸易制度的发展基本上还

是呈现出一种多边和区域双轨并行发展的状况。目前,

已经进行了近六年的 WTO的多哈回合 ( DDA )谈判还

是谈谈停停,依然处在十字路口,这主要因为 WTO是一

个有 151个成员方的多边贸易组织,要取得这么多成员

方的一致同意显然有一定的难度。在 DDA谈判中,欧

美等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农业支持等问题上不愿意减

少补贴,发展中国家对此则表示强烈不满。对于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如何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降

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各执一词,难以

取得一致。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 DDA难以取得实质性

的进展。

  *  本文是笔者今年 11月 1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在上海召开的 /中

国 -拉美法律论坛0的发言稿, 经修改而成。

  ¹ h ttp: / /www. w to. org / eng lish / tratop_e /reg ion_e /reg ion_e. htm.

  º h ttp: / /www. wto. o rg /english /news_ e / sppl _e / sppl67 _e. htm / 10

September 2007 Pro lifera tion of reg ional trade ag reements / breed ing concern02

L amy0.

二、中国 RTAs发展的主要特点

自 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6年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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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贸易总额的排名已经从加入时的前六位迅速上

升至全球第三位。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

作迅速发展的竞争格局,近年来中国在参与多边贸易体

制活动的同时,逐步加快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

中国目前正在跟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 28个

国家和地区商谈 11个区域贸易安排¹。除了上述正在

商谈的区域贸易安排,中国已经参与的区域贸易活动、

已经签署和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 1991年参加的

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以及 5亚太贸易协定 6 (原名为

5曼谷协定 6 )、5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

物贸易协议 6、5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6和 5中国 -

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 6。另外,还包括中国和两个独

立关税区签署的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5更紧密经贸

关系安排 6 ( CEPA )以及三个补充协议等。

1.中国参与 RTAs的已有成果

( 1) 5亚太贸易协定 6 (原5曼谷协定 6 )

中国正式参与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安排是 2001年加

入的5曼谷协定 6,成员方为亚洲 6国,具体包括韩国、

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老挝和中国。

自 2006年 9月 1日起,中国根据 5亚太贸易协定 6

实施第三轮关税减让,对原产于韩国、印度、孟加拉、斯

里兰卡和老挝 5国的 1700多个税目商品实行降税,并

对原产于老挝、孟加拉的部分商品实行特惠税率。这些

享受优惠和特惠税率的产品涵盖农产品、药品、化工产

品、纺织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汽车及其零件等。同

时,原产于我国的部分化工产品、木制品、塑料制品、皮

革、金属制品、机械电气产品在出口至上述 5国时也将

享受到优惠税率。新一轮关税减让有利于我国进一步

开拓上述 5国市场。 2007年以来,我国继续对原产于 5

国的部分商品实行协定税率º,实行协定税率的税目商

品为 1673个,平均税率为 8. 8% ,相对于最惠国税率,优

惠幅度为 24%。

( 2) 5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安排 6 ( CEPA )

中国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 2003年

和 2005年分别签署的5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安排 6也是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贸易安排。

CEPA近年来实施了包括内地与港澳地区逐步实

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 4个方面

的促进措施»。

在货物贸易方面,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内地对原

产于港澳地区的产品全面实施 /零关税 0。在服务贸易

领域,内地在法律、金融、旅游、物流等 38个领域对港澳

地区实施了 192项开放措施,一些行业对港澳投资放宽

或取消股权限制,降低了注册资本、资质条件等门槛,

放宽投资地域和经营范围等。在贸易促进和投资便利

化方面,内地与港澳地区加强了 8个领域的合作,包括

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

度;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中小企业合作;

产业合作和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在推进金融合作方面,

逐步开放了内地居民个人赴港澳地区旅游,并推动了两

地专业人士资格的相互承认。

CEPA的具体实施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货物贸易

领域,截至 2007年 3月底,内地累计进口享受零关税待

遇港澳货物总值 9. 9亿美元,免征关税额 7. 06亿人民

币;在服务贸易领域,截至 2007年 3月底,共有 2052家

港澳服务提供者按照 CEPA的优惠申请到内地投资。

在金融领域,截至 2007年 4月底,累计在港交所主板及

创业板上市的内地企业分别达 185家和 49家,市值分

别为 64960亿港元和 232亿港元,占主板和创业板总市

值的 46%和 20%。

( 3) 5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

协议 6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提出并开始谈判的

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2002年 11月, 双方制订了 /早期

收获 0方案,从 2004年 1月 1日起对 500多种产品 (主

要是农产品 )实行降税,并到 2006年降至零关税。

中国与东盟 10国于 2004年 11月签署了 5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 6 (以下简称

5框架协议 6 )正式启动了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过

程,而 2007年 1月 14日签署的中国 -东盟自贸区 5服

务贸易协议 6亦是我国在自贸区框架下与其他国家签

署的第一个服务贸易协议。同时,中国还承诺给予东盟

非世贸组织成员以多边最惠国待遇,以帮助这些国家的

发展。

根据5框架协议 6规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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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y ix iaozhun. mo fcom. gov. cn / aart icle /speeches/ 200705/

20070504725234. htm l 5月 29日, 易小准副部长谈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大

趋势下的抉择与作为。

http: / /www. gov. cn / jrzg / 2007- 07 /04/ content_672996. htm /我国
7项区域贸易优惠协定执行良好促进贸易发展0。

http: / /v ideo. mo fcom. gov. cn /c lass_ on ile010671951. htm ;l中国商

务部唐炜司长谈深化落实 CEPA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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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到 2010年中国将与东盟老成员的 6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先建成自由贸

易区,到 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 4国越南、缅甸、柬埔寨

和老挝建成自由贸易区。届时,双方将正式建成一个东

盟加中国 ( 10+ 1)的,拥有 17亿消费者,约 2万亿美元

GDP、1. 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自由贸易区。这将是发

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近年来, 5框架协议 6的实施情况良好,中国与东盟

贸易投资合作发展迅速,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顺

利推进, 区域合作不断深入¹。据中国商务部资料,

2006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 1608. 4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4%。 2007年 1~ 8月双边贸易额为 1279. 5亿美元,

2007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 1900亿美

元º。 2008年有望突破 2000亿美元,比计划中的 2010

年提前两年实现目标。

中国 -东盟自贸区5服务贸易协议 62007年 7月已

开始实施。中国在 WTO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东盟

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 5个服务部门的

26个分部门。东盟 10国也在金融、医疗、旅游、运输等

12个部门的 67个分部门向中方作出开放承诺»。该协

定还规定了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

司的股比限制等在内的开放措施,双方给予对方的市场

准入的开放程度高于双方在 WTO多边体制中的承诺。

( 4)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区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美洲国家间第一

个自由贸易区。 2001年底, 智利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 APEC)上首先提出与中国商建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2004年 4月,双方宣布启动中智自由贸易区联合可行

性研究。 2005年 1月和 4月,双方分别举行了第一、二

次自贸区谈判会议, 2005年 11月签订了中智自由贸易

区协议。 2006年 10月 1日, 5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

定 6正式生效。

5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6是中国对外签署的最

为完整的自贸协定。这一协定为中智双方打开了无数

的市场机会。协定生效后,智利 92%输往中国的商品

立即享受免税待遇,部分商品免税期为 1年、5年或 10

年不等。例外产品智利有 1%,中国有 3%。

2007年以来, 中国智利货物贸易金额大幅攀升。

据智利信使报 10月 24日报道,根据智利央行统计,今

年前 9个月智利向中国出口额已达 70. 42亿美元,同比

增长 89%,是智利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其次是美国和日

本,出口额分别为为 65亿美元和 51. 62亿美元。同期,

智利最主要的进口国为美国,进口额为 49. 54亿美元,

其次是中国和巴西,分别为 31. 98亿美元和 30. 74亿美

元。

5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6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经

贸关系的发展,不仅为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开辟了新

途径,对于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

( 5) 5中国 -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 6

5中国 -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 6 (以下简称 /中巴

自贸协定 0 )于 2006年 11月 24日签订,并于 2007年 7

月 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两国就协议项下的有关贸易

商品开始相互减免关税, 中国对原产于巴基斯坦的

3975个税目的商品实行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协定税率,

协定税率比最惠国税率平均下调约 0. 67个百分点,平

均降幅约为 11%。同时,巴基斯坦也对部分原产于中

国的产品实施降税。

此外,根据 /中巴自贸协定 0以及相关约定,双方互

免关税将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双方将在 3年内将

约占各自税目总数 36%的产品关税降为零。中方降税

产品主要包括畜产品、水产品、蔬菜、矿产品、纺织品等,

巴方降税产品主要包括牛羊肉、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等。

中巴双方将在 5年内将约占各自税目总数 49%的产品

关税进行削减,其余约 15%的税目暂不降税。

第二阶段从协定生效第六年开始,双方将在对以前

实施情况进行评审的基础上,对各自产品进一步实施降

税,目标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照顾双方关注的基础

上,使各自零关税产品占税号和贸易量的比例均达到

90%。

2.中国参与 RTAs的主要特点

从上述中国 RTA s发展的基本情况中可以看出,中

国根据多边贸易的规则,从加入 WTO的当年起,就开始

了与有关成员方进行区域性经济贸易合作的活动。中

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中国参与区域性贸易合作实行了多边和双边

合作并举。中国在现有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下,同时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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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自贸区五年建设进展显著0 ( 5人民日报6 2007- 10

- 26第 14版 )。

http: / / tga. mofcom. gov. cn / aarticle /e /200705 /20070504703600. ht2

m l商务部台港澳司: /内地与港澳 CEPA实施进展情况0 。
同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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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了多边贸易合作和区域性贸易合作。在区域经济合

作的范畴内,中国注意适度地克服多边体制下仍然存在

的部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局部消除贸易障碍, 并在

获得区域贸易合作方的经济资源方面,争取对资源有更

合理的配置。 2001年中国作为 WTO的新成员,在参照

了 WTO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与经验

后,逐步开始了参与区域性贸易合作的活动。

第二、中国现有 RTAs在中国的贸易总量中仅占一

个较小的比例。中国积极参与了多边和双边贸易自由

化的谈判,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来看,中国最主要的贸易

伙伴、排名在中国贸易总量的前三位的贸易伙伴如美欧

日等,并没有与中国谈区域贸易合作。据中国海关统

计, 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17606. 9亿美元,而在中

国目前的 RTA s合作对象中,东盟作为一个较大的经济

体,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 2006年仅为 1608亿美元,

约占中国当年的贸易总额的 9. 14%。

目前,中国其他的 RTA s合作对象还是一些小国,

各自的贸易额在中国的贸易总量中仅占一个较小的比

例。例如, 2006年,中国智利双边贸易总额为 88. 4亿

美元,仅占中国的当年贸易总额的 0. 5% ,而同年中巴

的贸易总额为 52. 6亿美元, 仅为 0. 3%不到。 2006年

中国和现有 RTAs方三者的贸易总量 (中国东盟、中智

和中巴 )相加,在中国的贸易总量中也还不到 10%。

第三、中国 RTA s发展是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国

际竞争力必然选择。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灵活

务实的原则,目前与对方的自贸协定已经从货物贸易领

域逐步发展到服务贸易领域。

虽然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已经排名世界第三位,可

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

发展无论是在服务机制和服务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

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006年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为 1917. 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

的 10. 9% ,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小。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如何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开

放,不仅是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一个必然

选择,也是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必然途

径。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在多边体制下承诺和发达国家

相接近的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水平,承担和我国目前的

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义务,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发

展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因此,通过 RTA s的逐步发展,

使中国的服务贸易市场机制在 RTA s范畴下,通过渐进

的开放和适应进程,可能是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

的必然选择。

第四、中国已经签署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在

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已经签署的中国 ) 东

盟、中智和中巴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有中国正在商谈的

对象,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秘鲁等,这些国家与中国在

经济上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例如,中国和东盟在制造

业和农业上存在的互补性,中国和智利、秘鲁和海湾合

作委员会在制造业和资源产品上存在的互补性等。中

国的轻纺、化工、电子和钢材等产品可以出口到对方,而

中国主要从东盟进口农产品、热带水果、橡胶等,从智利

进口铜、铁矿砂、硝石等矿产资源性产品以及鱼粉、红葡

萄酒,从海湾国家进口石油等等。

上述自由贸易协定不仅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来对各方产生明显的贸易效应,还有助于推动双边经贸

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与拉美国家区域经

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1.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是双边 RTAs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较

大的发展,为双边 RTAs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

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对资源型产

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另一方面, 2007年拉美地区的进出

口贸易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也增加了对中国的机电、

轻纺、电子、煤炭和焦炭等产品的需求。双方这种经济

增长为中国和拉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2007年 8月发

布的报告称,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中国在

7年前就超越日本成为拉美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还成为巴西、秘鲁、乌拉圭和智利等拉美国家能够

达到出口相对多样和平衡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和拉美之间的区域贸易合作取得的进展

主要是:智利已经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的拉美国家;秘鲁作为最早和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长

期以来秘中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顺利,中国已经成为秘鲁

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在 2007年 9月的 APEC会议上,

胡锦涛主席和加西亚总统出席了两国关于加强经贸关

系的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两国正式宣布启动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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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谈判。此外,中国还启动了与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

的可研报告活动。

2.中国和智利 RTAs将对中国和拉美的 RTAs产

生示范效应

从中智的 RTAs活动效果来看, 2005年和 2006年

中智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71. 34亿和 88. 45亿美元,而

2007年上半年中智双边贸易额为 71. 31亿美元,其中

智利对中国的出口额已达 50. 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 140% ,中国已经替代美国成为智利最主要的出口

目的国;智利从中国进口达 20. 79亿美元, 同比增长

40% ,双边贸易同期增长 98% ¹。在双边贸易中,铜、农

林业、葡萄酒业等是受益最多的部门。智利出口到中国

的矿产资源 ) ) ) 铜依然是其主要的出口产品,占其对中

国总出口的 85%。其他部门的贸易额在此期间也有大

幅增长。

5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6生效后的贸易创造和

贸易转移效应,为拉美国家起到了明显的示范效应。这

种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拉美国家具有吸引力,会进

一步促进中国和拉美 RTA s活动的展开。

3.中国和拉美国家间的双边 RTAs有进一步发展

前景

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双方同样呈现

了巨大的经济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从近年来中国

和拉美之间的排名居前的进出口产品中得到证明:从中

国从拉丁美洲的进口看,中国从拉美进口的主要产品

是:农产品、机电产品、钢材、铁钢矿砂、高新技术产品、

鱼粉、纸浆等;中国向拉美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

品、服装和纺织品、高新技术产品、轻纺、煤炭和焦炭、塑

料制品、医药制品等。这些内在的经济上互补的需求对

于促进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因此,中

国和拉美之间的 RTA s的前景将会十分广阔, 包括巴

西、阿根廷、乌拉圭与巴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也都

可能会是中国建立 RTA s的目标。

4.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建立 RTAs问题上都具有成

功的经验

拉美的国家对于参与区域性贸易合作本来就有较

好的基础。例如,已有十几个拉美国家同美国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或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取得实质

性进展,涵盖了除拉美南锥体外的所有地区,这对于中

国和更多的拉美国家建立 RTA s的谈判或者启动进一

步的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 5)克服距离障碍,发展中国和拉美的 RTAs

中国和拉美在 RTA s发展中,也存在着两地距离较

远,在贸易成本方面有着距离劣势的问题。不过,如前

所述,由于双方经济上的互补性,例如,中国由于其经济

的快速增长,对资源性的矿产品和能源产品有着大量的

需求,而中国的轻纺、家电、化工等产品也在拉美有着巨

大的市场。而上述产品对时间和运输距离的敏感度不

高的特点,都已经在中智自贸协定生效后的贸易快速增

长中得到了证实。这种增长也对其他拉美国家起到了

示范效应,而其他拉美国家同样也能够从类似的经济互

补性需求和贸易结构上得到有益的启示,从而进一步积

极推进中国和拉美的 RTAs的发展。

四、结束语

多边贸易制度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是对

非参与方具有排他性的,目前中国正积极与很多国家进

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些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或商业利益。但是,中

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参与世界上大

多数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路还会很长,如果 WTO多

哈谈判获得成功, 中国将会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

中国在兼顾区域贸易合作的发展活动时,应具有长期战

略利益眼光,积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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