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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施 FTA 战略的进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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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末
,

日本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

日本政府在 1999 年发表的 《通商白皮书》中首次

提出了要在坚持多边主义立场的同时
,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定自由贸易协定 (碑A ) 或与亚洲大多数国家签定经济伙伴协

定 (EPA )
。

日本实施 Fr A 战略在经济上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看到了美国欧盟都在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

感到 自己有被边缘化

的危险
,

政治上的原因是要抵消中国的影响
。

目前 日本正在实施与新加坡和墨西哥的 IT A
,

同时又正在与马来西亚
、

菲律

宾
、

泰国
、

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进行 FT A 谈判
,

并考虑与澳大利亚
、

越南
、

瑞士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进行 FT A 谈判
。

日本

实施 盯A 战略对国内农业政策和人员流动政策提出了挑战
,

在国际上对美国尤其是中国提出了挑战
。

本文通过对日本实施

P以 战略进展作出较为全面的概述
,

使我们更加感到中国实施 FT A 战略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

[中图分类号 ] F13 1
.

3 54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l0() 8 一

60 9 9 (20伪 ) 0 3 一 (X) 6 0 一 05

Pr
o g r e s s a n d C ha lle n g e o f Ja Pa n e se FT A Str a te gy

Z hu Yin g

(B u s in e s s Co lle g e ,

Sha n
gh

a i N o

rm
a l U n ive rs ity

,

Sha n g ha i 2 0 0 2 3 4
,

Chin a
)

Key w o rd
s :

FT A
,

E PA
,

衅A Stra te群
,

JaPa n ,

Chin a

A b str a c t : In the 19 9 0 5 ,
the re 15 a m aj

o r eh a n g e in Ja p a n , 5 fo re ig n tra d e p o lie y
.

In 19 9 9
,

Ja pan e s e 即v em m e n t 15
-

s u e d the w hite p a p e r o f its tra d e re la tio n s w hie h a n n o u n e e d fo r the fi rs t tim e tha t Ja p a n s e e k s
fre

e tr a d e a gre e m e n ts

(FT As
)

a n d E e o n o m ie p a rt n ers hip A脚
e m e n ts (E PA s

) w ith m o s t A s ia n e o u n tr ie s w h ile s tiekin g to the m u ltila te r -

alis m
.

Th
e e e o n o m ie re a s o n s a re its e o n e ern s a b o u t the 讨s e o f r e g io n al e o o p era tio n in A m eri e a a n d E uro p e a n d w o r-

ri e s tha t it w illb e m arg in al iz e d
.

T he p o litie al re a s o n 15 to o ffs e t the ri s in g in flu e n e e o f Chin a
.

A t p re s e n t
,

Jap a n ha s

fi n ishe d a n d 15 im p le m e n tin g FT A w ith Sin g a p o re a n d M e x ie o
.

It 15 n e g o tia tin g the

FT A w ith M alays ia
,

Ph ilip p in e s ,

Th
a ila n d

,

In d o n e sia
, a n d R e p u blie o f K o re a

.

TO
n e g o tia te FT A w ith A u s tral ia

,

V ie tn

am
,

Sw itz erl a n d
, a n d G u if

Co 印o ra tio n Co u n e il 15 u n d e r e o n sid e ra tio n
.

Ja p a n e s e

刃A str a te留 e hal le n g e s its p o lie ie s o n a
gri

e u ltu re a n d p o p u la
-

tio n sh ift in g a t ho m e a n d ha s so m e im Pa e ts u p o n the U
.

5
.

a n d Chin a
.

T his p a p e r re v ie w s the p ro gre
s s of JaP a n e s e

盯A s tra tegy a n d e a lls fo r th e n e e e s s ity a n d u嗯e n e y fo r Ch in a , s

碑A s tr a te g y
.

二战以后
,

日本的贸易政策集中在追随多边贸易体

制
,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持否定

态度
。

关贸总协定和 W TO 为 日本提供了进人世界市场的有

利环境
。

尽管日本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曾与一些国家尤其是

美国发生过贸易摩擦
,

但毕竟 日本依托多边贸易体制获取

了贸易利益〔’1 。

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
,

日本的贸易政策发

生了转向
。

1999 年 日本政府在 《通商白皮书》中首次提出

了要在坚持多边主义立场的同时
,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定

自由贸易协定 (Fre
e

Tra de A gre
e m en t ,

I
,

l
,

A )
,

或与亚洲大

多数国家签定经济伙伴协定 (Ec
o
no m ic p a rt n e rs hi p A gre

e -

m en ts
,

EPA )
,

本文所指的FT A 战略既包括自由贸易协定
,

也包括 E以
。

本文就日本实施 FTA 战略的进展作出较为全

面的概述
,

使我们更加感到实施中国 I了A 战略的必要性和

急迫性
。

一
、

日本实施盯A 战略的主要康因

FT A 是两国间或地区间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文件的

总称
。

通过 FT A 使成员国之间在贸易方面享有比多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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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更优惠的待遇
,

这是一种优惠性的贸易安排
。

在

FT A 框架内各成员国间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对外各成

员国保持各 自独立的关税
。

但现在出现
‘

的 FTA 不仅仅限于

贸易领域
,

还涉及服务贸易
、

投资
、

竞争政策
、

环境
、

劳

工等多领域
。

FTA 是当今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一种形式
。

W
r

ro 把 盯A 作为地区贸易协定 (Re gi o al Tr ad
e A gre

e m en t ,

R TA ) 的一种形式
,

根据 W TO 《2 00 5 年年度报告》
,

到

2砚X碎 年 12 月底为止
,

全球向 W T O 通报并正在实施的 R TA

有 160 个 [ 2〕。 世界银行 《2 00 5 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

出
: “

地区贸易协定的蔓延扩散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贸易

的格局
。

业已生效的协定的成员方已超过 2 00 个
,

在 20 年

中增加了 6 倍
、

今天在各国之间按互惠的 RT A 形式进行的

贸易已达全球贸易额的 1/3
。 ”

川 日本实施的 EPA 与 FTA 在

本质上没有区别
,

按照 日本通产省官员的说法叫
,

把 FT A

贴上 EPA 的标签
,

是为了不引起国内政治上的反对
。

日本实施 FT A 战略在经济上的主要原因是 日本看到了

美国欧盟都在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

感到自己有被边缘化的

危险 [ ’〕。 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欧盟经济实力的国家当然不

愿看到美国欧盟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扩大各自的经

济影响
。

欧盟本身是一个 比 FT A 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完全经济一

体化组织
。

欧盟东扩 由 巧 国演变为 25 国
,

意味着欧洲更

多的国家卷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组织
。

欧盟不仅扩大自身
,

而且通过欧盟与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签署 RT A 扩大区域合

作
。

欧盟在东扩前已与 IH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或多边协定
。

这些协定成为欧洲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

19 89 年后
,

欧盟通过以下三类贸易协定建立以欧盟为中心的区域经济

一体化网络
。

(l)
“

欧洲贸易协定
” 。

该协定是为邻近国家

最终加人欧盟而准备的
。

(2)
“

欧洲一地中海协定
” 。

欧盟

打算通过该协定于 2 0 10 年和地中海国家建立 自由贸易区
。

(3 )
“

贸易伙伴与合作协定
”

(PCA S )
。

通过该协定
,

欧盟

与西巴尔干国家
、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建立紧密的经贸关

系
。

可见
,

欧盟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己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网络
。

笔者称之为
“

欧记区域经济一体化
” 。

美国是当今世界区域 FTA 的积极实践者
。

美国于 19 85

年与以色列建立 FT A
,

19 89 年与加拿大建立 FrA
,

19 93 年

与加拿大
、

墨西哥建立 了北美 白由贸易区 (NA砰A ) 之

后
,

近几年美国加快了发展 FTA 的步伐
。

2 00 1 年美国与约

旦建立 FT A
。

2 00 2 年 12 月与智利达成了 FTA
。

200 3 年 5 月

与新加坡达成了 FTA
。

2以M 年 5 月与尼加拉瓜
、

危地马拉
、

洪都拉斯
、

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 5 个中美洲 国家建立

FTA
。

2(X 又 年 5 月与巴林建立 FTA
,

2侧又 年 5 月与澳大利

亚建立 FT A
,

2加4 年 6 月与摩洛哥建立了 FT A
。

按计划
,

美国还将与南非关税同盟 (S A CU ) (博茨瓦纳
、

莱索托
、

南非
、

斯威士兰 ) 达成建立 FTA 的协定
,

与西半球 33 个

国家建立 FTA (被称为FT AA )
。

美国发展 FTA 也成了美国

的一种战略
。

与欧盟不 同之处
,

美 国推行 的是清一色的

盯A
。

笔者称之为
“

美记 FT A 网
” 。

以下因素也使 日本推行 FT A 战略
:

第 一
,

1999 年
,

W TO 在美国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动摇了 日本对多边贸

易体制的信心 ; 第二
,

2 。以〕年 11 月
,

中国首次提出的建

立中国一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使 日本感到有制衡中国的

必要性
,

对这一点 日本官员是直言不讳的 [6] ; 第三
,

东盟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 日本看到了实施 衅A 潜在的经济和政治

影响 ; 第四
,

日本通产省官员也希望借助 FT A 推动国内农

业政策的改革
。

在上述背景下
,

200 2 年 ro 月
,

日本 外务省发表 了

《日本的 研A 战略》的报告川
,

该报告中指出了 FTA 给 日

本带来的好处
,

经济上可以扩大进出 口市场
,

改善竞争环

境
,

减少贸易摩擦 ; 政治上可以增加 日本在 W TO 的谈判力

量
,

可增进成员国之间政治上的信任感
,

扩大 日本的外交

影响和利益
。

该报告明确提出了 日本推进 F’r A 战略的重点

地区是东亚
,

更具体地说
,

是韩国
、

泰国
、

菲律宾
、

马来

西亚和印尼
,

此外
,

再加上墨西哥
。

按 日本的打算
,

在完

成了与这些国家的谈判后
,

日本再把澳大利亚
、

中国
、

智

利和瑞士列人候选名单 ! 吕〕。

日本与亚洲
、

北美和欧洲的贸易 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

的 80 %
。

与美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 3
.

6 % 和欧盟 4
.

1% 相

比
,

东亚国家的关税税率较高
,

中国为 10 %
,

马来西亚为

14
.

5 %
,

韩国为 16
.

1%
,

菲律宾为 25
.

5 %
,

印度尼西亚为

37
.

5 % [0]
。

所以
,

日本把东亚国家作为实施 碑A 战略的重

点
。

日本认为
,

东亚国家的高关税阻碍了 日本产品的出口
,

而与东亚国家 (或地区 ) 的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较大的比

重
,

通过 FT A 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可以为日本产品和

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 〔’0] 。
2以只 年

,

日本对这 11 个国家和

地区 (中国
、

韩国
、

台湾
、

香港
、

泰国
、

新加坡
、

马来西

亚
、

澳大利亚
、

菲律宾
、

印尼和越南 ) 的出 口 占日本出口

的 5 0 %
,

日本从这 11 个 国家和地 区 的进 口 占 日本进 口

的 4 7
.

9 % [ ”〕。

二 ; 目前 日本习已在实施的 FT A

1
.

日本和新加坡的 FT A
。

2《XX〕年 10 月
,

日本和新加

坡首脑会议决定两 国从 2 00 1 年进人双边 自由贸易谈判
。

2 0() 2 年 1 月 14 日
,

两国签署了协定
。

2 0(] 2 年 n 月 30 日协

定进人实施阶段
,

到 200 3 年 1 月 1 日
,

协定正式实施 〔’2〕。

与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区
,

是 日本发起的第一个 FTA

谈判
,

两国签定协定的全名是
‘

旧 本新加坡新时代伙伴协

定 (Ja p a n 一 sin g a
即re fo r a N e w A罗 E e o n o m ie part

n e rs hip

A脚
e m e n t ,

JS EPA )
” ,

时 间上 早于 20() 2 年 10 月发 表的

《日本 FT A 战略》报告
。

使用
“

新时代
”

一词的用意是要

与以前的以货物贸易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所区别
,

不

单纯谋求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还包括服务贸易
、

信息

技术
、

教育
、

留学生交换等广泛的经济合作内容
,

日本想

以此作为在以后与其他国家进行 F rA 谈判时的一个范本
。

根据协定
,

两国间 98 % 的货物贸易取消关税
,

服务和投资

领域实现自由化
。

日本为什么能把新加坡作为实施 FT A 战

略的突破口
,

关键是新加坡的开放度本来就很高
。

日本和

新加坡之间的货物贸易的 84 % 已经处于零关税状态
,

农产

品贸易占两国贸易的比重仅为 1
.

7 %
,

19 99 年 日本从新加

坡进口的农产品只占日本农产品全部进 口 的 0
.

5 %
,

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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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从 日本进口的农产品只占农产品全部进 口 的 2 %
,

所以
,

农产品贸易对两国影响很小
。

而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农业
,

不会要求日本对农产品的关税减让
,

自然就 回避了 日本农

业的保护主义障碍
。

所以
,

日本选择了最容易达成 砰A 协

定的国家作为突破 口
。

从 日本的角度看
,

选择新加坡是为

了从中汲取经验
,

为以后 F’r A 谈判打下基础 ! ”J 。

2
.

日本和墨西哥的 FTA
。

2仪碎 年 9 月
,

日本与墨西哥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

协定的名称为
“

JMEPA’
, ,

协定于

2 00 5 年 4 月生效
。

根据协定
,

90 % 的货物贸易关税到 201 5

年分阶段取消
,

涉及的货物 占两国货物贸易额的 % %
。

墨

西哥将对来自日本 98 % 的产品实施零关税
,

日本将对来自

墨西哥 87 % 产品实施零关税
。

而以前 日本对墨西哥出 口产

品中只有 16 % 获得了零关税
,

而墨西哥对 日本出口产品中

有 70 % 获得了零关税 仁’4」。

从 日本的角度看
,

与墨西哥达成 自由贸易协定的意义

在于为 日本企业消除在墨西哥的相对不利地位
。

19 94 年北

美 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

2《xX〕年墨西哥与欧盟的 衅A 生效
,

使 日本企业相对美国和欧盟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

也就是说
,

美国企业和欧盟企业可以免税向墨西哥出口
,

而 日本企业

面临着墨西哥的高关税
。

比如
,

汽车是 日本出口 的强项
,

但出口到墨西哥的日本汽车被征收 20 % 一

30 % 的关税
。

由

于墨西哥的平均关税为 16 %
,

日本产品占墨西哥进口产品

的份额由 1994 年的 6
.

1% 下降为 2 000 年的 3
.

7% [ ”〕。 而欧

盟通过 FT A 对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
,

欧盟产品占墨西哥出

口 产 品 的 比重 由 200 1 年 的 4
.

8 % 上升 至 200 2 年 的

5
.

5 % 〔’6 」。 与墨西哥建立 自由贸易区可以使 日本企业受益
,

尤其是日本的汽车和钢铁企业
。

通过 F’r A
,

墨西哥给 日本

汽车提供了免税的进 口配额
,

并且配额的数量逐年增加
。

日本预计
,

在实施与墨西哥的 打A 之后
,

日本对墨西哥的

汽车出 口会增加一倍
。

墨西哥对日本钢铁产品的关税将在
10 年内完全取消 〔” ] 。

在农产品方面
,

日本同意对来自墨西哥的农产品削减

进口关税
,

但仍然是个框架
。

日本原则上同意对羊肉
、

橙

汁
、

鲜橙
、

牛肉等产品削减关税
,

但保留配额
。

墨西哥对

日本农产品出口额中获得免税的不足 50 % 〔’8〕。

但是
,

墨西

哥对 日本农产品的出 口 只占日本进口 农产品 l% 的比重
。

因此
,

日本 的农产品贸易并没有大幅度地实现 自由化
,

FTA 对日本农业的冲击是很小的〔’9 1 。

三毛 当前 日本已基本兜成谈判的 FT A

1
.

日本和马来西亚的 FT A
。

20( 只年 1 月
,

日本与马来

西亚举行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
,

20(] 5 年 5 月
,

双方完成两

国间
“

经济伙伴协定 (EPA )
”

的谈判 [洲
,

12 月 14 日双方

签署了协定
。

至此
,

马来西亚成为继新加坡和墨西哥之后
,

第三个与 日本签署 FrA 协定的国家
。

协定还需要两国的立

法机构批准后才能生效
。

日本方面认为
,

该协定生效后能

提高 日本的 G D P 0
.

08 %
,

折合美元 34 亿
,

提高马来西亚

的 G DP 5
.

07 % LZI]
。

两国到 20 巧 年取消彼此间的工业产品

关税
。

对 日本来说
,

特别有意义的是马来西亚同意马上取消

对所有来自日本
、

并用于马来西亚组装的汽车零部件的进

口关税
,

对来自日本的整车和其他汽车零部件的关税逐步

取消
,

直到 2 0 10 年完全取消
。

这意味着在马来西亚的日本

汽车制造商可以从 盯A 中获得减低成本的好处
。

马来西亚

还同意对来自日本
、

与马来西亚
“

民族车 (na tion al 。ar )
”

构成竞争的小型汽车的关税到 201 5 年分阶段逐步取消
。

马

来西亚的国产汽车占马来西亚国内市场的 70 %
,

留出一定

的时间逐步取消进 口 汽车的关税是为了保护马来西亚的国

内产业
。

马来西亚还同意对来自日本的钢铁产品在 10 年内

基本取消关税 〔川
。

作为对马来西亚的回报
,

日本同意 10

年内对来自马来西亚的芒果
、

榴莲
、

番木瓜果
、

羊角豆
、

虾
、

海蛰和椰子取消关税
,

5 年内对人造黄油的关税 由

29
.

8% 下降到 25 %
,

对香蕉的免税配额增加到 l
,

《兀旧 吨
。

但是 日本对大米
、

小麦
、

大麦
、

奶制品
、

牛肉
、

羊肉
、

淀

粉和鱼类产品仍实行配额
,

不在自由化之列 l” 〕。

2
.

日本和菲律宾的 Fr A
。

200 2 年 5 月
,

菲律宾总统向

日本首相建议与 日本签署 卿A
。

2 以” 年 2 月
,

两国开始谈

判
,

并于 2 0 0 4 年 11 月双方在原则上达成了协定
。

2 0( 巧 年
l 月 5 日

,

日本要求菲律宾与 日本继续谈判
,

以达成最后

的协定 {’4〕。

该协定的特点是菲律宾对 日本提出了人员流动的要求
,

菲律宾要求 日本对菲律宾的医护人员开放市场
,

允许进人

日本劳动力市场
,

日本为了要菲律宾向日本开放汽车和钢

铁市场
,

原则上同意菲律宾的护士和护理人员在通过了日

本的资格考试后
,

可以进人 日本从事相关工作
。

但人数和

选拔的程序还没有确定
,

这就是 目前难以最后敲定协定的

主要原因哪 j 。

对日本来说
,

有意义的方面是菲律宾在 201 。

年以前对来自日本的大多数钢铁和汽车产品逐步降低关税
。

而日本对来自菲律宾的香蕉和菠萝降低关税
,

香蕉和菠萝

并不是日本农业的主要产品
,

所以
,

这样的让步不会冲击

日本农业
。

同时
,

日本对大米
、

小麦
、

奶制品
、

牛肉
、

羊

肉和鱼产品等敏感产品不开放市场
,

但 日本同意在协定生

效后的四年内对来自菲律宾的蔗糖产品降低关税
。

3
.

日本和泰国的 FT A
。

2加4 年 2 月
,

日本和泰国开始

就建立 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
。

200 5 年 9 月
,

两国首脑就签

署经济合作协定 (E PA ) 一事正式达成基本共识
,

争取在

2 (X) 6 年 4 月签署协定
。

泰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大米出 口 国
,

农业人口 众多
。

而日本的农业保护主义闻名世界
,

日本对大米征收高达

9 00 % 的关税
,

令人吃惊
。

在世界上
,

泰国是批评 日本农业

保护主义的主要国家之一
。

所以
,

两国同意不把大米列人

关税削减的范围
,

但是泰国仍然要求 日本对来自泰国的鸡

肉
、

糖
、

淀粉
、

林产品和鱼类产品降低关税
。

日本对泰国

的要求集中在汽车和钢铁产品的关税削减方面
。

日本企业

控制着泰国 80 % 的汽车生产
、

销售和出口
,

日本希望泰国

削减汽车及零部件的进 口关税可以降低 日本企业的成本
,

有利于整合 日本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
。

四 日 本国已在进行或被列 夕、谈判

的 FVI’A

1
.

日本和韩国的 FT A
。

20() 3 年 12 月
,

日韩两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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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建立 自由贸易区 的问题
,

但 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
,

处

于停滞状态
。

日本不愿意降低农产品和海产品的关税
,

韩

国对削减工业产品的关税犹豫不决
。

韩国官方担心 Fvr A 会

进一步恶化韩国与 日本的贸易逆差
。

韩国坚持要 日本削减

海产品的关税具有象征意义
,

实际情况是韩国的海产品对

日本出 口的数量很小
,

韩国的这一做法是对 日本坚持不削

减农产品关税的报复仁26 〕。 200 6 年 2 月 6 日
,

韩国官员表

示 L” 」 ,

只要 日本同意开放农产品市场
,

免除韩国 9o % 的农

产品关税
,

韩国愿意马上恢复谈判
。

该官员还表示
,

中断

谈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两国间的政治
、

外交和历史问题
。

2
.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 盯A
。

20 05 年 6 月
,

日印两国

发起了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

设想到 2 00 6 年 6 月达成协

定
。

该协定将涉及货物贸易
、

服务贸易
、

投资
、

劳动力流

动
、

技术交换和知识产权
。

印尼是向 日本供应原油
、

煤炭

和天然气的主要国家
,

印尼希望通过 FT 灯EPA 促进 日本对

印尼的投资
,

两国谈判的难点是 日本对农产品的保护和印

尼对汽车和钢铁部门的保护
。

3
.

日本和澳大利亚的 FT A
。

200 5 年 4 月
,

日澳两国宣

布正式启动日澳 打A 可行性研究
。

澳大利亚是 日本重要的

贸易伙伴
,

是 日本石油
、

铁矿石和天然气的主要供应 国
。

日本首相承认
,

农业领域将是日澳 FT A 谈判方面的最大障

碍
,

与澳大利亚达成包括牛肉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对

日本产生负面的影响〔’“〕。

4
.

其他已被 日本提及的国家
。

(l) 瑞士
。

瑞士不会要

求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

日本与瑞士建立 自由贸易区没

有大的障碍
。

(2) 越南
。

200 6 年 2 月 6 日越南宣布 [川
,

越

南将与日本举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轮谈判
。

谈判的焦

点在工业产品
、

农产品和服务业的贸易 自由化
。

2 00 5 年两

国双边贸易接近 82 亿美元
,

其中 45 亿美元是越南对 日本

出 口服装
、

纺织品
、

鞋类和电器等产品
。

(3) 海湾合作委

员会
。

2 00 6 年 2 月 5 日
,

科威特新闻社报道〔3Oj
,

日本准备

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国家举行 F’r A 的谈判
。

(4) 中

国
。

日本实施 FT A 战略不可能不涉及中国
,

日本的官员经

常会提及与中国谈判 盯A 的可能性
。

但
‘

日本的官员表示
,

这似乎很遥远〔” 〕。 从经济上看
,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

许多

农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

日本对农业小国都不愿开放

市场
,

更何况对中国了
。

从政治上看
,

日本实施 FT A 战略

本身就是要抵消中国的影响
。

当前 日本在政治上处处挑衅

中国
,

所以
,

目前根本不愿意与中国谈判 FT A
。

(5) 美国

和欧盟
。

按照 2 0 0 2 年的 《日本的 FT A 战略》的报告
,

美

国和欧盟也被列人 F’T A 的名单
,

但由于美国和欧盟 (作为

单一的经济体 ) 都是世界农产品出口 大国
,

所以
,

日本目

前也不可能与它们谈判 FT A
。

月兄 日本实施 FT A 战略月斤冠厅临的挑战
1

.

日本实施盯A 战略对国内政策的挑战
。

日本对外开

展一系列的 FTA 谈判
,

都要面临改变 国内政策措施 的压

力
。

最主要的领域一个晕农业
,

另一个是人员流动
。

农业产值只占日本 G DP 的 1
.

3 %
,

就业人数占全部就

东南亚研究 20 06 年第 3 期

业人数的 4
.

6 % L”j ,

但日本农业一直受到高度的支持和保

护
,

严重脱离国际市场的竞争
。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 E c D ) 的报告 「3 , : ,

2 00 1一2004 年 日本对农业生产者的

国内支持占农业总收人的 58 % (农民 100 元收人中有 58 元

来 自政府的补贴 )
,

1 9 8 6一 19 88 年这一比重为 6 1%
。

由于

关税配额的保护
,

日本国内的食物价格 比国际市场平均高

出 13 0 %
。

许多日本人认为
,

日本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继续

会对农业采取支持政策
。

日本农 民对政党的游说还起着作

用
,

日本自民党的选票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农 民
,

按照 日本

的选举制度
,

一张农民的选票相当于二张城市居民的选票
。

所以
,

各政党都不敢得罪农民 [’礴〕。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

合研究所在 2以又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5〕 ,

对 日本 目前正

在进行以及将来可能启动的 F了A 谈判 (涉及 18 个 国家和

地区 ) 进行了评估
。

报告认为
,

盯A 的确会给 日本农林水

产业带来负面影响
,

一定程序上阻碍农林水产业的发展
。

分国别来说
,

与美国缔结 Fr A
,

将使 日本农林业产值减少

3
.

8 %
,

与澳大利亚签约则会导致其减少 1
.

7%
。

因此
,

日本在实施 盯A 战略中
,

如何减少国内的阻力

是一个挑战
。

在工业国家中
,

日本是属于不愿意接受人员流动的国

家
。

然而
,

日本出生率的下降和人 口老龄化
,

日本面临被

迫接受外来劳工的压力
。

日本 门该 谈判对象国菲律宾和泰

国都向日本提出了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

但引起了国内

的争论 「’“〕。

19 99 年
,

日本政府曾有一个专业技术领域聘用

外国人的计划
,

但该计划要 以
“

国民一致认可
”

的方式采

用
。

日本工会组织以聘用外国人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等理

由
,

阻扰该计划的实施
。

日本主要政党也不赞成聘用外来

人员 !” 〕。 但 日本如果继续持这种立场
,

就削弱了 日本进一

步实施打A 战略的能力
,

尤其是对东亚国家而言
。

2
.

日本实施 门{A 战略对美国利益的挑战
。

一方面
,

美

国看到 日本实施 FT A 战略的有利方面
,

即可以提高 日本在

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

通过 FT A 谈判对 日本国内

施加改革的压力
,

开放农产品市场
。

同时美国担心 日本实

施碑A 的步伐赶不上中国
,

中国就会主导亚洲的经济
。

美

国对日本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

当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时

候
,

美国会认为日本是个威胁
。

当 日本经济停滞时
,

美国

又担心虚弱的日本会影响两国经济的发展
,

削弱 日本在东

亚的主导地位
,

尤其是面对中国的崛起
,

美国需要日本经

济的强大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吕] ,

从这个角度出发
,

美国支

持 日本实施 FrA 战略
。

美国不希望看到 日本在东亚区域合

作中落后于中国
。

另一方面
,

日本实施的 FT A 战略对美国

正在实施的叮A 战略构成了竞争
,

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和利

益
。

比如
,

日本一墨西哥 打A 使 日本扩大了在墨西哥的市

场
,

又让日本产品借助墨西哥进人美国市场
。

因此
,

美 国

认识到日本实施的 FT A 战略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一面
。

3
.

日本实施 FTA 战略对 中国构成的挑战
。

日本实施

卿A 战略的政治动因就是对 中国在亚洲
,

尤其在东亚国家

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作出的反应
。

日本认为
,

中国与东盟

的合作比 日本领先一步〔’9〕。

日本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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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与东盟达成了 打A 的框架协议
,

按照中国与东盟的
“

早期收获
”

计划
,

中泰两国提前从 200 3 年 10 月 1 日起实

现零关税
。

20( 抖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国一东

盟 自由贸易区 (CAFT A ) 《货物贸易协议》和 《争端解决

机制协议》
。

这些是 日本不愿看到的
。

所以
,

日本把实施

FTA 战略作为政治和外交工具
,

以达到抵消中国影响的 目

的
。

从中国角度来看
,

日本实施 叮A 战略是中国更进一步

实施自己 FTA 战略的外部压力
。

同时也要看到
,

东盟国家

在中日两国间一边打
“

中国牌
” ,

另一边打
‘

旧 本牌
”

的

问题〔40]
,

但中国更应该从大战略的角度出发
,

为自己拓展

更大的空间而努力
。

对中国而言
,

实施中国的 FT A 战略是

应对美国和 日本碑A 战略的反应
。

中国将在 FTA 这一层次

与日本和美国展开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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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

它包括思想
·

道德 哲学
、

人生价值
、

文学 艺术
、

五 东南 亚地 区 华文教育的多种
科学成就等等

。

中华传统文化是华文母语教育中的重要内 公 ,J 、 !刊

容
。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

中 1 1夕从
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这些都给中华文化增加了新的内 我们提出的将华文当作母语教育的模式适应于华裔学

容
。

当代的华文教育不仅要立足于中华五千年的优良传统
,

生
,

但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对象和学校类型情况复杂
,

相应

也应关注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新变化
。

地整个地区的华文教育也应采取多种教学模式并存的对应

文化传统的教育也应包括东南亚华裔 自身的优 良传统 策略
。

具体来说对于面向华裔学生的华文中小学
、

补习学

和创造的文化
。

东南亚华裔在所在国的拼搏
、

奋斗
、

与当 校和幼教班应该采用新的华文母语教学模式
,

在培养语言

地文化的共存共生等是华裔在东南亚地区发展的重要精神 能力的同时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

同时要根据华裔学生的

支柱与文化食粮
,

是新生代华裔必须要学匀和传存的生活 汉语水平划分初
、

中
、

高等不同的层次
,

对于初等水平的

法则
。

它必须要贯彻在华文母语教育之中
。

目前在东南亚 华裔学生可以较多地采用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
,

着重汉语

地区的华文教材与教学中还较少见到有关华裔 自身的文化 基本交际能力的教学
。

而对中
、

高级汉语水平的华裔学生

与历史的内容
,

应该大力研究和加强
。

则要逐步加大母语教学的力度
,

直至完全达到母语教学的

在新形势下
,

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在教学方式上进行改 要求
。

革
,

要深入研究东南亚华裔青少年的生活环境
、

教育背景 对非华裔的当地学习者则应该采用第二语言的教学模

和学习特点等因素
,

积极探索适合华裔青少年的华文教学 式
,

这主要是针对国民学校的华文类课程和专门为当地居

的思路和技巧
,

因地制宜
,

因材施教
,

以培养学生 良好的 民举办的华文补习班
。

教学 目标是培养他们的华文交际能

华语文能力
、

自我定位能力和团体协作能力
,

为华裔在东 力和对华文及中华文化的好感
。

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教育保证川
。

【注 释】

【1」 李奇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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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华文教学模式》
,

《广 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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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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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 年第

东教育学院学报》
,

20 05 年第 2 期
。

5 期
。

〔2 ] 李敏
:

《论当前海外华文教育的热潮与地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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