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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区域主义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应用

张学良

内容提要 本文在介绍新 区域主义的 内涵及其四 个方面 的主要内容之后
,

利 用新 区域 主 又理论

分析 了北 美自由 贸易区的实践
,

以 及加入北 美 自由 贸易区对各 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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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国外兴起了研究新区域主

义(n
e w re gi

o n al is m )的热潮
,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

一 种新 的趋势
:

在大国与小 国缔结 区域贸易协定

(R T A s)过程中
,

小国会对大国作出更多的让步
。

小国对

大国的让步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让

领域
,

而且更主要体现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
、

法规
、

政

策向大国靠拢
。

这种小国对大国作出的单方面让步现

象被称之为新 区域主 义 (p
e

rro
n i

,

饥
a lle y

,

19 9 4
,

I)
.

1 -

46 ) 〕渐区域主义的兴起也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化的进

程
,

目前关于新区域主义研究的热潮仍处于方兴未艾

之势
。

本文首先介绍当前新区域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

内容
,

然后分析 了新区域主义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

践

一
、

新区域主义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内外对新区域主义理论研究的视角和内容

却比较全面
,

诸如从国际关系学
、

国际经济学
、

经济地

理 以及区域规划等视角来研究新区域主义的产生
,

内

涵和影响
。

本文结合解释全球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

定的兴起
,

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

内容
:

1
.

小 国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后会得到那 些好处

首先
,

小国与大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后
,

最主要

的是获得了大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

获得 了以市场准人

机会为代表的经济收益
。

其次
,

在 自由贸易区内
,

大国

也失去了对小国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 ;再次
,

如果小国

与大国接壤
,

小国还可以促进边境地区 的经济发展
,

形

成依靠大国市场的产业带
,

最便利接纳大国的产业转

移

2. 在 自由贸易协定签订过程 中
,

小 国要作 出那些

让步

大国相对小国而言
,

在经济上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

的激励较小
,

在大国内部还存在着反对 签汀自由贸易

协定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
。

大国在向小国开放市场

的同时
,

也放弃了对小国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
。

为了补

偿大国的损失
,

小国必须向大国提供单方支付 (
、i击-

Pa ym ent s)
。

单方支付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
一

些具体

让步
。

如果没有这种单方支付
,

大国与小国之间就难以

¹Carl o Pe o n ,
,

J。}I n

l z a tlo n (『 I fl S U ra ll C

明韦al le y
,

th e

IJ』
.

NB E R

n e 脚 re 邵 o n al is m : lrad
w o rk一n g p叩

e r
.

19 9 4 入
。,

.

11块n d
-

46 26 :

PP
.

l一46
.

26
·

《世界经济研究》2(X) 5 年第 7 期



新区域主义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应用

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
。

因而
,

在均衡状态下
,

小国从 自

由贸易区协定获得收益的同时
,

也必须提供单方支付

换句话说
,

小国与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

利用单方支付购买 了进人大国市场的
“

保险
” 。

3
.

大国在 自由贾易协定中获得 的经济利益和非经

济利益

就经济利益而言
,

又分为贸易利益和非贸易利益
。

贸易利益指获得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

一般

地
,

大国从 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是有限的
,

由于其市场规模较大
,

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较低
,

抵御

外部冲击的能力和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谈判交易能力

较强
,

所以源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影响不大
。

非传

统贸易利益指扩大大国的提高贸易报复能力及整体国

际谈判交易能力
。

这是一种外部收益
。

大 国加人自由贸

易协定并且力求获得区域内的主导权
,

并不仅仅是为

了获得区域合作的内部收益
,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获得

区域合作的外部收益
。

即扩大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

筹码
,

进而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
。

在

国际贸易领域
,

一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取决于

该国能够向世界提供多大的进出口市场
。

一国进出 口

的规模越大
,

它对规则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

而 自由贸易

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扩大了一 国的市场规模
。

尽管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间没有统一的对外贸易政

策
,

但只要大国能够拥有自由贸易区的主导权
,

自由贸

易区就可能成为主导权国家与其他大国讨价还价的筹

码
,

最终把区域内规则转化为多边贸易规则
,

大 国就能

获得非贸易利益
。

非经济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也是大

国参与自由贸易区的重要 因素
,

有时还会是主要因素
。

4
.

自由贸易协定时大 国和小国产业布局的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扩大企业服务的市场范围对经

济活动的布局产生影响
。

在自由贸易区的内部
,

当一个

国家降低它的贸易关税
,

本国产品在国外的需求会得

到增长
,

这样会促进本国某些产业的发展 ; 另外
,

自由

贸易还激励本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与邻国接壤的边界

地区或港 口城市
,

因为这样产品可以更容易进人邻国

市场
。

二
、

新区域主义在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下面简称为 NA叮A) 又称为美加

墨自由贸易区
,

是美国
、

加拿大
、

墨西哥三国在 19 9 2 年

8 月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成立的
,

19 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和运行
。

它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达成的贸易联盟
,

也是新区域主义大国与小国

之 间签订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实例
。

2《拟)年
,

该贸易区

内人 口 为 3. 6 8 亿
,

国内生产总值达 11 09 9 8 亿美元
,

占

世界总值的 35 .2 %
。

下面本文将根据新区域主义的四

个主要内容分析 N AFT A 的实践
。

1
.

,

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入北 美自由贸易区后利益所

得

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的积极影响
:

(l) 在贸易方面
,

NA FTA 实施 以来
,

美国对墨西哥

进 口 品 征收的平均关税 由 19 9 3 年 的 12
.

1% 降到

3 .9 %
。

关税水平的降低
,

促进 了墨西哥的出口贸易
。

美

墨双边贸易由 19 9 3 年的 8 9 5 亿美元增长到 19 9 7 年的

176 3 亿美元
。

同期
,

墨西哥商品进人加拿大的平均关

税由 2. 38 %下降到 0. 8 6%
,

1993 一 19 98 年间两国间的贸

易额由 41 亿美元增至 75 亿美元
。

现在
,

墨西哥是加拿

大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

墨西哥在 19 9 2 年和 19 9 3 年时

货物的进出口逆差曾经高达 170 亿和 120 亿美元
。

加

入 N A畔A 之后墨西哥的外贸进出口 值基本保持平

衡
。

(2) 在吸引投资方面
,

NA盯A 实施后
,

墨西哥吸引

的外国投资明显增多
。

外国直接投资额由 199 3 年的

44 亿美元增 至 1997 年的 125 亿美元
。

造成投资增长

的原因
,

一方面是 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自由化有着明

确的规定
,

使美
、

加资本愿意投资墨西哥
,

美国的直接

投资额占到对墨直接投资总额的 6 0%
,

同时加拿大到

墨的投资企业也成倍增长
,

成为在墨西哥国外直接投

资增长最快的国家 ; 另一方面是美
、

加之外的其他地 区

和国家看重墨西哥的地缘经济价值
。

墨西哥作为发展

中国家的一个工业大国
,

是进人美国的
“

最佳跳板
” ,

是

全球挺进美国和拉美自由贸易区的中枢区域
。

其中来

自于欧洲国家的企业的资金总计超过 60 亿美元
,

亚洲

向墨直接投资的厂商从仅限于 日本扩展到印度
、

韩国

和新加坡等
。

(3) 在增加就业方面
,

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以来
,

墨西哥涉及出口活动的企业创造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

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就业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仅为国内

市场生产的公司
,

19 9 7 年出口超过产量 50% 的外向型

出 口企业
,

其就业增长几乎是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公司

就业增长的 3 倍
,

墨西哥的失业率也从 19 9 7 年的

2. 6%下降到 2〕服)年的 1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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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加拿大的积极影响
:

早在 19 8 8 年 l 月 2 日
,

加拿大就与美国签 汀 r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

加拿大虽然与墨西哥相 比可能

是大国
,

但是相对美国而言绝对是小国
。

与墨西哥加人

北美自由贸易区获得的利益相近
,

加拿大从《美加自由

贸易协定》中也会获得相类似的好处
。

随着墨西哥加入

北美白由贸易区
,

加拿大在增加贸易和促进就业等方

面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l) 在贸易方面
,

加拿大和美 国在经贸 上联系密

切
,

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
,

加出口到美产品占

其出口总值的 8 0%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
,

进 口美

国产品占美出口总值的 25 %
,

与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国

贸易总额的 7 0%左右
。

NA脚A 内部市场互相开放
,

相

互提供优惠
,

区外的国家地区因享受不到优惠而形成

了事实上的贸易壁垒
,

外来产品的竞争力下降
,

从而形

成
“

贸易转移效应
” 。

再加上由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

取消使得市场扩大
,

又形成了
“

贸易创造效应
” 。

加拿大

对 NA叮A 内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超过 40 %
。

(2) 在就业方面
,

伴随着 NAV FA 的运作进程
,

加

拿大的失业率从 19 90 年的 8
.

1% 下 降到 20 00 年的

6. 8%
,

近年来在就业方面更是有所好转
。

2. 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加入北 美 自由贾易区过程中

的让步

相对美国而言
,

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小国
。

小国与大

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就必须作出一些让步作为向大国支

付的保险
,

加拿大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及 199 2

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
,

除了一

些明显的贸易让步之外
,

它们在国内政策方面都作了

让步
,

这些政策会影响到税收
、

产品定价和产品供应安

排安全等方面 ; 除了在这些协议里面包括的正式让步

之外
,

美国还同时通过谈判寻求这些小 国的国内政策

作出改变
,

例如减少并最终消除影响到小国服装
、

钢铁

和农业等关键出口行业的部门保护
。

由于小国的政策

改变在协议里没有明确安排
,

因而是隐含的
。

墨西哥的让步
:

墨西哥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后
,

墨西哥接受了美 国和加拿大的农业 自由主义政策
,

解

除了对玉米和大豆的保护 ; 提高糖业保护到美国的标

准 ;取消汽车进 口配额
,

像《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一样接

受汽车自由供给 ;同意整顿国内金融投资环境 ; 同意对

能源的国内消费价格与出口价格实行无差别定价
。

具

体而言
,

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会对墨西哥国内经济产

生 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影响(舒波
,

20( 妈)
。
¹

(1)墨西哥农业发展困难
。

加人 NA FT A 以后
,

墨西

哥的农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19 9 3一 19 98

年墨西哥农牧产品对美出口增加了 35 %
,

但同期美 国

的农牧产品向墨出口增长了 48 %
, 19 9 8 年墨西哥的农

牧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达到 1337 亿美兀 由 于享受

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潮水般地进人墨西哥 市场
,

墨

农作物种植面积已缩减了 400 万公顷
,

随着 2() 种农产

品关税在 20( )3年的完全解除
,

墨西哥农业市场遭受美

国
、

加拿大等国吞噬的状况进一 步恶化
,

墨农业的未来

发展举步维艰
。

(2) 生活贫困化加剧
。

外资涌向墨西哥的制造业
,

使

得墨西哥 200 1 年生产力比 19 9 3 年上升 J
’ 47. 7件

,

们

是工人的工资不增反降
,

最低工资的实际值下降 f

1
.

8 %
,

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下降了近 21 %
_

日 入A脚A 实

施后
,

贫穷人 口急剧增加
。 800 万墨西哥家庭从 中产阶

级下滑到贫困阶层
,

很多家庭被迫迁往墨西哥城的贫

困街区或是美墨边境城市
。

19 94 年墨西哥贫困线 卜的

人口 占全国人 口的 50 %
,

目前已增 至近 60 汤

(3)环境污染恶化
。

研究显示
,

自N A厂rA 生效后
,

墨的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以前增加 了 2倍
,

没有按 NA Fr A 的承诺就工业对环境及人 [1l 增加而相

应地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

美墨边境的公众健康

受到威胁
。

墨西哥制造业造成的空气污染比协定签署

前增加了两倍
,

同时墨西哥的自然资源受到破坏 墨在

NA盯A 协议中同意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障碍
,

对外资控

股权也解除了限制
。

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墨林业部门的

投资
,

使得北美最大的未开发的森林区面临威胁

加 拿大加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和 NA叮A 后
,

在几个方面对美国都作出了让步 在服装领域
,

与签 门
‘

协定之前相比
,

加拿大出 口到美 国市场的服装产品的

关税定额更高 ;在运输领域
,

对交通运输限制性的《琼

斯法案》在美国仍然保留 ;在能源领域
,

加拿大根据国

内外市场不同对能源实行 区别定价是非法的
,

要确保

能源产品对美国提供的安全 ;在投资领域
,

加拿大对投

资的审查程序大大放松 ; 在专利保护领域
,

加拿大也作

出了明显的改变(虽然在协议里没规定
,

但实际 卜发牛

了)
,

这些专利会影响到国外药品进口

3
.

美国在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 中获得的 经济利益和

非经济利益

美国积极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在此基础 上

¹舒波
: “
北 美 自贸区 成效分析及利 益 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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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墨西哥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
,

这一行为的背后一

定有利益的驱使
。

一般地
,

在自由贸易协定中
,

大国会

获得包括贸易利益和非贸易利益的经济利益
,

其中以

非贸易利益为主 ;更重要的是
,

大国还会获得包括政治

利益在内的非经济利益
。

以 NA FT A 为例
,

美国获得的

贸易利益很小
。

例如 H an so n (199 8
,

p
.

卜 34) 指出
,

NA IT A 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小
,

只相当于国内生

产总值的 1% (甚至 小于季度国民收人账户的统计误

差)
,

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也就是几万人
。 ‘

唉国参与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

(l) 获得非贸易利益为主的经济利益
。

北美自由贸

易区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南北区域性经济集团
。

美

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有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

美国不

仅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
,

而且是该自由贸易区

的主导国
,

它在贸易区的运行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和支

配地位
。

从贸易区内部的实力来看
,

美国占有 2/ 3 的人

口和 90 %的经济实力
,

加拿大仅有 7%的人口和 8%的

经济实力
,

墨西哥虽拥有近 2 6% 的人 口
,

但经济实力

则不到 2%
。

美国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
,

获得了自由贸易区内

部的主导权
,

拥有决定区域内规则的能力
,

并且拥有提

高贸易报复能力及整体国际谈判交易能力
。

北美 自由

贸易区对美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扩大了美国的

市场规模
,

这也扩大了美国与其他大国和区域组织进

行多边贸易谈判的筹码
,

进而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

过程中的主导权
。

例如
,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

美国利

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全球经济规则
。

美国曾多次

威胁用北美 自由贸易区协定替代 W TO 的多边贸易谈

判
,

并屡屡奏效
。

乌拉圭回合谈判所涉及的许多新领域

实际上在美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都已经存在
,

如知识产权保护
、

服务贸易自由化
、

与贸易相关的投资

措施等
。

这样
,

美国在 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意志就最终

转化为多边贸易的规则
,

获得了非贸易利益
。

(2) 获得非经济利益
。

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因素
,

但是不仅仅是指意识形态
。

从安全方面考虑
,

北美 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被美国国内支持者称为
“

国家政策的巨

大成功
” ,

因为它促使墨西哥加快了政治经济改革进

程
,

加深了美国与南部邻国之间的关系
,

从而使美国变

得更为安全
。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里
,

还有许多非贸易

条款
,

如环境条款
、

劳工条款
、

知识产权条款
,

反毒品和

墨西哥非法移民等也包括在内
。

从根本上说
,

北美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更多地体现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

4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 国
、

加拿大和墨 西哥三

国产业布局 的影响

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
,

区内的企业可以从规

模经济中获益
,

降低产品的成本
,

获得竞争优势

NA FT A 消除贸易壁垒
,

市场的扩大提供更多专业化生

产和协作机会
,

因而能创造出
“

范围经济
” 。

在区内
,

一

些产业会形成完整的梯度布局
,

企业可以选择适当的

产业形态
,

根据
“

生产分工
”

战略
,

区内劳动密集型产业

和部分
“

夕阳产业
”

可以转移到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的墨

西哥
,

将新兴产业 和高科技产业留在美国和加拿大国

内
,

促进美加产业结构的升级
。

比如说 N A盯A 成立

后
,

由于其独特的原产地规则
,

直接庇护了区域内纺织

品服装贸易
。

美国
、

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逐渐形成了美

国生产棉纱
,

在墨西哥
、

加拿大织成布
,

做成服装再回

流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区内循环
。

墨西哥已经

取代中国成为纺织品对美出口的第一大国
。

(I)北美自由贸易 区对美国的产业布局和空间布

局的影响
。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美国的产业布局

和空间布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

在产业布局方面
,

美国

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加拿大和墨西哥
,

这有利于美国国

内产业的优化布局
。

产业的转移和升级有力地推动美

国汽车
、

电信设备等工业部门的发展
。

据美国劳工统计

局数字显示
,

美国汽车工业中 19 94 年以来整个就业增

长速度远远快于 N AFT A 建立之前的年份
。

19 90
一19 93

年汽车生产雇员的年增长率平均为 1%
,

19 9 4 年以 后

平均增长率为 5%
。

在空间布局方面
,

北美自由贸易区

的建立对美国空间布局作用不大
。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

实体比加拿大和墨西哥大的多
,

美国可以对邻国产业

的空间布局有很大的影响
,

但是邻国对美国的影响就

很小
。

美国使墨西哥工业向北部边境地区移动的力量

比墨西哥使美国工业南移的力量大的多
。

虽然靠近墨

西哥的边境城市就业人 口 比美国整体就业人 口增长更

快
,

但是美国边境经济对美国整体经济影响很小
。

可以

说墨西哥经济还没有强大到对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产

生深刻影响的时候
。

(2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

业布局和空间布局的影响
。

由于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有

很长的历史
,

美国一个世纪以来就对加拿大的工业实

施了很强的影响
,

因而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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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工业布局的影响从数量上比较难以确定
,

但是宏

观上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

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

中西部和北部的主要制造业地区接壤
,

在上世纪大部

分时间里聚集了一半的制造业工人
。

加拿大工业中心

沿着美国的工业中心发展
,

是美国工业聚集的扩展
。

直

到最近
,

两国的自动化生产在地理位置上仍然集中在

美国的密歇根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工业走廊
。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的影响分析就相

对容易一些
。

墨西哥加人北美自由贸易区后
,

平均关税

的降低使得墨西哥产品更容易进人美国市场
。

在靠近

美国的墨西哥边境地区
,

到美国市场的运输成本降低
,

那些出口占销售比重较大或进 口占直接投人 比重较大

的企业可以把生产转移到那些低成本进人美国市场的

边境地区
。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之前
,

边境地区 工业

就业人口增长与靠近美国市场的距离相关性为零
。

但

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 区后
,

这种相关性就为负
,

越靠近

美国市场
,

工业就业人 口就越多
。

在墨西哥
,

墨西哥城

工业带已经转移到与美国经济关系紧密有关的墨西哥

北部
,

边境地区制造业工人从 19 70 年的 18 .6 %
_

[ 升到

19 93 年的 2 9. 8%
。

围绕墨西哥城建立的制造业带也被

分割开来
,

墨西哥城制造业工人从 197 0 年的 47 .3 %下

降到 19 9 3 年的 2 8. 7%
。

到 19 9 3 年
,

边境地区制造业工

人就业人数和墨西哥城接近 了
_

新的产业中心在墨西

哥北部形成
,

一些企业利用墨西哥廉价 的劳动力和进

人美国市场便利的交通条件
,

在墨西哥边境地区大址

投资
,

最近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
。

也人部分集中在

边界地区
。

墨西哥新的工业中心现在集中在地理位置

上靠近美国的北部城市
,

如蒙特雷
,

提华纳等 口

(责任编辑
:
陆福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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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单边开战一起构建了布什主义的主要框架
。

贸易政策的布什主义决定了美国未来贸易政策

的基本走 向
,

即设法保证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并获

取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最大化
,

同时
,

将会延续争取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最大化的主要手段(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 )
_

鉴 于当前美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

势日益衰落
,

而国内经济又缺乏新的技术优势的支

撑
,

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消除
,

因此

布什政府也将会加大使用美国在世界经济谈判(或协

商)中的议价优势
,

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贸易伙l’+ 国对

其外部不均衡进行调整
,

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仍将是布

什政府二届任期贸易政策的主导
。

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相融合的产物
,

也是 国国家利

益在对外交往中的具体体现
。

从总体上看
,

布什政府

贸易政策的调整既是美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结果
,

也是

巩固和加强其地位的重要手段
。

换句话说
: “

美国的贸

易政策始终是与其更广泛的经济
、

政治和安全 目标联

系在 一起的… …
,

要让贸易政策既符合美国的经济利

益
,

也符合美国的价值理想
’,

子但是
,

从布什政府首届

任期贸易政策带来的经济结果
、

政治结果和谈判结果

来看
,

推行对外经贸政策的单边主义并不是 个最佳

选择
_

如果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而忽略他国利益
,

美

国的单方面价值诉求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

美国在伊拉

克战争中的政治困局就是证明
。

对布什政府来讲
,

重

新重视多边贸易谈判
,

推行价值创造的整合战略才是

一项双赢的最优选择
。

口

四
、

小 结

(责任编样
:

舒汉锋 )

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经济利益与其在国际上的 ¹佐 、克
: 200 3年 8 月美国国务院信息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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