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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产网络与中韩 FTA: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区域生产网络的视角来研究中韩 FTA建立的可行性,

并通过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建立 FTA对促进双边零部件贸易以深化两国分工

与合作的影响。文章以零部件贸易来反映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分工情况, 通过对

1998) 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韩两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分工合

作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同时分工的地位又是不平衡的, 这为建立双边 FTA 提供

了可能。随后本文通过建立双边零部件贸易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建立 FTA

有利于双边零部件的发展, 从而有利于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进一步深化分

工。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和东亚区域内, FTA 变量的回归结果有所

不同, 对于中国是东亚区域内的 FTA 的影响大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而韩国

则刚好相反。

[关键词]  区域生产网络  中韩  FTA

中图分类号: F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1369( 2010) 2- 0045- 12

引   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

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方面, 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生产

网络(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一种新格局; 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大量涌现,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自由贸易协定(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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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虑,将一体化的

生产过程分解成若干个阶段, 根据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

内配置生产资源,并对国际生产网络进行系统整合。由于要素禀赋与地理因

素的作用¹, 商品的价值链已不再局限某一国(地区)内,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

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国际分工中来, 这样便形

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生产网络。目前全球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区域性生产网

络,分别位于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 美国、墨西哥之间, 以及东亚各经济体之

间º。这当中,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是东亚地区生产网络。该区域内典型的分

工流程是, 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不断将商品链中生产、组装环

节(包括部分研发、设计环节)转移到中国来, 然后再销售到其母国(地区)或世

界其他地区。通过这样分工和合作, 不仅加快了区域内各国(地区)的产业升

级,也促进双方经贸的发展,这里尤以中韩、中日的经贸关系最为显著。当然

根据国际经验, 当一个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间的分工已经形成、经贸关

系已很密切、区域生产网络已经运作时,建立 FTA 就成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理想选择。

FTA是国家间为加快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的客观要求。而东亚

地区作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 且经济互补性也最强的地区, 却未能建立一个统

一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 这在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因未形成本区域的最大化

发展的优势而受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不断扩张的影响。因此, 东亚各国

寻求区域内的合作, 尽快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就显得尤为必要。随着东亚区

域生产网络的形成, 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密切以及中日韩

FTA的提出,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东亚各国正在积极地准备着,但由于受到历史

遗留问题和领土争议的影响,中日、韩日之间建立 FTA 的障碍依然很大。相

反,中韩两国之间不仅政治上比较稳定, 且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两国在东亚区

域生产网络中依赖性和互补性也很强, 加之中韩地域相近且同属东亚文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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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韩两国之间建立 FTA提供了可能。

建立 FTA涉及到相关各国的利益, 当然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

此,中韩之间建立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研究就极具现实意义。不同于国内

其他学者的研究¹,本文主要从区域生产网络这一视角,来研究中韩之间建立

FTA可行性,并通过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反过来实证检验建立 FTA 对于中韩分

工合作的影响, 以求为中韩FTA的建立提供一些理论指导。

区域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韩建立 FTA 的必要性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最早起源于以日本的资本和生产技术对东亚地区的转

移为主要表现的/雁形模式0,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型国际分工的演

变,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逐渐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

要生产形式,不同国家的企业逐渐加入到某种商品的不同生产环节过程中来,

最终形成了在垂直一体化生产体系内的零部件和装配的国际分散化

( Product ion Fragmentation) º,这也符合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

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 日

本、韩国凭借技术、资本的优势在区域分工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利用

在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也成为区域分工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通过吸

引FDI的方式承接日韩的产业转移并进行组装和生产, 然后销往欧美等地。

这种因分工格局的不同而形成三角贸易结构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主要表现

形式。由此可见,中国与日本、韩国由于分工的需要而形成了经济上的紧密依

赖和互补。

为了研究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 中韩建立 FTA 是否可行, 下面我们

首先考察中韩两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合作程度和依赖关系。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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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区域生产网络中, 目前的现状是韩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大量向中国

转移自身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如组装等) ,这得益于两国地理相邻、

文化习俗趋同等优势,也取决于两国目前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分工地位,这种分

工格局的主要表现就是两国零部件贸易的迅速增长。从近十年来中韩与其主

要贸易伙伴的零部件贸易额来看, ¹ 无论是从中国的统计还是从韩国的统计

看,中韩两国双边零部件贸易额都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中国从 2004年开始

取代日本成为韩国最大的零部件贸易伙伴。到 2007年, 与中国的贸易额已占

韩国零部件贸易总额的 26. 7% ,比 1998年提高了近 23个百分点。而韩国在

中国的零部件贸易中的地位也逐年提高, 2005年韩国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五

大零部件贸易伙伴。中韩两国在各自的零部件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的同

时,中韩其他贸易伙伴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或时常波动的状态, 特别是同处亚

洲的日本, 在中国的零部件贸易中的地位逐年下降, 比重由 1998 年的 24. 5%

降到了 2007年的 13. 6%; 在韩国的零部件贸易中, 日本所占的比重从 2001年

开始也显著下降。这说明中韩两国在新国际分工的格局下所表现出的经济依

赖性和互补性是十分明显的, 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所表现出的分工合作程

度和潜力也是强于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建立

中韩FTA是两国谋求进一步深化分工并促进经贸发展的最好选择。从目前

的现实状况看, 两国在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中国基本上处于韩国主导的

商品价值链的末端, 主要根据韩国跨国公司的要求进行零部件的生产加工和

装配。这可归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中韩两国各自具备的比较优势, 即韩国在

技术、资本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主要在劳动力上拥有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

是韩国对于其国内某些产业的市场进入有所限制,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企业

对韩国的投资始终不高。为了加快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内的进一步合作与发

展,以求平衡双方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地位,加快各自的产业升级,此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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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韩FTA也是必要的。建立 FTA后,两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或取

消不但能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整合双方的市场,由此可带来生产上的

规模经济和更加自由的双边贸易, 这对中韩双方无疑都是有益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韩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建立 FTA的可行性,我们

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比较典型的电子(电气)业为例来分析中韩两国在区域

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合作程度。根据联合国标准国际贸易分类第三版( SITC3.

0)以及Ng 和Yeats( 2003)、陈勇( 2006)的分类方法¹,我们将 SITC75、76、77这

三项归类为电子(电气)业零部件。中国在两国电子(电气)业的双边零部件贸

易中始终处于逆差。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的角度, 可以说明中韩两国在东

亚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合作关系和依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 从中国的逆差额逐

年增大的角度, 可以说明韩国目前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电子

(电气)制造业中就表现为大量零部件的出口, 特别是到与之相邻且劳动力具

有比较优势的中国, 而中国主要负责整体生产和装配, 从而导致两国在分工地

位上的不平等, 这样的分析结果也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论述。为了解决这种分

工地位的不平衡以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的发展,除了中国要进一步加快产业

升级,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中国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也要加快对韩国进行投

资,从而提高两国间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建立 FTA, 则可以增加中韩两

国彼此之间的投资。由于 FTA导致关税的减免和壁垒的消除,韩国的跨国公

司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并增加从韩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品,同时也会增加对

韩国的最终产品的销售。而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通过建立 FTA而加快对韩

国投资从而进入更多的韩国市场, 这不仅增加企业的收益, 也可以缓解目前中

韩双边贸易不平衡和分工地位不平等的现象, 最终促进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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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FTA对中韩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影响: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建立中韩 FTA是可行的,

为了具体验证建立 FTA是否有利于双方增加零部件贸易以深化分工合作, 我

们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实证计量分析,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引力模型 ( Gravity

Model)这一方法。

1. 实证模型

本文以中国(韩国)的 45个主要零部件贸易伙伴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或

地区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

利、西班牙、瑞典、比利时、挪威、芬兰、丹麦、瑞士、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波兰、

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俄罗斯; 亚洲的日

本、韩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沙

特、以色列、土耳其; 非洲的南非、埃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 大洋洲的澳大

利亚、新西兰) ,时间跨度为 1998 ) 2007年。根据本文所要研究的目的, 以及

影响双边零部件贸易或国际分工的相关因素, 针对中、韩两国, 我们建立了如

下基本计量模型:

Ln( PCTRADEC#j# t ) = C + A1ln ( TGDPC#j# t ) + A2ln ( DPGDPC#j# t ) + A3ln

(DISTC#j# t )+ A4FTAC#j# t+ A5ln( TELEC#j# t )+ Li+ EC#j# t ( Ñ)

Ln( PCTRADEK#j# t ) = C + A1ln ( TGDPK#j# t ) + A2ln ( DPGDPK#j# t ) + A3ln

(DISTK#j# t )+ A4FTAK#j# t+ A5ln( TELEK#j# t )+ Li+ EK#j# t ( Ò)

  式中 PCTRADEC/K#j# t分别表示第 t年中国、韩国与贸易伙伴 j 之间的双边

零部件贸易额; TGDPC/K#j# t分别表示第 t 年中国、韩国与贸易伙伴 j 的 GDP 之

和; DPGDPC/K#j# t分别表示第 t 年中、韩与贸易伙伴 j 的人均 GDP 之差;

DISTC/ K# j#t分别表示中、韩与其贸易伙伴 j 之间的经济距离; FTAC/K#j# t分别表

示第 t 年中、韩与其贸易伙伴 j 之间是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TELEC/K#j# t表

示第 t 年中、韩与其贸易伙伴 j 之间的电话线路总长度; C 为常数项; L为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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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区)特定不随年份变动的误差项; E为随机残差项; t 表示年份; An ( n =

1、2 ,5)为对应变量的系数; ln为自然对数符号。

前人的研究大都是以某些具体年份的截面数据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的, 但

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变化, 截面回归的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的

本质。所以为了扩大样本容量,也使研究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采用了面

板数据( Panel Data)回归的方法,以克服单纯截面回归和时间序列回归存在的

缺点。

2. 变量和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 PCTRADEC/K#j# t分别表示中国(下标为 C)和韩国(下标为 K )

同 j 国在第 t 年度的双边零部件贸易额(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和) ,主要反映两

国(地区)间垂直专业化分工规模, 特别是区域生产网络内两国的分工合作程

度。历年的零部件贸易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 数据库。

在解释变量的选取过程中,我们充分遵循了内在关联性、资料真实性和可

获得性的原则, 找出可能影响双边零部件贸易或分工的相关变量,主要可以分

为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地理距离、制度因素和服务因素等五个方面。对这些

变量的具体解释如下:

市场规模( TGDP)。Jones 和 Kyerzkowski( 2001)的模型显示劳动分工的深

度和范围取决于生产规模的大小, 而市场规模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所能达到

的规模经济水平,并最终决定了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¹。本文采用了程

惠芳、阮翔的处理方法,用两国(地区)的双边 GDP 之和来反映市场规模的大

小º。各国(地区)历年的 GDP 来源于联合国的 UNCTAD( http: / / stats. unctad.

org) ,预期符号为正。

要素禀赋( DPGDP)。要素禀赋的不同使得参与分工的各方,都会根据自

身的比较优势来专注于产品某个环节的业务,如发达国家会将生产、组装等环

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在国内集聚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的核心环节, 从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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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演变。本文采取了双方人均 GDP 之差来表示要素禀赋。

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 UNCTAD( http: / / stats. unctad. org) , 预期符号为正。

地理距离( DIST)。地理距离自 Tinbergen、Poyhonen 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

际贸易领域中来¹,就是一直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缺的变量, 距

离越远不仅运输成本越大而且风险也会越大。考虑到各国(地区)的贸易大部

分是通过海运完成的,所以在距离这一变量的选取上, 我们以贸易双方的经济

中心(如中国的上海、韩国的首尔等)之间的海运距离来表示。相关数据来源

于http: / / www. Indo. com 中的/ distance calculator0(距离计算器) , 预期符号为

负。

制度因素( FTA)。制度因素是本文主要考察的一个变量, 以自由贸易协

定( FTA)表示。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 不仅可以大大减低零部件贸易的关税

和非关税成本, 同时还为跨国公司外包业务提供宽松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这一

作用在区域生产网络内表现尤为明显。在实际回归中,我们设定了 FTA虚拟

变量, 具体定义为:如果中国(韩国)与某一贸易伙伴在某一年签署了 FTA, 则

FTA= 1;否则 FTA= 0,具体 FTA签署情况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官方网

站( www. wto. org) , 预期符号为正。

服务因素( TELE)。Deardorff等的研究已表明服务(包括交通、保险、通讯

等)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还加快了国际分工的深入º。因此, 服务

因素也是影响双边零部件贸易进而影响分工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数据的难

以获得,本文仅从以贸易双方的电话线路总长度表示的通讯角度来反映服务

变量,因为电话的普及体现了信息通讯服务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相关数据

来源于 2007 年 5世界发展指标6和 Source OECD 数据库 ( http: / /www.

sourceOECD. org/ databases)。

)52)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 年第 2 期

¹

º Deardorff A V. Internat ional Provision of Trade Services, Trade, and Fragmentation.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1( 2548)

Ting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ppendix VI: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 New York:

Twent ieth Century Fund, 1962; Poyhonen P. A Tentat 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 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63, 90(1)



3. 计量结果

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我们采用的是跨国截面数据,考虑到不同年份之间

可能会存在差异,所以对不同时期设置了时期固定效应( period fixed effect)加

以控制, 通过混合最小二乘法( pooled least squares)进行回归¹, 最终的结果参

见表 1,其中每个方程又分为包含时期固定效应和不包含时期固定效应两种

情况。

表 1  方程式Ñ、Ò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式Ñ(中国) 方程式Ò(韩国)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C - 22. 385* * * - 16. 774* * * - 26. 974* * * - 18. 118

lnTGDP 2. 273* * 1. 745* * * 1. 859* * * 1. 229* * *

lnDPGDP 0. 182* * * 0. 114* * * 0. 175* * * 0. 126*

lnDIST - 0. 834* * * - 0. 679* * - 0. 787* * * - 0. 632* * *

FTA 0. 332* * * 0. 248* * * 0. 329* * 0. 233* * *

lnTELE 0. 992* * * 0. 451* * * 0. 893* * * 0. 557* * *

R
2 0. 701 0. 673 0. 756 0. 717

调整的 R
2 0. 554 0. 411 0. 589 0. 492

时期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样本个数 450 450 450 450

  注: / * 0、/ * * 0、/ * * * 0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表 1的各项统计指标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基本通过至少 10%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重点考察 FTA 这个解释变量, 两

个方程的系数都为正,方程Ñ在包含时期固定效应和不包含时期固定效应两

种情形下都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 方程Ò中,在包含时期固定效应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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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 在不包含时期固定效应的条件下也通过了 10%

的检验,充分说明建立 FTA 与双边零部件贸易是呈正相关关系的, 这说明建

立FTA可以促进参与方之间的零部件贸易, 这当然也包括中韩两国之间的零

部件贸易。同属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的中韩, 零部件贸易的扩大意味着双方

间的分工进一步深化及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因此,建立中韩 FTA, 对中韩两

国在区域生产网络内加快合作、促进发展是有利的¹。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区域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建立 FTA是否会促进中韩双

边零部件贸易发展, 我们将计量样本的范围缩小至东亚区域, 具体包括中国、

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然后根

据方程Ñ、Ò的设定形式,分别对中国(韩国)与其九个贸易伙伴的双边零部件

贸易额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2所示: 相关数据的

符号大体没有改变,但数值上有所变化,整体的解释力不如表 1,这可能是由

于样本数量的减少所至。观察 FTA这个变量,方程Ñ、Ò的系数依然为正, 且

都通过至少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方程Ñ在设置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形

下还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建立 FTA依然

是有利于中、韩零部件贸易发展的。但通过对比表 1和表 2中 FTA 变量的系

数,可以发现两者的系数已有所变化,其中表 2中方程Ñ的系数要大于表 1中

方程Ñ的系数, 而方程Ò的系数要明显小于表 1中方程Ò的系数。对于这一

变化, 主要是因为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中国已经与东盟、香港签订了 FTA,

而且双边零部件贸易自签订 FTA之后发展尤为迅速,但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

看, 除了东盟和香港之外,目前与中国已经签署 FTA协议的只有智利和新西

兰,但智利又不在我们样本范围内,所以整体效果不如在东亚区域内部。反过

来,目前韩国在东亚仅与新加坡签署了 FTA, 与整个东盟还没有正式签署, 而

在世界范围内, 韩国已经与美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等签订了 FT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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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日分工的不同地位,且日本经济实力和作用要明显强于韩国。



以回归结果就表现为在东亚区域范围内的系数要小于世界范围内的系数。

表 2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范围内方程式Ñ、Ò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式Ñ(中国) 方程式Ò(韩国)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C - 9. 843 - 7. 960* * * - 8. 855 - 7. 531

lnTGDP 0. 809* * * 0. 773* * * 0. 626* * * 0. 605

lnDPGDP 0. 162
* * * 0. 094 - 0. 305 - 0. 117

* *

lnDIST - 0. 064* * * - 0. 038* * * - 0. 052* * * - 0. 041* * *

FTA 0. 427* * 0. 363* * * 0. 281* * * 0. 219* * *

lnTELE 0. 955* * 0. 628 0. 757* * * 0. 604* * *

R2 0. 662 0. 593 0. 637 0. 601

调整的 R2 0. 528 0. 462 0. 505 0. 47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样本个数 90 90 90 90

  注: / * 0、/ * * 0、/ * * * 0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主要结论

通过对区域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韩建立 FTA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以及运用

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建立 FTA对于促进中韩零部件贸易的发展以及在东亚

区域生产网络内分工程度的提升, 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下, 中韩两国提出建立

FTA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并有利于促进双边经贸进一步发展的。从东亚区生

产网络内中韩两国零部件贸易发展现状可以看出,随着两国零部件贸易的迅

速发展,两国的分工合作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在区域生产网络内部形成了一种

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分工的生产格局。为了加快双边合作和经贸发展,此时有

必要建立 FTA 来减免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寻求更加自由的市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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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当然由于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两国在区域生产网络内的分工地位是

不平等的, 通过建立 FTA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投资于韩国, 来缓解双

边分工的不平衡。

(2)无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东亚区域范围内的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都显

示,建立FTA是有利于中韩两国与各自贸易伙伴之间的零部件贸易发展的。

但对于中国,在东亚区域范围内的系数要大于世界范围内的系数; 而对于韩

国,则是世界范围内的系数大于东亚区域范围内的系数。这主要是因为,中韩

两国的FTA战略发展的不同,目前与中国签订 FTA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

东亚, 而韩国主要在美国和欧洲。研究还发现,中韩 FTA的建立难免会受到

日本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明显, 这一影响主要是日本的经济

地位和作用、中日韩 FTA的发展所带来的。

( 3)FTA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目前全球签署的FTA已有

300多个。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一个重要形式, 而

目前的中国虽然在 FTA谈判上已取得一些成就,也同一些国家(地区)签署了

FTA,但发展速度显然是缓慢的, 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谈判异常艰难。所

以,在今后的FTA的发展战略上,中国需要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 并且要加

大同众多发展中国家建立 FTA的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过去拥有

的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 分工的格局将会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加快而有所改

变,因此我们必须为之而进行发展模式上的调整和改变。

(责任编辑:张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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