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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

及世界经济影响研究
*

李  丽  邵兵家  陈  迅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 GTAP模型和等递归动态法,针对中国与印度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以及在此基

础上可能形成的其他不同区域合作方案,对中国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GDP、福利水平和生产格局等将

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一般均衡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不同区域合作方案下,中国福利损益有差异;中

国的贸易规模及除服务业之外的各产业的进出口增长都比较显著;服务业是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的薄弱产业; / 10+ 60方案对中国最不利,而中国 -印度自由贸易区和中国 -印度-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

方案对中国较为有利。中国的优势方案是争取在印度、澳大利亚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而避免东盟、日本

等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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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问题的提出

2003年印度总理访华时,曾提出建立中国 ) 印度

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2005年 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

问印度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提上议事日程。 2007

年 6月 4日,中印双方举行了区域贸易安排可行性研究

第四次会议,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和

经济合作等内容交换了意见,并基本达成共识。如果两

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印自由贸易区将成为全球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规模会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

盟,也势必对两国的经济及整个东亚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在中国力求与印度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中

国与澳大利亚,印度与澳大利亚,日本与中国、印度、澳

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与东盟也

在积极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然而,这些区域合

作的进展,仍然存在较大的变数,若中国与印度达成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在此基础上还可能会面临其他几种不

同的合作方案:

( 1)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日前,中国

和印度分别与澳大利亚进行着自由贸易谈判。中澳双

方已于 2007年 3月 30日进行了第八轮自由贸易区谈

判。而 2006年 3月 17日,赴印度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

已正式宣布,将同印度进行经济贸易协定谈判,将两国

的自由贸易区设想推向新台阶。

( 2)中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日

本自 2005年以来也加快了接近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步

伐,谋求与其建立 /潜在的同盟 0。2007年 4月 23日,日

本和澳大利亚的首轮谈判已拉开序幕,并建立了一个具

体的谈判框架和日程。而 2007年 4月 9日,日本与印

度开始了第二轮自由贸易谈判,意欲在两年内达成贸易

协定。此外,日本还可能与中国和韩国签署三方自由贸

易协定。据报道,日本计划在 2007年与印度和澳大利

亚就自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并于 2009年和中国就此

进行谈判。

  *  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N o. 2005037551)。

( 3) / 10+ 60方案,即日本提出的 /泛亚洲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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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0格局。 2006年 8月, 日本在东盟会议上提出了

/ EPA行动计划 0 ) )) 一个包括东盟 10国和中国、日

本、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 /泛亚洲自由贸

易区 0。 2007年 1月 15日,东盟秘书长王景荣表示,印

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加入亚洲自由贸易区。印尼贸

易部长也表示, 东盟国家领导人可能批准一项总计

8500万美元的计划,研究建立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在内的 16国东亚共同体。尽管鉴于东亚自由贸易

区在建立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日本的 / EPA0构想可实

施性较低,但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渐渐成为可能。

针对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

形成的上述其他三种东亚地区不同区域合作方案,本文

运用 GTAP模型,并结合 Walm sley等递归动态方法,着

重分析各方案对中国的 GDP、社会福利、贸易规模、贸易

结构、生产格局等将产生的经济影响及影响程度, 进而

讨论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最优路径的选择问题。

2.文献综述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无疑会对两国的贸易与生

产格局及整体经济带来一定影响。文富德 ( 2006 )、李

伟等 ( 2004)从中印两国当前的经贸关系着手,分析了

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叶德利 ( 2005 )对中印

产业与贸易结构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两国虽在某些外贸

程序和政策法规上存在差异,但通过对双方贸易政策的

不断修正,两国将能够在贸易和产业合作方面创造更大

的发展前景。然而,以往这些定性研究虽然论证了中印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却难以具体测度中印自由贸

易区将带来的计量经济效应,如可能对贸易规模、贸易

结构、双边贸易、生产格局、GDP、国民福利等方面同时

产生的定量效果。

巴拉萨模型 ( Balassa, 1967 )、引力模型 ( Inmacu la2

da, 2003)和可计算一般均衡 ( CGE )模型的发展,为自由

贸易区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巴拉萨模型是

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

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引力模型可以显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后哪一

年的贸易效应比较明显,这相对于巴拉萨模型来说是一

个进步。上述两个模型实际上都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贸易影响进行事后的研究,而事前分析区域经济一体

化效应时一般采用 CGE模型。例如, Ch irath ivat( 2002 )

以 1997年为基期,通过 CGE模型分析了中国 -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经济效果; Lee ( 2004)利用动态连接 CGE

模型对东南亚一些可能构建的自由贸易区效应进行了

分析;薛敬孝 ( 2004)利用一个多国多部门静态 CGE模

型对各种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等。

CGE模型与一般计量分析方法相比,是一种事前分析方

法,能够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变量,可以通过对经济系

统中每一个部门设置政策变量,来考察各种政策同时实

施的全面效果,这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及的。

当前, CGE模型中的全球贸易分析 ( GTAP)模型,

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农业、税收、贸易和能源等政策模拟

上, 国内的有李众敏 ( 2007 )、周曙东 ( 2006 )、杨军

( 2005)等,国外的有 K. Anderson ( 2006)、M. S iriw ard2

ana( 2007)、J. H uang et a.l ( 2004 )、D. K. B rown et a.l

( 2005)等。本人亦曾运用 GTAP模型对中国 -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问题 (邵兵家, 2006)以及构建中

印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果 ( L i L i& Shao B ingjia, 2007)

作过相关研究。鉴于此,为了全面考察中国印度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其他区域合作

方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研究选用 GTAP模型并结合

数据等递归动态方法,分别对上述一系列自由贸易区方

案中的贸易政策变动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一般均

衡模拟研究。

二、研究方法及模拟方案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当前可能构建的中国 -印度自由贸易区

角度出发, 设定一系列适当的动态模拟情景并引入

GTAP模型和等递归动态方法,侧重于分析在上述四种

可能的自由贸易区方案下,不同区域合作方案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

GTAP模型是一个用来分析全球贸易政策改革的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法对政

策调整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即将政策及市场条件变化

的某种组合 (政策方案 )表示为对最初市场均衡的 /冲

击 0,然后求解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经过充分调整后达
到的新的均衡,两者的差别作为 /冲击 0产生的影响效

果 (H erte,l l997)。GTAP模型在设计上保证了预测结果

满足资源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和部门间增长的相互协调

性,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仿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

策调整对各国各部门生产、进出口、GDP及社会福利水

平的影响。

2.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GTAPAgg V_6. 10数据库,该数据库包

含 87个国家和 57类产品。针对中国 -印度自由贸易

区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其他东亚区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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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本研究把 87个国家划分为 11个地区:中国大

陆、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欧盟、其

它亚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其他国家。产业部

门分类则是遵循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贸易商

品结构,将 57种产品归为 12大产业部门,主要包括:纺

织品与服装、皮革及其制品、木产品、纸制品及印刷品、

化工 /塑料 /橡胶及其制品、各种金属及其制品、车辆及

运输设备、电器设备、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食品、其他

制造业、服务业。

由于 GTAPA gg V _6. 10数据库是以 2001年为基期

的,部分经济指标近年来已发生一定变化。为了反映

2001~ 2006年各国经济发展与政策的变化,以及人口

( POP)和国内生产总值 ( GDP)的调整,本文以世界银行

统计数据为准。进出口税率 ( TM S、TXS )的调整,除了

要考虑因取消 5多种纤维协定 6而受到较大影响的纺织

品与服装产业外,本文采用 Huang et a.l ( 2004)和 Fran2
cois and Sp inanger( 2004)的研究结果;资本存量 ( VKB)

的变化,主要依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中各国资本存量变

化情况。至于重要贸易政策的修正,本文将把目前为止

已经达成的上述 11个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考虑在

内,以保证最终模拟结果具有良好的准确性。根据目前

东亚地区区域合作进展情况,本文设定 2015年为上述

四种合作方案建成期。为了提高模拟结果的预测精度,

依据 1996~ 2006年的真实数据,利用 W almsley等递归

动态法将 GTAPA gg V e_6. 10数据库中各国的人口、

GDP、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自然禀赋等的变化升

级到 2015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模拟。

3.模拟方案设定

本文设定了中国当前可能面临的四种自由贸易区方

案:方案一:中国 -印度自由贸易区;方案二: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方案三:中国 -日本-印度 -澳

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方案四:中国-日本-韩国 -印度 -

澳大利亚 -新西兰-东盟自由贸易区。

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充分调整,原数据库中各国的人

口、GDP、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自然禀赋等升级

到 2015年,并以此为基准线, 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模

拟,每种自由贸易区方案下的模拟结果是与基准线指标

相比较。

三、模拟结果及分析

1.对 GDP及福利水平的影响

结果如表 1所示,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合作将极大改

进世界总福利,且市场越开放,世界总福利改善越显著,

但各国间利益分配存在显著差别。

在方案一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日本、韩国及其

他亚洲国家 GDP及福利也将受到积极影响。在方案二

中,澳大利亚将成为最大的受益国,中国的 GDP及福利

增长不如方案一,而印度 GDP及福利更加恶化,所受负

面影响明显扩大。在方案三中, GDP增长最快的是澳

大利亚 ( 2. 16% )和日本 ( 0. 33% ) , 中国、韩国、印度

GDP则有所下降;福利增加最多的是日本 ( 115. 00亿美

元 )和澳大利亚 ( 75. 22亿美元 ),而中国福利损失最大,

将减少 96. 41亿美元,印度则减少 63. 97亿美元。在方

案四中,中国、韩国、印度的 GDP及福利进一步恶化,其

GDP分别下降 2. 39%、1. 67%和 6. 89%,福利分别减少

180. 63亿美元、5. 26亿美元和 152. 37亿美元,中国依

然是福利损失最大的国家,新西兰 GDP增长最快 ( 2.

47% ),其次是澳大利亚 ( 2. 16% )和日本 ( 0. 80% ) ,而

日本福利增加最多 ( 315. 07亿美元 ),其次是澳大利亚

( 80. 97亿美元 )。

在后两种方案中, 随着成员国的增多,中国将处于

不利地位, GDP和福利均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在

前两种方案中,中国的 GDP和福利可以得到一定改善,

尤其在第一种合作方案中,中国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印

度的立场与中国一致,在方案一下损失最小。日本、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方案四下获益最多。方案二则是韩

国最优区域合作方案。

2.对进出口额的影响

结果如表 2所示, 在不同区域合作方案下,各成员

国的进出口发展前景都比较乐观。

在方案一中,印度进口值增长最快, 达到 0. 24% ,

中国的进口值有 0. 19%的增长,日本、韩国等也稍微有

所增长;出口值增长最快的依然是印度 ( 0. 23% )和中

国 ( 0. 17% )。在方案二中,澳大利亚的进口值与出口值

增长最快,分别为 1. 28%和 1. 27%,中国的进口值与出口

值增长分别为 0. 40%和 0. 31%,印度的进口值与出口值分

别为 0. 29%和 0. 26%, 新西兰的进口值与出口值也有

0. 09%的增长。在方案三中,澳大利亚的进口值与出口值

仍然增长最快,分别为 4. 07%和 4. 04%,其次是中国和日

本,而韩国的进口值和出口值将略有减少。在方案四中,

各地区的进口值与出口值顺势增长,澳大利亚仍旧保持最

高增长速度, 进口值增长最快的依次是澳大利亚

( 5. 01% )、中国 ( 4. 08% )、韩国 (3. 75% )、新西兰 ( 3. 69% )、

日本 (2. 89% )、东盟 ( 2. 22% )和印度 ( 0. 84% ),出口值增长

最快的依次是澳大利亚 ( 4. 97% )、新西兰 (3. 51% )、韩国

( 2. 92% )、日本 ( 2. 61% )、中国 ( 2. 29% )、东盟 (1. 81% )和

印度 (0.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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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方案下各地区 GDP及福利水平的变化

地区
GDP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福利变化 (亿美元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中国 0. 12 0. 07 - 1. 30 - 2. 39 14. 08 13. 45 - 96. 41 - 180. 63

日本 0. 02 0. 03 0. 33 0. 80 1. 98 2. 89 115. 00 315. 07

韩国 0. 02 0. 03 - 0. 01 - 1. 67 0. 75 1. 15 1. 09 - 5. 26

印度 - 1. 00 - 1. 71 - 2. 74 - 6. 87 - 23. 44 - 39. 66 - 63. 97 - 152. 37

澳大利亚 0. 00 0. 39 2. 16 2. 16 - 0. 06 15. 02 75. 22 80. 97

新西兰 0. 01 0. 08 0. 31 2. 47 0. 04 0. 25 0. 59 14. 82

亚洲其他国家 0. 02 0. 02 - 0. 07 - 0. 09 1. 18 2. 57 10. 38 38. 96

北美 FTA 0. 01 0. 01 0. 00 0. 03 1. 98 8. 11 52. 02 154. 84

东盟 0. 00 0. 00 0. 01 - 0. 53 0. 06 0. 30 2. 29 26. 47

欧盟 0. 01 0. 01 - 0. 02 - 0. 01 4. 11 10. 10 44. 42 142. 29

世界其他国家 0. 01 0. 00 - 0. 15 - 0. 29 5. 94 4. 59 - 28. 37 - 33. 22

总计 - - - - 6. 62 18. 77 112. 26 401. 94

数据来源: GTAP模拟结果。

  表 2 不同合作方案下各地区的进出口值变化

地区
进口值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出口值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中国 0. 19 0. 40 1. 98 4. 08 0. 17 0. 31 1. 08 2. 29

日本 0. 02 0. 03 1. 80 2. 89 0. 02 0. 03 1. 60 2. 61

韩国 0. 02 0. 03 - 0. 02 3. 75 0. 02 0. 03 - 0. 02 2. 92

印度 0. 24 0. 29 0. 32 0. 84 0. 23 0. 26 0. 28 0. 73

澳大利亚 0. 00 1. 28 4. 07 5. 01 0. 00 1. 27 4. 04 4. 97

新西兰 0. 01 0. 09 0. 32 3. 69 0. 01 0. 09 0. 32 3. 51

亚洲其他国家 0. 02 0. 03 - 0. 07 - 0. 07 0. 02 0. 03 - 0. 07 - 0. 07

北美 FTA 0. 01 0. 01 0. 00 0. 02 0. 01 0. 01 0. 00 0. 02

东盟 0. 00 0. 01 0. 01 2. 22 0. 00 0. 01 0. 01 1. 81

欧盟 0. 01 0. 01 - 0. 03 - 0. 02 0. 01 0. 01 - 0. 03 - 0. 02

世界其他国家 0. 01 0. 00 - 0. 17 - 0. 35 0. 00 0. 00 - 0. 05 - 0. 05

数据来源: GTAP模拟结果。

  在四种方案中,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进口值与出口值的增长幅度呈现梯度趋势,均会随

着成员国的增多而逐渐增大,即区域贸易自由化程度越

高,进出口值就增长得越多。在方案三中,韩国作为非

成员国,其进口值与出口值会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相关

冲击,出现一定负增长。欧盟、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

其他国家的进口值与出口值,在方案三和方案四中也略

有减少。由于方案四中贸易自由化涵盖的区域更为广

泛,各成员国间的货物流通更加充分, 进口值与出口值

增长最多。整体而言,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

将有效刺激各成员国的进出口,这体现了区域经济合作

的有效性。

3.对贸易平衡及贸易条件的影响

结果如表 3所示,在方案一中,贸易平衡增加最多的

是中国、日本、韩国,分别达到 5. 41亿美元、0. 52亿美元

和 0. 28亿美元,印度、北美 FTA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

易平衡将有所萎缩,依次减少 0. 38亿美元、1. 15亿美元

和 4. 82亿美元。在方案二中,贸易平衡增加最多的依然

是中国 (3. 14亿美元 )、日本 ( 0. 79亿美元 )、韩国 ( 0. 41

亿美元 ),澳大利亚也将显著增加 0. 16亿美元,印度则减

少 0. 65亿美元,北美 FTA和世界其他国家仍然出现负增

长。在方案三中,成员国中贸易收支增加最多的是日本

( 8. 54亿美元 )和澳大利亚 ( 0. 93亿美元 ),中国贸易收支

却极大减少,是减少最多的国家,高达 56. 03亿美元,印

度也会减少 1. 03亿美元。另外,新西兰和东盟将分别

增加 0. 40亿美元与 0. 34亿美元,韩国、亚洲其他国家、

北美 FTA和欧盟的贸易收支会略有减少。在方案四

中,中国依然是贸易收支减少最多的国家,会有 103. 22

亿美元的负增长,其次是韩国 ( 20. 55亿美元 )、东盟 ( 12.

31亿美元 )、北美 FTA ( 4. 53亿美元 )和印度 ( 2. 61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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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而增加最多的国家则是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

别为 21. 17亿美元、3. 38亿美元和 0. 94亿美元。

就贸易条件而言,中国在前两种方案中有所改善,

在后两种方案下会有所恶化,印度的贸易条件在四种方

案中逐渐恶化。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贸易条件在

四种方案中是逐步改善的,但韩国与东盟在前三种方案

中略有改善,而在方案四中将分别恶化 1. 13%和 0. 16%。

总的来说,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中中国的贸易收支平

衡会有所增加,而在方案三和方案四中中国的贸易平衡

会明显减少,且其贸易条件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态势。

很显然,在方案一中中国的贸易平衡增加最多,贸易条

件改善最显著,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利。

表 3 不同方案下各地区贸易平衡及贸易条件的变化

地区
贸易平衡变化 (亿美元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贸易条件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中国 5. 41 3. 14 - 56. 03 - 103. 22 0. 08 0. 04 - 1. 22 - 2. 22

日本 0. 52 0. 79 8. 54 21. 17 0. 01 0. 02 0. 52 1. 28

韩国 0. 28 0. 41 - 0. 07 - 20. 55 0. 01 0. 01 0. 03 - 1. 13

印度 - 0. 38 - 0. 65 - 1. 03 - 2. 61 - 0. 92 - 1. 55 - 2. 39 - 5. 80

澳大利亚 0. 00 0. 16 0. 93 0. 94 0. 00 0. 33 1. 95 2. 04

新西兰 0. 02 0. 11 0. 40 3. 38 0. 01 0. 03 0. 08 1. 96

亚洲其他国家 0. 08 0. 09 - 0. 27 - 0. 27 0. 01 0. 02 0. 10 0. 36

北美 FTA - 1. 15 - 2. 00 - 0. 22 - 4. 53 0. 00 0. 01 0. 09 0. 26

东盟 0. 02 0. 13 0. 34 - 12. 31 0. 00 0. 00 0. 02 - 0. 16

欧盟 0. 03 0. 05 - 0. 09 0. 01 0. 00 0. 01 0. 04 0. 12

世界其他国家 - 4. 82 - 2. 24 47. 49 117. 99 0. 01 0. 01 - 0. 05 - 0. 04

数据来源: GTAP模拟结果。

  4.对中国各产业进出口及产出的影响
结果如表 4所示,从产业结构看, 在四种合作方案

中,中国大多数产业的进口、出口及产出都呈现明显的

增长,态势且增长率随着自由贸易区成员的增多而逐渐

扩大,对进出口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产出的影响。但皮

革及其制品的产出,在方案一中减少 0. 03%,木产品的

进口值在方案三中减少 0. 10%。随着日本、韩国、东盟

等东亚发达国家的进入,市场开放程度逐步增加, 在方

案三和方案四下中国服务业的进口值和产出略有减少。

在方案一中,各产业的进口值增长率均超过了 0. 1

个百分点,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化工 /塑料 /橡胶制品,涨

幅达到 0. 35%。除了服务业外, 各产业的出口值也略

有增长, 增长最多的依次是化工 /塑料 /橡胶制品

( 0. 79% )、金属产品 ( 0. 34% )、食品 ( 0. 29% )、其他制

造业 ( 0. 27% )、机械设备 ( 0. 15% ) ,其余产业出口增长

幅度不到 0. 1%。各产业的产出,除皮革及其制品外,

都有少量增长,化工 /塑料 /橡胶制品增长 0. 16% ,其他

产业增长率少于 0. 1%。

在方案二中,基本上各产业的进出口及产出都有一

定增长,进口增长最快的是食品业 ( 2. 51% ) ,出口增长

最快的是化工 /塑料 /橡胶制品 ( 0. 89% ) ,产出增加最

快的是纺织品与服装 ( 0. 34% ),而增长最缓慢的是服

务业。

在方案三中,木产品与服务业的进口值出现负增

长,服务业的产出将缩减 0. 06%。纺织品与服装的进

口及产出增加最快,分别达到 6. 63%和 2. 56%。另外,

食品业的进口增长率不及在方案二中纸及印刷品,车辆

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增长率也不及方案二,其余产业的增

长均会超越方案二。

在方案四中,各产业 (服务业除外 )的进出口及产

出增长最快,纺织品与服装的进口增长超过了 11% ,而

食品的出口增长率高达 22. 46%,各产业的产出增长率

也都超过了 0. 8%。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开放,中国的食品、

纺织品与服装、化工 /塑料 /橡胶制品、金属产品、机械设

备等产业的出口明显存在着进一步扩张的潜力,并且,

各产业的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都会显著提升。在

方案一和方案二中中国的服务业会受到正面影响,但影

响程度较小,在方案三和方案四中随着日本、韩国、东盟

等的进入,中国的服务业将受到一定冲击,产出会受到

相应抑制。显然,服务业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薄

弱产业。

四、结  语

1.在不同的区域合作方案中,各国受益有差异。从

不同方案对 GDP及福利水平的影响看,中国、印度、澳

大利亚、日本、东盟等对于区域合作的方案很难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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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方案下中国各产业的进出口及产出变化

产业
进口值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出口值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产出变化 (%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食品 0. 29 2. 51 2. 30 5. 54 0. 29 0. 32 7. 03 22. 46 0. 03 0. 08 0. 23 0. 88

纺织品与服装 0. 24 0. 43 6. 63 11. 68 0. 07 0. 62 3. 27 4. 33 0. 03 0. 34 2. 56 4. 10

皮革及制品 0. 24 0. 36 0. 38 4. 97 0. 03 0. 16 1. 05 1. 23 - 0. 03 0. 13 1. 60 2. 79

木产品 0. 12 0. 29 - 0. 10 4. 41 0. 04 0. 11 0. 21 0. 36 0. 01 0. 06 0. 54 1. 34

纸及印刷品 0. 17 0. 30 0. 47 2. 93 0. 06 0. 19 0. 16 0. 53 0. 04 0. 09 0. 31 0. 84

化工 /塑料 /橡胶品 0. 35 0. 48 2. 09 6. 73 0. 79 0. 89 0. 89 1. 66 0. 16 0. 22 0. 73 1. 83

金属产品 0. 20 0. 87 1. 91 2. 77 0. 34 0. 44 0. 44 1. 17 0. 07 0. 14 0. 43 0. 97

车辆及运输设备 0. 13 0. 12 5. 15 5. 70 0. 06 0. 12 0. 05 4. 29 0. 03 0. 05 0. 46 1. 29

电器设备 0. 11 0. 11 2. 02 5. 16 0. 09 0. 11 0. 11 0. 45 0. 04 0. 07 1. 27 3. 15

机械设备 0. 15 0. 18 2. 82 3. 80 0. 15 0. 20 0. 18 0. 64 0. 05 0. 09 0. 51 1. 12

其他制造业 0. 26 0. 29 0. 33 1. 56 0. 27 0. 32 0. 33 0. 85 0. 06 0. 09 0. 32 0. 80

服务业 0. 13 0. 09 - 1. 08 - 1. 96 0. 00 0. 01 0. 06 0. 17 0. 02 0. 02 - 0. 06 - 0. 07

数据来源: GTAP模拟结果。

致的看法。建立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和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虽然对中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有一定正面影响,但是程度非常有限。中国在方案

一中受益最显著,将更愿意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然

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更倾向于建立 / 10+ 60自由
贸易区,而韩国则倾向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建立自由

贸易区,而自己不参与自由市场。对印度而言,任何一

种方案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区域合作是否能够实现,哪

种方案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态度。

2.从进出口及产出变化情况看,合作方案间表现出

一种梯度趋势,即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各成员国的进出

口贸易越能够得到有效刺激,中国各产业的产出越能够

得到提高。各合作方案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要明显大

于对产出的影响,中国的总体进出口增长率及各产业

(服务业除外 )的进出口增长率都比较明显。然而,服

务业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薄弱产业,前两种合作

方案对其有一定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而后两种

方案会对其产生严峻的负面冲击。中国在加强研究区

域合作中可优惠的产品及相关的可接受的优惠措施及

程度的同时,应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本国服务业。

3.中国的贸易平衡在前两种方案下有所增加,有利

于扩大其当前的贸易顺差趋势,而在后两种方案下出现

负增长,会相应抑制其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条件与其

贸易平衡变化情况一致,在前两种方案下得到相应改

善,而在后两种方案下明显恶化。从这一角度看, 第一

种方案依然是中国的最佳合作方案。

4.在各方案中, / 10+ 60方案对中国最为不利,日
本、韩国、东盟等地区的加入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威

胁,而中国 -印度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印度 -澳大利亚

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对中国较为有利。中国与印度、澳大

利亚建立自由贸易区,相当于中国产品获得占据印度和

澳大利亚市场的机会。相反,如果东盟、日本等参与进

来,则相当于东盟、日本的产品会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中

国产品,使中国陷入不利地位。因此,中国的有效方案

是争取建立中国 -印度自由贸易区或中国 -印度 -澳

大利亚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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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on ten t of Import and Expor t Trade in Ch ina

L iKunwang Sun We i( 3)

Based on the fram ewo rk o f energy trade theory, th is paper calculates the energy content o fCh inese trade through construc ting

the energy input2output table. The entire energy import and expo rt situation, including both the d irect energy product trade and

energy content in trade, is ana lyzed by treating energy bo th as no rm al product and production input. The results show tha t the en2

e rgy content in im port and expo rt o f non2energy product is farmo re than that o f the direct trade of energy product. Cons ide ring the

energy content of trade, China has becom e a net im porte r o f energy from the end o f 1980s, and the trade pattern is basica lly con2

sistent w ith the traditional ene rgy theory.

Empir ical R esearch on the R elation sh ip be tween FD I andW age D isparity across Prov inces in Ch ina

Sun Churen Wen Juan Zhu Zhongd i( 8)

Th is article rev iew 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relationsh ip between FDI and w age d ispar ity and ana lyzes it across 28 prov inces

in Ch ina w ith relevant data w ith in 1994~ 2003. The resu lt show s that th is re la tionsh ip does not take on an obv ious fea ture of in2

verted U shape in East andM iddle China wh ile it trends dow nw ard inW est China. W e apply panel data model to ana lyze this re2

lationship and the resu lt show s tha t FD I is indeed a distinct facto r in fluencing wage disparity across prov inces, and this in fluence

w ill streng then w ith the increasing of FD I. The reason beh ind th is phenom enon, in our po int of v iew, is tha t FD I distr ibutes une2

venly ac ross prov inces and industries. H ence the government can reduce w age dispa rity by adopting relevant po lic ies to induce

FD I to flow to appropriate areas and industries.

FDI& Independen t Innovation in Ch inese Industr ial En terprises: An Empir 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 inc ial panel

L i Rui( 15)

U sing the pane l data set o f 30 prov inces in China cover ing the years o f 1998 to 2005, the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in fluence

o f FD I o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dom estic industr ia l ente rprises. T ak ing the number of pa tent app lications as the index of

independent innova tion in these ente rprises, the paper in to rduces the expend iture on a series of techn ica l activ ities in the en terpr i2

ses, such as techn ica l renovation, import o f technlogy, techno logy abso rption and pu rchase o f domestic techno logy, as independ2

ent var iables to ana ly se the spill2over effect o f w ho le FD I, includ ing investm ent from H ongKong, M acau and Ta 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dom estic industrial en terpr ise in different reg ions respectively. Furtherm ore, the paper

d iv ides Ch ian into three parts acco rd ing to the tchn ica l gap betw een the fore ign and dom estic en terpr ises, and ana ly ses and com2

pares the difference o f sp illover effect of FD I com ing from different reg ions on these parts.

Analysis on the E ffec t of China2India FTA on Ch ina and theW or ld Econom y

L i Li Shao B ingj ia Chen Xun ( 22)

App ly ing GTAP m ode l and comb in ingW a lm sleycs dynam ic recursion, the paper does a com putable genera l equ ilibr ium anal2

ys is on the effect o f China2Ind ia FTA and o ther reg ional coopera tion scenarios based on it in East A s ia on Ch inacs trade scale,

trade structure, socia lw elfare, GDP, and outpu t leve ls. The results ind icate tha t Chinacs profit or loss i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cenar ios. Reg ional econom ic coopera tion greatly im proves Ch inacs nationalw e lfare and influences its GDP grow th co rrespond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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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Serv ices a re Chinacs in ferior industries and w ill suffer certa in nega tive impact. The / 10+ 60 scenario is thew orst one fo rCh i2

na, wh ile the scena rio s of China2Ind ia FTA and Ch ina2Ind ia2Austra lia FTA arem ore benefic ial to Ch ina. Ch ina should try to es2

tab lish a FTA w ith Ind ia o rw ith both India and Australia, and at the sam e tim e avo id the entry of Japan and ASEAN.

The R ole Energy Chain in Pow er Transition and Its challenge

Yu H ongyuan ( 29)

Energy cha in means the institutions and activ ities re lating to the prospec ting, possession and u tiliza tion o f 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use o f its derivative techno logy. Fac ing the prob lem s of g loba l c lima 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 , the competition in en2

e rgy chain concerns the com rehens ive nationa l pow erwh ich takes the innovation as a core and the pow er trans ition in internationa l

system. The new energy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nstitutions fo r next gene ration energy system, but also w ill change the scenar io

o f future internationa l pow er con figuration. Preventing env ironm enta l catastroph ic like c lim a te change is, at its core, an energy

challenge. Ch ina shou ld se ize th is h istor ica l opportun ity to increase energy efficiency, and fac ilitate the deve lopm en t o f energy

structure and make use o f new energy resources. By do ing so, the unprecedented set o f oppo rtunities w ill benefits Ch ina r ising.

An Analysis The S tab ility of Long2run D eterm inan ts of theGo ld Price

Liu Shuguang Hu Zaiyong ( 35)

W ith the em pirical analysis o f the long2run determ inants of go ld price in three d ifferent per iods, w e find that the DJIA, the

Am erican CP I, the nom ina l effec tive exchange rate o f do llar, Federal Funds ra te and the wo rld go ld reserve are the long2run de2

term inants o f go ld pr ice, w hich are not stab le. F ina lly, it is proposed tha t governm ent of china shou ld use go ld as a part o f finan2

cial Portfolio, and ra ise the portion of go ld in inte rnational reserve.

Industry Location E ffect ofHub2and2Spoke Free Trade Agreemen ts: An Ana lysis based on Footloose Cap ita lM ode l

D eng Wei( 42)

Th is paper analyses the industry location effect o fH ub2and2Spoke FTA based on Foo tloose Capita lmode.l H& S FTA has two2

tie r location effec t, nam ely production2shifting e ffect and hub effec t. On one hand it can transferm anufac tur ing from non2m em ber

countries tom em ber coun t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m ay transfe rm anu factur ing from the spokes to the hub. The location effect of

H& S FTA m ay eventually induce deve lopm ent d ispar ity in industry and the gap betw 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m ong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 ies shou ld there fore take ac tivem easures to avo id these negative e ffect.

The Effect ofM ovem en t of Natural P ersons on B ila teral Tr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U. S. as an Example

Dai X iang Zheng Lan ( 49)

Based on the ana lys is o f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movem ent of na tura l pe rsons w ill a ffect b ilate ra l trade, th is paper in2

troduces the g rav ity model o f trade and makes the em p ir ica l ana lys is by taking the U. S. as an exam ple. The resu lts rev ea l that

m ovem ent o f na tura l persons has a positive effec t on b ilateral trade. According ly, th is paper com es to the conclusion tha t move2

m ent o f na tura l persons libera lization w ill im prove soc ial we lfare eventually.

Exchange Threa t, Technology2seek ing and the Outward FD I of En terpr ises w ithou tTechnology A dvan tages

Zeng J ianyun Liu Haiyun Fu Anping ( 54)

Techno logy acquisition fo re ign direct investm en t has been surged since1980cs. Based on the stud ies of Fosfur,i M o tta and

G raham, the paper introduces R&D activ ities o f enterprises on the prem ise o f localized spillov ers, and construct a tw o2country d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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