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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 中澳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且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但是, 澳大利亚对华进出口贸易的市场替代性较强, 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

矿石进口替代性较弱, 这导致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赖的脆弱性高于澳大利

亚对华贸易依赖的脆弱性。其结果是, 中澳双边自贸区谈判中出现权力不对

称关系, 中国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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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1972 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 两国贸易发展迅速。

据澳大利亚官方统计, 中澳双边贸易额在 1972年还不到 1亿美元; 而 2006

年, 该数值已达到 3461 5亿美元。30余年内两国贸易额增长了数百倍。特别

是近年来, 中澳双边贸易额均保持两位数字的增长。以 2006 年为例, 中澳

双边贸易额在上年的基础上 ( 2851 2 亿美元) 增长 211 5%。这些迹象说明,

中澳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密。

从表面情况看,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商品出

口市场, 澳大利亚只是中国第七大商品进口来源地和第十五大商品出口市

场。而且, 中国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增长明显快于澳大利亚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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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增长。据澳大利亚海关提供的数据, 2000~ 2006年间, 对

中国出口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比例由 31 9%上升至 121 5% ; 自中国进口占

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比例也由 61 5%上升至 141 5%。同期, 对澳大利亚进、
出口数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这些现状和趋势似乎表

明, 在中澳双边贸易关系中,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高于中国对

澳大利亚的贸易依赖程度。但当我们运用权力不对称依赖理论去进一步分析

双方的贸易结构和进、出口的替代性时, 发现事情的表里并不如一。本文的

目的在于明确中澳双边经贸关系中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在此基础上, 我

们可以对中澳之间现存的经贸问题和未来双方有关贸易的谈判结果做出更为

准确的解读和预测。进一步讲, 这种依赖关系的分析模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

对理解中国与其他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也具有借鉴意义。

理论框架及相关文献回顾

本文主要借用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的相互依赖理论, 并把这一国际政治

学的经典理论用于分析中澳双边贸易关系的性质。

最早从理论上分析相互依赖关系的著作是 Cooper1968年出版的 5相互

依赖的经济学6。他在书中给相互依赖关系下的定义是: 一国经济发展与国

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他强调, 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他国经济行

为之间关系的敏感程度, 是正确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的关键所在。¹ 在

Cooper 之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他们的论文或著作中专门谈论相互依赖关系

问题。º 相互依赖关系由此成为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随着经济关

系在国与国之间重要程度的不断上升, 对 /相互依赖0 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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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一国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¹

多数学者在谈论 /相互依赖0 关系时, 继承了 Cooper 的自由主义思路,

将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分析的立足点。他们倾向于认为, 贸易

的互利与国与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使世界各国形成共同利益的纽带。

这些讨论通常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看成是导致政治合作的强大力量。º 在这

些学者看来, 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通过改变国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选择, 深

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性质。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网络的扩大, 国际贸易和投

资为各国带来相互利益的同时, 也令它们彼此制约。在这一过程中, 国与国

之间的合作关系应运而生, 并将最终把全球引向没有国境的世界。»

与此同时, 信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注意到, 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平

等, 因为相互依赖关系中往往存在不对称性。罗伯特 #吉尔平指出, 相互依

赖关系的实质是 /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0。¼ 他承认相互依赖在国际

关系中是普遍存在的, 但同时看到, 不对称性的特征可能导致一个国家依附

于另一国家的可能性。吉尔平认为, 由于 /经济依赖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

操纵的脆弱性0, 因此这种依赖关系并不必然产生互利及合作的结果。½

对相互依赖理论最有影响力的诠释出自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著

的 5权力与相互依赖6 出版之后, 相互依赖理论成为了一种学说。两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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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地揭示, 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生源于国际交往中各方需要付出代价的相互

影响; 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各自实力的不同, 各国在依赖关系中付出的代价有

所不同, 而代价差异问题正是进一步研究相互依赖关系的钥匙。按照彼此付

出代价的差异, 基欧汉和奈把相互依赖关系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对等依

赖, 二是绝对依赖, 三是不对称依赖。他们认为在现实国际关系中, 最常见

并且对国际行为影响最大的是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¹ 源于对国家之间财富

和权力不平衡分配的强调, 他们集中研究了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 以及权力

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作用。º 他们并不否认国家均能从相互依赖关系

中共同获利的观点, 但同时更为关注一国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获利能力和获

利程度。他们认为, 在同一相互依赖格局中, 有的国家能从中源源不断地攫

取巨大利益, 而有的国家从中获利的程度则十分有限; 仅仅强调共同获益有

可能掩盖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即这些收益如何分配。另外, 与现实主义学

派持相似见解, 基欧汉和奈也认为, 由于相互依赖存在不对称性, 国与国之

间的合作并不一定会产生。»

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和不对称程度, 取决于一个行为主体对另一方依赖

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大小。按照基欧汉和奈的定义, 敏感性依赖主要是指, 某

政策框架内一个行为体变化导致另一行为体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 它测量

的是一个行为体变化对另一行为体的影响程度。通俗些的表达方式就是, 在

切断与对方的依赖关系之后, 假如不采取任何调整措施, 这个时候本方的损

失有多大。脆弱性依赖主要是指, 在一个行为体做出变化后, 另一行为体做

出调整应对这种变化需要支付多大的成本, 它测量的是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

需要付出的代价。¼ 换言之, 若切断了与对方的依赖关系, 然后采取其他的

替代方案补救, 本方要为这种替代方案付出多少成本。这实际上很接近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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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所说的 /机会成本0 概念。

我们通常认为, 就理解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结构而言, 对脆弱性的分

析尤其重要。如果只考虑敏感性, 那么彼此依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侧面

将被忽视。¹ 相比敏感性而言, 脆弱性才真正揭示了谁是别无其他情形下的

确定者, 以及谁能够确定游戏规则。º 只有将政策框架针对外部变化进行的

调整, 和由此面临的其他选择成本考虑在内, 我们才能明确判断行为体失去

某种相互依赖关系的代价究竟有多高。在终止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之后, 为其

他调整方案付出代价较大的一方, 或者说替代性较弱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脆弱

依赖性更强, 那么它在谈判中通常处于不利地位; 而为其他调整方案付出代

价较小的一方, 或者说替代性较强的一方, 在不对称依赖关系中拥有更多的

权力。而且, 如果一个行为体在不对称的脆弱性中处于不利地位, 那么它从

有利的不对称敏感性中获得的权力也将非常有限。»

传统的政治权力不对称关系建立在军事优势之上。基欧汉和奈对相互依

赖理论发展的贡献还在于, 他们将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经济差异因素视为政治

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虽然同样看到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 但与摩根索和华

尔兹等现实主义学派学者¼不同的是, 基欧汉和奈认为在当今世界, 国与国

之间由不对称相互依赖产生的权力远不仅限于军事领域。特别在强国难以凭

借军事力量相威胁的情况下, 经济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同样会产生权

力, 而且这种权力会使一国在价格谈判中获得优势。通常依赖性较小的一方

会将相互依赖关系作为筹码, 然后在某些问题上与依赖性较大的一方讨价还

价, 或者借此影响其他问题的结果。½

不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和这种理论的引申, 对本文分析的借鉴意义可以大

致归纳为三点: 其一, 相互依赖关系往往是不对称的; 其二, 经济上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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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依赖关系, 特别是不对称的脆弱性依赖关系之中会产生权力, 这种权力的

核心决定了谁主导定价权; 其三, 由于存在不对称性, 所以相互依赖关系不

一定导致合作的产生。

尽管不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创立的初衷并非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 但我们

仍然可以把以上结论引申到中澳两国的双边贸易分析中, 并进一步得出如下

结论: 一国对另一国贸易的重要性, 不仅取决于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和一国占

另一国的贸易份额, 更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双方贸易关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

特别是不对称的脆弱程度。衡量贸易不对称关系脆弱性的指标主要是一国对另

一国进出口商品的市场替代性。替代性较强, 即脆弱性依赖较小的一方在贸易

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 并在双边经济合作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主导权。

澳大利亚对中国贸易依赖的性质及程度

澳大利亚从中国大量进口的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制成品为主。

其中机电产品是中国对澳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在 2006年两国的贸易结构中,

机电产品、服装鞋靴、家具玩具和金属制品是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主要四大

商品类别, 合计占出口总额的 741 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是澳大利亚自华进

口的最主要的一类机电产品, 2006年进口额为 191 5亿美元, 占机电产品进

口额的 261 1%。
虽然中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这些领域占据澳大利亚很大的市场

份额, 但是这些类别产品的特点一是技术含量不高, 二是市场替代性较强,

三是消费刚性比较小; 而且, 它们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美

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在此类商品的制造和出口

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在澳大利亚的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发展中国家同样依靠成本优势, 在澳大利亚此类

商品市场上显示出较强的竞争潜力。从表 3可以看出, 对澳大利亚而言, 从

中国进口的几类主要制成品在上述市场上具有进口替代性。而且, 从近年趋

势看, 由于市场竞争残酷, 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部分制造品价格和增幅都在

下降。以澳大利亚自华进口最主要的商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为例, 其平均进

口价格在 2006年下降 316% , 进口仅增长 61 3% , 远远低于澳大利亚从马来西

亚和美国的进口增幅, 后两者增幅分别为 1313%和401 7%。

)110)

 t 当代亚太  



表 1  2006 年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前十位产品

税号 商品名称 进口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 同比 ( % )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3779 191 6 171 0
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3664 191 1 291 9

62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204 61 3 81 9
61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188 61 2 91 0

94 家具和床具 1042 51 4 241 3

95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993 51 2 231 7
73 钢铁制品 630 31 3 191 3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597 31 1 141 0
39 塑料及其制品 572 31 0 201 3

63 其他纺织制品; 成套物品; 旧纺织品 369 11 9 161 2
小计 14038 73

总值 19237 100 181 4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海关统计。

表 2  2006 年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前十类产品

税号 商品名称
进口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同比 ( % )

8471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 1949 101 1 61 3
8525 无线电话、电报、广播电视发送设备 ; 摄像机 913 41 8 571 2

8528 电视接收机; 包括视频监视器及视频投影机 489 21 5 351 2
6204 女西或便服套装、上衣、裙、裙裤、长短裤及马裤 432 21 2 71 7

8473 主要用于打字及其他办公用机器的零附件 427 21 2 121 7
9403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414 21 2 271 7

9503 其他玩具; 娱乐用模型; 各种智力玩具 351 11 8 61 5
9401 坐具 (包括能作床用的两用椅) 及其零件 349 11 8 201 7

6403 橡、塑、皮革或再生革外底, 皮革鞋面的鞋靴 330 11 7 61 9

9504 游艺场所、桌上或室内游戏用品 309 11 6 451 0
小计 5963 31

总值 19237 100

  资料来源: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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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6 年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十大类商品的进口来源国别/地区构成

(单位: 百万美元, % )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中  国 19491 0 401 3 中  国 4141 2 481 4

马来西亚 8101 8 161 8 马来西亚 841 3 91 9
美  国 6731 9 131 9 越  南 441 3 51 2

新加坡 2641 3 51 5 印度尼西亚 441 2 51 2
中国台湾 2631 0 51 4 意大利 351 2 41 1

日  本 1401 1 21 9 新西兰 271 9 31 3

无线电话、电报、广播电视发送设备; 摄像机 其他玩具 ; 娱乐用模型; 各种智力玩具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中  国 9131 3 301 8 中  国 3511 4 761 4
韩  国 5221 3 171 6 中国香港 191 0 41 1

瑞  典 3481 1 111 8 美  国 131 6 31 0
新加坡 2921 7 91 9 丹  麦 121 9 21 8

日  本 2761 6 91 3 中国台湾 121 5 21 7
美  国 1291 5 41 4 德  国 61 8 11 5

电视接收机; 包括视频监视器及视频投影机 坐具 (包括能作床用的两用椅) 及其零件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中  国 4891 0 321 7 中  国 3491 0 501 8
日  本 3581 0 231 9 马来西亚 711 0 101 4

韩  国 3071 2 201 5 意大利 541 4 71 9
泰  国 891 8 61 0 泰  国 341 8 51 1

印度尼西亚 681 8 41 6 美  国 241 6 31 6

马来西亚 571 2 31 8 德  国 201 9 31 0
女西或便服套装、上衣、裙、

裙裤、长短裤及马裤

橡、塑、皮革或再生革外底,

皮革鞋面的鞋靴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中  国 4311 7 811 4 中  国 3291 9 631 1
中国香港 121 7 21 4 意大利 501 9 91 7

印  度 121 5 21 4 中国香港 181 2 31 5
意大利 121 3 21 3 越  南 171 9 31 4

新西兰 121 1 21 3 西班牙 121 6 21 4
印度尼西亚 71 1 11 4 印度尼西亚 121 6 21 4

)112)

 t 当代亚太  



(续表 3)

主要用于打字及其他办公用机器的零附件 游艺场所、桌上或室内游戏用品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国家和地区 金  额 占  比

中  国 4271 3 271 6 中  国 3081 7 701 7

美  国 2621 9 171 0 美  国 551 0 121 6
日  本 2361 7 151 3 日  本 141 9 31 4

马来西亚 1221 2 71 9 中国台湾 91 1 21 1
新加坡 1131 8 71 3 英  国 91 1 21 1

中国台湾 1091 1 71 0 新加坡 61 9 11 6

  资料来源: 同表 1。

鉴于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对中国进口的市场替代性很强。我

们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市场的替代性。

从区域角度看,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替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太地

区国家。2007年 1~ 6月, 亚太经合组织成为澳出口贸易的主要区域, 占其

出口总额的 711 7%。东盟十国现已成为澳第二大出口区域。日本、中国和韩
国位列澳大利亚出口市场前三位。近年来, 澳大利亚对印度出口持续快速增

长, 目前印度已是澳第四大出口市场, 排名较上年同期跃升三位。

从产品角度看, 矿产品是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 同时也是其第

二大出口商品。据澳大利亚海关统计, 2006 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额共

1091 1亿美元, 占其出口总额的 81 8%。从 2005年开始, 矿产品出口一直占

澳对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6年, 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产品 821 5亿美元,

占其出口总额的 531 6%, 增长 341 4%。各种金属矿砂是澳大利亚出口中国

的主要矿产品。在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前十大类商品中, 金属矿砂就占据 4

席, 铁矿砂、铜矿砂、锰矿砂和铅矿砂分列其中的第一、三、七、九位。同

时, 由金属矿砂冶炼而成的金属如镍、铅、锌、铜及其制品的出口额同比也

有较大幅度增长, 增幅分别为 1591 0%、1221 2%、731 1%和 701 0%。羊毛、

棉花等纺织原料是除矿产品之外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第二大类商品。虽然其

出口额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但由于出口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 在出口

价格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出口增长明显后劲不足。

矿产品中, 铁矿石在澳对华出口贸易中又扮演了重中之重的角色。中国

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份额的一半以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日本、韩国

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需求量也很大, 占澳大利亚铁矿类产品出口份额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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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6 年澳大利亚铁矿类产品出口的前五位国别/地区构成

国家和地区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

中  国 57971 0 531 2

日  本 31861 1 291 2
韩  国 11361 8 101 4

中国台湾 4531 3 41 2

法  国 1451 6 11 3

  资料来源: 同表 1。

另外, 亚洲很多国家如今都处于经济发展时期, 它们也构成澳大利亚铁矿石

的潜在出口市场。

我们再从近年来在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势来看世界对铁矿石的需求状况。

铁矿石的国际价格这些年不但一直上涨, 而且涨价幅度非常明显。这中间确

有后文将要提到的价格垄断因素的影响, 但是, 在全球供给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 更加旺盛的需求的持续增加也是铁矿石价格不断被推高的重要原因。铁

矿石的消费与经济关系密切, 而且在钢铁生产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对一国的

经济发展来说是刚性很强的消费品。近年来, 全球铁矿石供应一直偏紧。目

前, 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虽然处于历史高位, 但其成交量仍然不断扩大。

表 5 2003~ 2007 年亚洲铁矿石价格及涨幅

(单位: 美分/千公吨度; % )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涨幅 涨幅 涨幅 价格 涨幅 价格 涨幅

CVRD2NewT ubarao块矿 81 80 181 60 711 50 861 14 191 00 941 32 91 50

CVRD2Carajas 粉矿 81 90 181 60 711 50 661 85 191 00 731 20 91 50
CVRD2SSF南部粉矿 81 90 181 60 711 50 651 85 191 00 721 11 91 50

CVRD2BF球团 91 80 191 00 921 60 1081 68 - 31 00 1141 42 51 28
BH P2newman 粉矿 91 80 181 60 711 50 731 45 191 00 801 43 91 50

BH P2newman 块矿 81 90 181 60 711 50 931 74 191 00 1021 65 91 50
RIO2Yandi粉 81 90 181 60 711 50 691 04 191 00 751 60 91 50

RIO2Hamer sley 粉矿 81 90 181 60 711 50 731 45 191 00 801 43 91 50
RIO2Hamer sley 块矿 81 90 181 60 711 50 931 74 191 00 1021 65 91 50

RIO2RobeR iver 粉矿 81 90 181 60 711 50 581 55 191 00 641 11 91 50
RIO2RobeR iver 块矿 81 90 181 60 711 50 741 61 191 00 811 70 91 50

 资料来源: ht tp: / / w ww1mysteel1 com/ gc/ tk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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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年的量、价齐涨使铁矿石成为资源类商品升势中的紧俏品, 这多少说

明在国际市场上铁矿石的供需矛盾明显。就澳大利亚现有的铁矿石供给量而

言, 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可预期的未来年份里, 仍能够支持铁矿石价格的

持续上扬。这说明, 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前景乐观, 不愁找不到买主。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以及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

在其他市场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替代性。这意味着, 虽然中国在澳大利亚贸易

份额中的比重很大, 但这只能说明澳大利亚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具有较强的敏

感性, 而它对中国贸易依赖的脆弱性较小。因为澳大利亚通过政策和市场来

调整对华贸易依赖关系的成本并不高昂。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赖的性质及程度

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主要商品, 即上文提到的机电、服装鞋帽、玩具

等工业制成品, 对中国出口总量而言份额微小。澳大利亚的市场规模有限,

这方面中国并不对其产生贸易依赖性。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性主要体

现在矿产品, 特别是铁矿石的进口方面。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核心经济利益也

集中在铁矿石贸易上。据中国海关统计, 铁矿石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 澳

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地。鉴于此,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敏

表 6  2006 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前十位产品

税号 商品名称 进口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同比 ( % )

26 矿砂、矿渣及矿灰 7487 481 6 371 6

51 羊毛等动物毛; 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 1042 61 8 31 0
27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 沥青等 738 41 8 71 2

76 铝及其制品 329 21 1 81 6
74 铜及其制品 318 21 1 701 0

41 生皮 (毛皮除外) 及皮革 303 21 0 1041 2
75 镍及其制品 285 11 9 1591 0

52 棉花 284 11 9 01 2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283 11 8 31 2

10 谷物 172 11 1 - 101 9
小计 11241 73

总值 15413 100 251 6

  资料来源: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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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6 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前十类的产品

税号 商品名称 进口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同比 ( % )

2601 铁矿砂及其精矿, 包括焙烧黄铁矿 5797 371 6 321 5

5101 未梳的羊毛 1039 61 7 31 0
2603 铜矿砂及其精矿 912 51 9 851 8

2701
煤、煤砖、煤球及用煤制成的

类似固体燃料
450 21 9 111 6

5201 未梳的棉花 282 11 8 01 0
7505 镍条、杆、型材及异型材或丝 268 11 7 1551 7

2602 锰矿砂及其精矿 223 11 5 201 6

4102 绵羊或羔羊生皮 196 11 3 1081 3
2607 铅矿砂及其精矿 181 11 2 51 0

2709 石油原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原油 168 11 1 131 4
小计 9516 62

总值 15413 100

  资料来源: 同表 1。

感依赖程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那么, 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的脆弱依

赖程度又如何呢? 这要求我们计算, 如果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 而采取

其他方案, 中国需要为这些替代方案支付多少额外的成本。中国对澳大利亚

铁矿石的贸易替代方案主要有两种选择: 其一是大幅减少对铁矿石的进口需

求, 其二是从其他途径进口铁矿石以替代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首先分析中国降低对铁矿石的进口需求是否可能。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

消费需求具有很强的刚性。这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一是铁矿石作为商品自

身的性质, 二是国内资源的局限性, 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缺口。

铁矿石通常用于生产生铁, 再进一步加工成钢。由于在联合钢铁厂里生

产钢时, 铁矿石是不可替代的物资, 因此钢铁厂调整产品组合的余地很小,

对铁矿石的需求量也很难因其价格变化而发生太大改变。¹

从中国国内的铁矿石储备来看, 其供应量明显不足, 而且大部分储量的

品级较低, 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钢。中国进口高质量铁矿石能明显降低钢铁

生产成本, 因此进口矿量的增长一直快于国内的开发量。有专家预计,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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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含铁量将达到 31 3亿吨, 进口矿在铁矿石总需求中的比

重将达到 561 4%。可见, 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呈不断扩大趋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对钢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GDP 增长和对钢

材的消费量具有明显的相关度。2000~ 2006 年间, 中国 GDP 年均增速为

131 4% (不考虑通胀因素) , 而同期钢材消费年均增长为 211 6%。钢材消费
增幅大于经济增长幅度。目前, 中国钢材产量的 8%左右供出口, 其余均用

于满足内需。目前, 中国企业对铁矿石的需求占全球需求的 1/ 3。澳大利亚

力拓分析经理 Ian Roper 于 2007 年 9月 5日在 / 2007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

会0 上表示, 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不断超出预期。旺盛的需求使中国的铁矿

石进口出现 /量价齐升0 局面。自中国正式参加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 国际

铁矿石价格已连续 4 年上涨, 从 2004~ 2007年累计涨幅达到 165%。2007

年上半年, 中国生铁产量同比增长 161 4%。生铁产量的增长, 使中国对铁矿
石的需求大幅增加, 以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已接近全球海运贸易的一半。然

而, 作为世界铁矿石最大的消费国, 中国却在历年铁矿石的价格谈判中处于

被动,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对铁矿石的需求刚性。在中国经济高

速运转时期, 铁矿石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经济战略物资。它不但关系到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而且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大规模抑制铁矿石需

求的代价中国支付不起。

图 1  2002~ 2006 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对华出口趋势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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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7~ 2006 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及到岸价格

资料来源: ht tp: / / w ww1mysteel1 com/ gc/ tkstp/

图 3  2006 年中国铁矿石进口国别与比例

资料来源: 中评网。ht tp: / / w ww1 chinarev iewnew s1 com

既然通过政策大规模降低进口需求并不现实, 那么替代从澳大利亚进口

铁矿石的唯一方案便是从进口来源的环节入手, 调整铁矿石的进口结构。铁

矿石在世界市场上是寡头垄断商品, 其供应集中度很高。如今, 澳大利亚必

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三大矿业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优质矿山以及

全球铁矿石供应量的 73%, 它们在铁矿石贸易谈判中通常都是联手定价。市

场垄断格局不但一时难以破除, 而且有继续扩大之势, 这导致铁矿石供求调

整的主动权明显偏向供方。目前, 全球第一大矿业集团必和必拓正欲兼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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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三大矿业集团力拓。如果该收购要约通过, 那么全球铁矿石的定价权、

海运权以及随之而来的保险等附加权利将进一步被新必和必拓集团垄断。因

此, 在可预见的将来, 供中国选择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很有限。

目前, 中国 85%的铁矿石进口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三国, 其中

从澳大利亚的进口占四成左右。在铁矿石的质量和供给量上能与澳大利亚相

提并论的国家只有巴西。中国从巴西大规模进口铁矿石最大的问题在于运输

成本。巴西图巴朗港至中国大约 10860海里, 而西澳大利亚黑德兰港至中国

3240海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与中国市场的距离不到巴西的 1/ 3, 从而使澳

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商比巴西铁矿石出口商具有很大的到岸价格优势。而且,

自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船期也比巴西短半个月。近年来海运费的飞速增长, 使

得运输费用在铁矿石进口成本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对中国来说, 影响海运

市场价格比控制铁矿石供需本身难度更大。现在, 中国铁矿石到岸价的约 2/

3是为运输而付出的成本。所以, 不论矿山企业还是钢厂, 对海运费用的关

注程度都更高于铁矿石本身的价格。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表明, 进

口铁矿石海运费大幅上涨对国内钢厂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幅度。¹ 2007年, 国际海运费进入新一轮上涨期。1月, 全球排名第一的海

运企业马士基航运和排名第九的韩进海运先后宣布提价, 运费上涨幅度均超

过 15% , 铁矿石海运费也随之连创历史新高。由于海运费的暴涨, 在离岸价

格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中国从巴西进口铁矿石和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到

岸成本越来越悬殊。截至 2007年, 中国从巴西进口铁矿石的海运费为 851 65
美元/吨, 到岸价格已高达 140 美元/吨, 而西澳大利亚至中国的海运费为

361 33美元/吨, 到岸价格约为 80多美元/吨。经初步计算, 若现有的海运费

保持稳定, 则中国将巴西替代澳大利亚作为铁矿石的主要进口国, 每吨铁矿

石要多付 3/ 4的费用, 每年大概需要额外支出 50多亿美元的成本。

除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外, 中国铁矿石的另一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印度。

然而, 从未来趋势看, 中国从印度大量进口铁矿石不仅是购买成本问题, 而

是能否买到的问题。印度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亚洲崛起过程中的潜在竞争对

手。2007年 5月, 印度政府宣布, 对于品位低于 62%的粉矿每吨加征出口

关税 50卢比 (约合 11 22美元) , 对于品位高于 62%的粉矿和所有块矿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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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2~ 2007 年世界海运费的走势

资料来源: ht tp: / / w ww1mysteel1 com/ gc/ tkstp/

每吨 300卢比 (约合 7美元) 的出口关税。由于和印度签署了长期协议, 日

本和韩国在加征铁矿石出口关税的政策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除宝钢之

外, 中国其他钢厂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基本都是采取现货贸易的方式, 因此均

不同程度受到该政策的牵连。印度对铁矿石出口征收关税, 其矛头主要是针

对中国, 希望通过提高铁矿石出口成本来控制本国对中国的铁矿石供给量。

虽然迫于国内矿业利益集团的压力, 印度政府于 2008 年取消了这项出口关

税, 但上年的加税政策多少表明印度政府已经开始谋求属于自己的 /战略空

间0。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印度自身对铁矿石的内需不断上升, 印

度政府开始有意将铁矿石作为经济战略物资进行储备, 为其钢铁工业发展预

留充足的资源空间。目前印度钢铁业内普遍认为, 印度即将迎来钢铁业的发

展高峰期, 其产能规模的增长将十分迅速。到 2011年左右, 印度国内钢铁

业所需铁矿石总量可能会翻番, 由目前每年所需的 6600万吨上升至 11 3 亿
吨。如果矿石出口不加以控制, 到时会出现较大需求缺口。据印度 5经济时

报6 报道, 2006年 8月, 印度钢铁联盟主席在给总理辛格的信中指出, 如果

鼓励铁矿石出口, 会使印度的竞争力转移给中国、韩国和日本, 导致印度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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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源供应国和制成品进口国。¹ 印度政府现已承诺, 在 2012年之前, 印度

将由铁矿石出口国变为钢铁出口国。可见, 加税政策对于印度政府限制铁矿

石出口的长期战略来说, 仅仅是一个开始。况且, 印度铁矿石在全球铁矿石

市场上一直扮演 /补缺0 角色。印度出产的大部分铁矿石品位较澳大利亚和

巴西低, 主要是为中国中小钢厂的临时订单供货, 不足以替代中国大型钢铁

企业对澳大利亚高品质铁矿石的大量需求。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的市场替代性较弱。

这也意味着, 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不仅敏感性很高, 脆弱性同样也很

强。换言之, 若切断中澳双边贸易, 则中国政策和市场调整的代价要比对方

更高。

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们重点对中澳贸易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中澳双边贸易

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铁矿石贸易上。无论从中国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的份

额看, 还是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占中国消费的比例看, 中澳双方在铁矿石贸

易中都对对方具有很高的敏感依赖性。按照敏感性依赖关系的定义, 一旦切

断这种贸易关系, 在不做出其他调整的情况下, 双方的经济损失都会非常惨

重。这说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较敏感的贸易依赖关系。但是, 中澳之间这种

依赖关系却是明显不对称的。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 确定权力天平的倾向,

更关键的是判断双方对对方的脆弱依赖程度如何。确定脆弱性的关键问题在

于, 双方需要为其他可选择的替代方案支付的成本有多高。通过对中澳双边

贸易结构和市场替代性进行分析,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国对澳大利亚

的贸易脆弱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脆弱性依赖程度, 其

中产生的权力明显倾向澳大利亚一边。这可能将导致中国在有关贸易的价格

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

对中澳之间这种不对称依赖关系的认识, 或许可以引申出对其他相关问

题的一些大致判断。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 去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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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双边自贸区建立的阻力。目前, 双边自贸区的谈判是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

展的焦点事件。两国的官方机构和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做了不少研究, 认为中

澳两国在资源上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充分发挥两国的

比较优势, 提高各自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最终为两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

献。¹ 而且现有研究表明, 澳大利亚从双边自贸区中可以获得更多收益。º

但是, 我们不能由此简单、乐观地预见, 中澳双边自贸区会顺利达成, 或认

为中国可以在自贸区谈判中获得更为主动的权力。从贸易不对称依赖的角度

看, 澳大利亚在中澳双边自贸区谈判中更可能占据优势地位, 这或将提高中

国为双边自贸区所支付的成本。从目前情况看, 两国自贸区的谈判进展并不

顺利。导致其受阻的原因是多重的, 比如来自双方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 以

及双边自贸区签订所导致的外部性等因素。我们从双边贸易的不对称依赖关

系切入, 或许也构成理解中澳自贸区阻力的一个视角。在自贸区谈判中, 中

国寄望的最大福利之一, 便是突破澳大利亚现有的严苛的政策限制, 在其国

内直接投资矿业领域。就我们的分析来看, 是否对中国降低其矿业领域的投

资门槛, 是澳大利亚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的一枚关键筹码。消除或缓解由

于中澳贸易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产生的自贸区阻力, 关键是价格问题, 而这

一定价权主要并不掌握在中国手里。当然, 这一粗线条的结论还需要日后更

为具体和深入的论证。

此外, 通过中澳贸易的不对称依赖关系, 我们也可以对中国战略资源的

需求和发展成本的关系问题窥见一斑。如今, 中国对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各种

经济物资的需求规模非常大, 而且有不断膨胀的趋势。巨大的需求自然会影

响国际市场的价格。但资源品国际价格的整体提升, 并不仅仅是由自由竞争

市场的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对许多战略物资的刚性需求实际上都与外部

世界产生了权力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对世界资源依赖程度的脆弱性不断增

强, 其结果导致中国虽然成为国际市场的超级买主, 但在定价权的争夺上却

处于劣势。特别对于类似铁矿石这样带有市场垄断色彩的资源产品, 更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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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最新一轮的谈判中, 铁矿石的基准价格又在 2007 年的基础上暴涨了

65%以上, 最后中国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价位。如此涨价过程和幅度简单

依靠传统经济学的经典供给需求理论难以解释全面。这中间很大程度是由不

对称依赖关系中产生的权力所导致。类似情况若持续下去, 在将来可能会极

大增加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成本, 抑制中国发展的空间。中国要为这种可

能的结果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从历史经验看, 一国实力的强大往往与其对

外部资源的依赖度呈正相关; 但作为后起过程中的大国, 中国在需要低成本

生产要素支持的经济起飞阶段, 毕竟不可能再享有美欧和日本这些发达强国

当年所拥有的廉价享用世界资源的历史条件。尽管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中澳

双边贸易关系的范畴, 但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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