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全球化背景下韩国亚太

自由贸易区战略
———基于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规则比较

①

李天国

　　摘　要：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亚太自由贸易区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提出的重要建设目标。尤其在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内贸易

与投资自由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韩国协

调亚太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同立场，提出不少有助于推动亚太经济合作

的倡议，推动“茂物目标”的实现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进程。韩国还着手研究亚太区域贸

易与投资一体化路径，探索多边贸易机制改革，为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铺路。

　　关键词：韩国　亚太自贸区　ＦＴＡＡＰ　ＲＣＥＰ　ＣＰＴＰＰ　ＡＰＥＣ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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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与其它众多区域贸易机制相比，亚太地区的合作方式显然在区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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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开放和合作方面采取 的 是 一 条 具 有 自 身 特 点 的 道 路。具 有 不 同 发 展

水平和不同利益的亚太经济体长期采用“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原则，而这

导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放和经济合作无法实现大的突破，亚太地区经济

一体化进程缓慢。在 这 种 背 景 下，“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英 文 缩 写

ＴＰＰ）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英文缩写ＲＣＥＰ）等两个自贸区构想

横空出世，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曾经打算凭借

ＴＰＰ来引领新一代贸易规则，并以此为 契 机 实 现 重 返 亚 太 战 略。然 而，

由于ＴＰＰ涉及较多经济主权让渡，所以特朗普政府没有执行下去，而是

选择了退出。美国退出ＴＰＰ谈判之后，日本与ＴＰＰ其他成员国在原有

ＴＰＰ条款基础上共同推动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

缩写ＣＰＴＰＰ）谈判，终于在２０１８年完成谈判。ＲＣＥＰ进程方面，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除印度以外的１５个成员方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

准入谈判，正准备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以便在２０２０年签署协定。

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 化 发 展 方 向，“亚 太 自 由 贸 易 区”（英 文 缩 写

ＦＴＡＡＰ）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英文缩写ＡＰＥＣ）提出的重要建设目标。

尽管一开始ＦＴＡＡＰ进程并不为多数亚太地区成员看好，但经过全球金

融危机与区域经济形势的大转变后，ＦＴＡＡＰ逐渐获 得 多 数 亚 太 地 区 国

家的重视，成为实 现“茂 物 目 标”①的 重 要 方 式。面 对 规 则 上 具 有 明 显 差

异的ＣＰＴＰＰ和ＲＣＥＰ两大区域自贸协定，ＦＴＡＡＰ的规则会否以ＣＰＴ－

ＰＰ或ＲＣＥＰ规则 为 基 础 制 定 成 为 未 知 数。② 在 推 动ＦＴＡＡＰ进 程 过 程

中，想在建设路径、方式、结构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然涉及亚 太 地 区

主要国家的对外 经 贸 战 略 及 其 对 整 个 亚 太 地 区 的 地 缘 经 济、地 缘 政 治、

地缘安全等方面的总体认知。

韩国位居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链中的中高端，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制造

业技术和重要零部件的生产和供给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其作为美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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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物目标”于１９９４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该 目 标 要 求

发达成员在２０１０年前、发展中成员在２０２０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张蕴岭：《亚太自贸区可行吗？》，《世界知识》２０１６年第２１期。



太战略中的“枢轴”，关 系 到 美 国 在 亚 太 地 区 重 大 战 略 利 益 的 顺 利 实 现，

势必处处受到美国的掣肘及其战略政策的影响。

然而，韩国并不是 一 味 迁 就 美 国，而 是 按 照 自 身 亚 太 经 贸 战 略 来 一

步步实现其区域经济政策目标。当初，美国在大力推动ＴＰＰ战略时，韩

国也并未急于加入，而是把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英文缩写ＦＴＡ）作为首要

对外经济战略任务 来 执 行。作 为ＲＣＥＰ和 中 日 韩ＦＴＡ主 要 谈 判 成 员，

韩国在东亚以 及 亚 太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 中 起 着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① 但 是，

国内学术界很少专 门 讨 论 韩 国 在 亚 太 地 区 经 济 一 体 化 过 程 中 的 角 色 及

其经贸战略，更鲜有从经济角度分析韩国的ＦＴＡＡＰ战略考虑。笔者从

韩国对外经贸战略的演变及其新贸易政策入手，评析韩国的ＦＴＡＡＰ战

略，展望未来韩国的亚太区域行为策略。

　　二、韩国的ＦＴＡＡＰ战略评述

　　亚洲金融危 机 后，韩 国 有 步 骤 地 开 展 自 由 贸 易 谈 判，通 过 多 轨 道 自

由贸易谈判战略，与 全 球 经 济 强 国 构 建 自 由 贸 易 网 络。作 为 试 水，韩 国

一开始自由贸易谈判对象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国

家，从而积累谈判经验。韩国在与新兴经济体签订ＦＴＡ时，考虑不同经

济体的经济发展 水 平 与 产 业 发 展 特 点，采 取 有 针 对 性 的 策 略，发 展 相 适

应的经贸关系。例 如，韩 国 与 乌 兹 别 克 斯 坦、哈 萨 克 斯 坦 等 自 然 资 源 禀

赋充裕的国家签署ＦＴＡ时，将重点放在建立资源开发与平台建设上，而

对于缅甸或巴基斯坦等工业化初期国家，则把合作领域放在这些国家的

产业发展规划上，通 过 合 作 转 移 各 种 产 业 资 源，转 让 相 关 产 业 的 实 用 性

技术。对于处在工 业 化 中 期 国 家，如 越 南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等，韩 国 把 合 作

焦点放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上，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改造和服务业领域

合作。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还制定“新兴经济体共同发展项目”，推动韩

国企业向这些新兴市场投资，挖掘和开拓更多市场需求。韩国的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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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国从一开始的智利、印度、秘鲁等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 到 欧 盟、

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韩国已经成功与美国、欧盟、中国和东盟

等世界大型经济体和区域经济组织签署ＦＴＡ，成为全球十大贸易国中唯

一同时与上述重要经济体签订ＦＴＡ的国家。① 截至２０１８年，韩 国 签 订

的自由贸易对象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占全球经济的７５％。随着自由贸 易

网络的扩大，韩国对外经贸政策重点从“双边关系”转向“区域多边”。韩

国不仅对ＲＣＥＰ表 现 出 较 高 热 情，对ＣＰＴＰＰ也 进 行 认 真 研 究 和 商 讨。

韩国的新贸易立场与 原 先 争 做ＦＴＡ轮 轴 国 的 角 色 有 些 许 差 别，新 贸 易

政策更加强调了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与合作。

韩国对外贸易 战 略 变 化 过 程 也 体 现 在 亚 太 地 区 事 务 方 面。韩 国 的

亚太战略反映了 他 对 整 个 亚 太 地 区 的 地 缘 经 济、地 缘 政 治、地 缘 安 全 等

诸多方面的总体认知。② 韩国在复杂的亚太地区大国战略博弈中采取更

加务实化的态度，奉行“亚太均衡”战略。“基于亚太地区大国均势，兼顾

地区多元平衡”，成为韩国“亚太均衡”战略的突出指向。

自２００４年ＦＴＡＡＰ建设构想首次被提出以来，韩国积极参与ＦＴＡＡＰ

建设项目，提 出 不 少 实 施 方 案。韩 国 启 动 了 ＡＰＥＣ的 经 验 研 究，探 讨

ＦＴＡＡＰ的必要性以 及 实 现 方 案。２００９年 ＡＰＥＣ第１７次 峰 会 时 期，韩

国牵头研究ＦＴＡＡＰ可 能 带 来 的 经 济 效 应 及 其 对 ＡＰＥＣ成 员 的 影 响。

韩国以预期成员国作为对象，启动ＦＴＡ主要领域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原

产地规定、知识产权、贸 易 技 术 壁 垒、动 植 物 检 疫 规 定 等ＦＴＡ中 的 重 要

条款与规定。２０１２年，韩国还提议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成员设立“能力 强

化项目”，帮助这些国家 较 快 提 升 自 由 贸 易 谈 判 能 力，大 幅 缩 小 发 展 中

国家与高收入国 家 之 间 的 谈 判 协 商 能 力 差 距。该 项 目 为 期３年，经 过

１３个不同领域的专题研讨和学 术 会 议，共 享 产 业 与 条 款 方 面 的 贸 易 便

利化措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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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辉、李天国：《韩国对外贸易战略与ＦＴＡ政策的演变》，《亚太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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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韩国在ＡＰＥＣ中所做的主要事务

时间 项目名称 内容

第１７次峰会
（２００９年） ＦＴＡＡＰ的经济效应研究

韩国牵头分析ＦＴＡＡＰ的经济效应。
第２１次部长级会议中提出重要建议。

第１８次峰会
（２０１０年）

发 展 中 国 家 区 域 经 济 整
合强化需求调查项目

主要目的 是 为 了 缩 小 成 员 在 签 订ＦＴＡ过 程
中的能力差异。

营商环境改善项目
为了改善区域内营 商 环 境，推 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能力培养项目。
举办“合同纠纷专题研讨会”。

供应链连接倡议
为消除供应链发展瓶颈，制定行动计划。
牵头制定“通关审批和手续简化”行动计划。

第１９次峰会
（２０１１年）

ＦＴＡ的“能力强化项目”

根据２０１０年韩国实施的“区 域 经 济 整 合 力 量
强化需求调查”结果，研究制定相关项目。
以预期成员 作 为 对 象，启 动 贸 易 自 由 化 领 域
研究项目。

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倡议

２０１０年ＡＰＥＣ中小企 业 部 长 会 议 中，韩 国 提
出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倡议。
２０１１年ＡＰＥＣ中小企 业 部 长 会 议 中，通 过 绿
色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合 同 争 端 解 决 领 域 法 律
合作项目

在ＡＰＥＣ框 架 下 推 动“合 同 争 端 解 决”领 域
改革。
以印度尼西亚、秘鲁和泰 国 等 国 家 为 对 象，开
展“合同争端解决”相关研究项目。

第２０次峰会
（２０１２年）

智 能 型 供 应 链 建 设 经 验
交流

介绍韩国在构建智能型供应链方面的经验。

第２１次峰会
（２０１３年） 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为了克服ＡＰＥＣ面 对 的 各 种 挑 战，提 出 东 北
亚和平合作构想。

第２２次峰会
（２０１４年）

主 要 产 业 的 中 小 企 业 全
球价值链参与研究项目

韩国提 出 的 项 目 得 到 菲 律 宾、马 来 西 亚、越
南、美国、泰国等国家的积极参与。

第２３次峰会
（２０１５年）

ＦＴＡ“能 力 强 化 项 目”的
第二阶段项目

提出区域内服务产业管制环境评价方案。

第２４次峰会
（２０１６年）

服 务 业 管 制 环 境 测 定 指
标开发项目

提出ＡＰＥＣ层 面 上 的 合 作 方 案，推 动 中 小 企
业的走出去战略，加快推动ＦＴＡＡＰ进程。

第２５次峰会
（２０１７年）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能 力 强 化
项目

继续推动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能 力 强 化 项 目，共 同
改善企业创新环境。

第２６次峰会
（２０１８年） 数字创新基金

支持主席国 提 出 的 路 线 图，并 提 议 设 立 数 字
创新基金，通过合作推动数字经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韩 国 外 交 部 官 方 网 站 信 息 整 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ｋｒ／ｗｗｗ／

ｂｒｄ／ｍ＿４０８０／ｌｉｓｔ．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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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韩国在ＡＰＥＣ北京峰会中提出第二阶段“能力强化项目”，

进一步提升了ＡＰＥＣ成员对ＦＴＡ的理解与谈判技能。２０１６年在秘鲁利

马峰会中，韩国在 结 构 性 改 革、支 持 中 小 企 业 海 外 市 场 拓 展 的 贸 易 政 策

以及加快ＦＴＡＡＰ进程方面提出建议。韩国还明确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愿意继续在发展中国家ＦＴＡ的“能 力 强 化 项 目”第 二 阶 段 项 目 上 提

供更多支持。同时，韩国介绍了其主导下推动的“服务业国内管制原则”

项目和“服务业管制环境评测指标开发”项目，明确了韩国对服务业开放

的立场。①

在２０１８年ＡＰＥＣ峰会上，韩国表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并继续致力

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将探索新的方法推动亚太地区贸易

与投资机制。韩国也表示尊重ＡＰＥＣ轮值主席提出的路线图，并提议设

立数字创新基金，通过ＡＰＥＣ成员之 间 的 密 切 合 作 推 动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实现共同增长与繁荣。

　　三、ＦＴＡＡＰ为韩国经济带来的收益

　　韩国之所以重视ＡＰＥＣ事务，与 其 在 亚 太 地 区 的 政 治、经 济 和 安 全

等方面的利益密切相关。韩国首要考虑因素是ＦＴＡＡＰ为其带来的经济

福利效应。

第 一，多 项 相 关 研 究 表 明，不 管ＦＴＡＡＰ遵 循 哪 种 规 则 都 将 为 韩 国

带来不小的 收 益。② 在 不 同ＦＴＡＡＰ实 现 路 径 中，随 着 开 放 程 度 与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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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６年“ＡＰＥＣ首脑 会 议 成 果”》，大 韩 民 国 政 策 信 息 网，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ｏｒｅａ．ｋｒ／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Ｖｉｅｗ．ｄｏ？ｎｅｗｓＩｄ＝１５６１６８０７８．
〔新西 兰〕Ｓｃｏｌｌａｙ，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０４．“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ＴＡＡＰ．”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Ｅ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美〕Ｆｅｒｉｄｈａｎｕｓｅｔｙａｗａｎ，Ｔｕｂａｇｕｓ．２００５．“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ＷＰ／０５／１４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韩〕Ｐａｒｋ，Ｉｎｎｗｏｎ，２００６．“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Ｄｏ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４）：５４７–６８．；〔韩〕Ｓａｎｇｋｙｏｍ　Ｋｉｍ ，

Ｉｎｎｗｏｎ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ｏｏｎｃｈａｎ　Ｐａｒｋ，“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ＴＡＡＰ）：Ｉｓ
Ｉｔ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１），ｐｐ３－２５．



则 的 设 计 不 同，其 经 济 增 长 效 应 也 不 尽 相 同，并 未 出 现 哪 种 路 径 绝 对

占 优 的 结 果。金 尚 谦 等 人（２００９年）在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英 文 缩 写

ＣＧＥ）模 型 研 究 中，假 设 三 种ＦＴＡＡＰ实 现 路 径 和 四 种 贸 易 规 则 情 景，

即 共 讨 论１２种 不 同 情 况 下ＦＴＡＡＰ对 韩 国 经 济 的 影 响。① 根 据 不 同

贸 易 自 由 化 方 案，韩 国 的 实 际 ＧＤＰ将 增 长０．８６～２．９９％，而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ＦＴＡＡＰ的 经 济 效 应 可 能 会 加 倍。朴 仁 元 和 朴 淳 赞（２０１６

年）的 研 究 结 果 也 表 明，ＦＴＡＡＰ对 韩 国 ＧＤＰ和 福 利 带 来 明 显 正 面 影

响。（参 见 表２）

第二，这些经济效 应 必 须 配 合 政 府 的 各 种 贸 易 自 由 化 配 套 政 策 的

实施。在技术传播过程中，东道 国 的 人 力 资 本 储 备 将 对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实际经济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ＦＴＡＡＰ经济效应 最 大 化 实 现

也取决于韩国国内的特定 条 件 与 环 境。因 此，金 尚 谦 等 学 者 强 调 为 了

最大限度地发挥ＦＴＡＡＰ的效应，韩国 需 要 加 强 人 力 资 本 提 升，扩 大 科

技研发投入等。

第三，ＦＴＡＡＰ对 韩 国 不 同 产 业 的 影 响 也 各 不 相 同。在 产 业 方 面，

ＦＴＡＡＰ会对农产品和机械产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对 化 工 和 纤 维 等 产 业

起到正向作用，而且规则采用的标准越高，对农产品、机械产业、化 工 以

及纤维等产业的影响越大。另外，短期内韩国部分产业会受到一些负面

冲击，但从长期角 度 看，几 乎 所 有 行 业 的 发 展 都 会 得 益 于ＦＴＡＡＰ的 建

立。这种作用是通过韩国进 出 口 额 增 长 以 及 进 口 价 格 下 降 与 生 产 效 率

提升来实现的。

第四，韩国学界普遍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正面影响会比货物

贸易自由化更大。服务贸易 壁 垒 的 降 低 将 促 进 国 内 外 服 务 供 应 者 之 间

的竞争，不仅能为 韩 国 服 务 业 整 体 竞 争 力 提 升 提 供 有 利 发 展 机 会，而 且

也会改善相关制 造 业 服 务 水 平，提 升 制 造 业 生 产 效 率。韩 国 学 界 认 为，

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为韩国经济再次腾飞提供有利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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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具体贸易规则场景假设，可参见〔韩〕金尚谦、朴仁元、朴淳赞：《ＦＴＡＡＰ的 经 济 效 果

及其对韩国的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报告》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表２　签署ＦＴＡＡＰ引发的关税效应

静态模型 资本累积模型

实际

ＧＤＰ
（％）

福利
（％）

福利
（百万
美元）

出口
（％）

进口
（％）

实际

ＧＤＰ
福利
（％）

福利
（百万
美元）

出口
（％）

进口
（％）

ＡＰＥＣ成员 ０．１０　 ０．１６　 ５７７１３　 ２．１６　 ２．２０　 ０．４０　 ０．３８　１３０００１　２．４５　 ２．４９

澳大利亚 ０．０７　 ０．１５　 １８２０　 １．６０　 １．７６　 ０．４２　 ０．４３　 ５０９４　 ０．９１　 ２．０６

加拿大 ０．０４　 ０．００　 ３１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０６　 ９５２　 ０．１９　 ０．２０

智利 －０．００ －０．１４ －３１４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１１ －２４８ －０．４５ －０．４３

中国 ０．２３　 ０．３４　 ２１４２５　 ３．４７　 ３．９９　 ０．７１　 ０．６７　 ４２０８３　 ３．９０　 ４．４４

中国香港 －０．００　０．１６　 ３５２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２７　 ０．３８　 ８２８　 ０．６３　 ０．６３

印尼 ０．０２ －０．０４ －３１８　 ０．９２　 ０．９６　 ０．２４　 ０．１６　 １１７８　 １．１４　 １．１８

日本 ０．１４　 ０．４６　 ２２４５３　 ４．６４　 ４．６１　 ０．６６　 ０．８２　 ４０１５７　 ４．９４　 ４．９０

韩国 ０．０５　 ０．１８　 １８４９　 １．１０　 １．１６　 ０．４１　 ０．１４　 １４３２　 １．５１　 １．５７

马来西亚 ０．１１ －０．０９ －２２１　 ０．４６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２２　 ５４５　 ０．７４　 ０．８５

墨西哥 ０．１８　 ０．１１　 １１１４　 ０．６３　 ０．７１　 ０．９９　 ０．８２　 ８５３９　 １．２２　 １．３０

新西兰 ０．０１　 ０．１６　 ２３３　 ０．９７　 １．０４　 ０．４４　 ０．５３　 ７７９　 １．３２　 １．３９

秘鲁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３４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０２ －０．０８ －１１６ －０．５４ －０．５５

菲律宾 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９　 ０．８９　 ０．６７　 ０．４３　 ０．３２　 ６１１　 １．２４　 １．０１

俄罗斯 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８６８　 １．６２　 ２．９６　 ０．７６　 ０．７１　 １１６４０　 １．９４　 ３．２５

新加坡 －０．００ －０．１３ －３０２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０７ －０．１６ －３５９ －０．４７ －０．５１

泰国 ０．０３ －０．２２ －６５３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０２　 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７

中国台湾 ０．０９　 ０．２１　 ８７８　 １．６４　 １．９７　 ０．７４　 ０．６８　 ２８５０　 ２．１１　 ２．４６

美国 ０．０３　 ０．０３　 ４６４２　 ２．４９　 １．７０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２００２　 ２．６１　 １．８０

越南 ０．４６　 ０．７４　 ９９９　 ３．３６　 ２．９４　 １．６２　 １．４５　 １９７０　 ４．１４　 ３．６８

ＥＵ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６ －８６０９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０１ －０．０６ －８７８０ －０．５１ －０．４９

其他 －０．０２ －０．１０－１２１０８－０．６９ －０．７０ －０．０３ －０．０９－１０８９６－０．６３ －０．６１

　　资 料 来 源：〔韩〕Ｐａｒｋ，Ｉｎｎｗ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ｏｎｃｈａｎ　Ｐａｒｋ．２０１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

ＦＴＡＡＰ：Ｃ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ｏ　ＡＰＥＣ　ＣＴＩ　ｆｏｒ　２０１６ＡＰＥＣ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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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韩国对ＦＴＡＡＰ规则的选择与考虑

　　（一）关于ＦＴＡＡＰ采用类似ＣＰＴＰＰ高标准规则的方案

一开始，韩国所 希 望 的ＦＴＡＡＰ的 规 则 实 际 上 并 不 是ＣＰＴＰＰ式 的

高标准，所以当初ＴＰＰ成员国向韩国推销ＴＰＰ时，韩国政府并没有足够

的兴趣。直到ＴＰＰ谈 判 内 容 越 来 越 多 地 被 披 露 时，韩 国 才 慢 慢 意 识 到

ＴＰＰ有可能变成新一代全球贸易规则标准。韩国 一 些 学 者 也 逐 步 研 究

ＴＰＰ以及ＣＰＴＰＰ规则对韩国国内产业的影响，认为韩国需要认真研究

和考虑参与ＣＰＴＰＰ谈判。

若ＦＴＡＡＰ采用类似ＣＰＴＰＰ的 高 标 准 市 场 开 放 规 则，韩 国 将 面 临

以下风险或成本。第一，如果按照ＣＰＴＰＰ高标准规则，韩国须开放农产

品领域。韩国加入ＣＰＴＰＰ，则将面临对ＣＰＴＰＰ的１１个成员国开放农产

品市场，大幅度降低农产品关税。尤其是ＣＰＴＰＰ成员国中的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西兰、智利、墨西哥、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均为农 产 品 净

出口国，韩国农产品市场将受到较大挑战。从过去自由贸易谈判过程可

以判断，韩国很难接受比美韩ＦＴＡ以及欧韩ＦＴＡ还大的农产品市场的

开放条件。与主导ＣＰＴＰＰ谈判的 日 本 不 同 的 是，韩 国 本 身 没 有 很 大 的

动力去大幅减免农产品关税。在农产品领域，韩国大体能够接受的范围

是在韩美ＦＴＡ与韩国—东盟ＦＴＡ之间的范围。

第二，韩国在接受ＣＰＴＰＰ卫生检疫条款方面具有一定难度。ＣＰＴＰＰ

条款中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英文缩写ＳＰＳ），出口补贴以及关税配额

等方面的规定比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英文缩写 ＷＴＯ）规则更加严格。如

果ＦＴＡＡＰ采用类似ＣＰＴＰＰ中的卫生检疫规则的话，韩国不得不全面修

订相关法律与制度。ＳＰＳ相关规则实施对于韩国是最大的挑战。因为韩

国已签订ＦＴＡ 的ＳＰＳ基本上只是简要地明示目的、适用范围、权利及义

务、ＳＰＳ委员会相关条款、解决纠纷等内容，而对其它事宜则均遵从 ＷＴＯ

的ＳＰＳ协定。韩国一直强调一贯性和统一性，因此认为遵循现有 ＷＴＯ的

ＳＰＳ规定是比较有效的，并未过多在这一领域进行扩展。（参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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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ＴＰＰ（ＣＰＴＰＰ）规则与韩国已签订ＦＴＡ中ＳＰＳ相关章节条款比较

分类
ＴＰＰ（ＣＰＴＰＰ）

规则

韩国已签订的主要双边ＦＴＡ

美国 欧盟 加拿大 秘鲁 澳大利亚 中国

目标 ◎ ○ ○ ○ ○ — ○

定义 ◎ — ○ — ○ — ○

适用范围 ○ ○ ○ ○ ○ ○ ○

ＳＰＳ协定的遵守 ○ ○ ○ ○ ○ ○ ○

一般规定 ○ — ○ — — — —

ＳＰＳ委员会 ◎ ◎ ○ ○ ○ ○ ○

负责当局联系方式 ◎ — — — — ○ —

区域化 ◎ — ○ — ◎ — —

平等性 ◎ — — — — — —

科学与危害性评价 ◎ — — — ○ — —

监督履行状况 ◎ × × × × × ×

进口检查 ◎ × × × × × ×

证明书 ◎ × × × × × ×

透明性 ◎ — ○ — — — —

沟通危害性问题 ◎ × × × × × ×

非常措施 ◎ × × × × × ×

协调（技术支持等） ◎ — ○ — — ○ ○

信息交换 ○ — ○ — — — —

动物保护 × × ○ × × × ×

技术协议 ◎ × × × × ○ ×

解决纠纷 ○ ◎ ○ ○ ○ ○ ○

　　注：◎ 代表 ＷＴＯ的ＳＰＳ＋条款；○ 代表与 ＷＴＯ的ＳＰＳ类似水平条款；× 代表没有相

关规定条款；— 代表虽然双边或多边协议中没有规定，但属于ＳＰＳ协定内容。

资料来源：〔韩〕崔胜焕（音）：《对ＴＰＰ卫 生 检 疫 章 节 的 分 析 和 评 价》，《庆 熙 法 学》２０１６
年第３期。

　　第三，接受ＣＰＴＰＰ高标准规则，意味韩国在一些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中做出更多让步。ＣＰＴＰＰ高标准规则不少条款是韩国在双边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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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中的禁区。① 在 美 韩 双 边 贸 易 谈 判 和 韩 日 自 由 贸 易 谈 判 中，韩 国 对

原产地证明以及汽车非关税壁垒等方面一直坚守原则，坚决不予退让。②

一旦接受ＣＰＴＰＰ规则，则意味韩国对此领域重大妥协，进而有可能导致

美国以及其他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对象国要求韩国开放相应领域。

如果将ＣＰＴＰＰ规则沿用于ＦＴＡＡＰ，韩国将不得不考虑这些产业的

经济影响以及国内保护势力的因素。这也是当初在加入ＴＰＰ问题上，韩

国迟迟未明确表态，而是与各成员国分别进行预备会议的重要原因。韩

国为了能够获得更加有利的谈判条件，不断推迟加入时间。在高开放标

准下，韩国将在大 米、牛 肉 等 农 产 品 领 域 采 取 较 为 强 硬 姿 态。在 不 能 保

障充分经济收益的情况下，采用ＣＰＴＰＰ规 则 会 使 得 韩 国 需 要 承 担 的 政

治与社会费用相当高，因此需要谨慎对待ＣＰＴＰＰ规则。③

（二）关于ＦＴＡＡＰ采用ＲＣＥＰ规则的方案

对于ＲＣＥＰ规则，韩国接受起来并没有太多压力。从ＲＣＥＰ谈判初

期开始韩国就表明了积 极 态 度。由 于 韩 国 已 经 与 除 日 本 以 外 的 绝 大 多

数ＲＣＥＰ成员 国 签 署 双 边 贸 易 协 定，而 且 ＲＣＥＰ多 数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ＲＣＥＰ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ＲＣＥＰ的签订将有利于

提高已有 双 边ＦＴＡ 的 利 用 率。（参 见 表４）当 前，在 韩 国 已 经 签 署 的

ＦＴＡ之中，利 用 率 最 高 的 是 韩 国—加 拿 大ＦＴＡ，２０１７年 达 到９３．４％，

２０１８年达到９３．６％。除加拿大以外，ＦＴＡ出口利用率达到８０％以上的

ＦＴＡ包括：韩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文缩写ＥＦＴＡ）ＦＴＡ、韩国—欧

盟ＦＴＡ、韩国—美国ＦＴＡ、韩国—澳大利亚ＦＴＡ、韩国—秘鲁ＦＴＡ和韩

国—土耳其ＦＴＡ等。亚 太 地 区 重 要 贸 易 合 作 伙 伴———东 盟 与 韩 国 的

ＦＴＡ利用率相比欧洲与美洲国家间的ＦＴＡ低得多，只有５０％左右。除

了东盟之外，ＲＣＥＰ的重要成员，中国和印度与韩国签署的ＦＴＡ也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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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德斌：《韩国国内在加入ＴＰＰ问题上的争论及选择》，《当代亚太》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李天国：《贸易摩擦下的国家利益博弈：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太平 洋 学 报》２０１９
年第１２期。
〔韩〕郑仁教：《是否加入ＴＰＰ？ 但看谈判态势》，《视线焦点》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３号。



很大提升 空 间，２０１８年ＦＴＡ利 用 率 分 别 只 有５５％和７０．９％。由 此 可

见，韩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之间的ＦＴＡ出口利用率处于韩国已签订ＦＴＡ

中利用率的低位。因此，对于韩国而言有较大动力去升级与东盟及其他

ＲＣＥＰ成员之间的ＦＴＡ水平，推动与ＲＣＥＰ之间的自由贸易。由于中国

和东盟国家均包括 在ＲＣＥＰ范 围 之 内，原 产 地 规 则 将 得 到 广 泛 认 可，对

韩国来说可以更加便利地从事加工贸易和出口。

表４　韩国已签署的不同ＦＴＡ的出口利用率

地区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地区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智利 ７８．６％ ７７．６％ ８５．０％ 土耳其 ８０．４％ ７１．９％ ８０．１％

ＥＦＴＡ　 ８０．４％ ８２．２％ ８４．２％ 澳大利亚 ７７．４％ ８０．１％ ８２．７％

东盟 ５２．３％ ４６．１％ ５２．１％ 加拿大 ８９．１％ ９３．４％ ９３．６％

印度 ６５．８％ ６７．５％ ７０．９％ 中国 ３３．９％ ４９．７％ ５５．０％

欧盟 ８４．８％ ８５．５％ ８６．７％ 越南 ３６．９％ ５０．４％ ４７．８％

秘鲁 ８３．３％ ７８．２％ ７９．５％ 新西兰 ３１．８％ ３５．３％ ３６．０％

美国 ７５．６％ ８６．１％ ８６．０％ 哥伦比亚 １７．４％ ４９．８％ ５３．０％

　　资料来源：笔者 根 据 韩 国 关 税 厅 数 据 整 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ｋｒ／ｋｃｓｈｏｍｅ／ｆｔａ－

ｐｏｒｔａｌｋｏｒ／ｆｔａＴ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ＥｘｐｏｒｔＡｇｒｅｅＦｔａＵｓｅＲａｔｅ．ｄｏ？ｌａｙｏｕｔＭｅｎｕＮｏ＝３２１３１＆ｃｎｖｎＮｍ

＝ＡＬＬ．

　　据韩国学者郑载元（２０１８年）的研究，ＲＣＥＰ规则可以给韩国经济带

来很多正面影响。① ＲＣＥＰ影响可以分为增长效应、福利效应和贸易扩大

效应。第一，在增长效应方面，中长期ＲＣＥＰ将为韩国带来年均１．１％的

ＧＤＰ提升效应。在考虑中间产品生产方面，ＲＣＥＰ将带来年均１．６％的

生产扩大效应。从 产 业 角 度 看，制 造 业 部 门 的 生 产 扩 大 效 应 最 为 明 显，

其中机械产业为５．４％，钢铁产业为３．３％，石化产业为３．１％，电子产业

为２．９％。第二，在福利效应方面，中长期ＲＣＥＰ将带来年均１１亿美元

的消费者福利 效 应。同 时，韩 国 人 实 际 收 入 也 将 年 均 提 高０．２％，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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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郑载元：《ＲＣＥＰ对韩国宏 观 经 济 稳 定 性 产 生 的 效 果》，《韩 国 经 济 研 究 院 报 告》２０１８
年第４期。



ＲＣＥＰ对韩国消费者的福利改善有较大作用。第三，在贸易效应方面，韩

国整体产业将获得年均３．８％的出口扩大效应和１．１％的进口扩大效应，

对贸易额的整体扩大效应达到２．５％，其中机械产业增长７．０％，石化产

业增长４．０％，钢铁 产 业 增 长３．４％。另 外，一 些 近 期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ＲＣＥＰ不仅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降低韩

国受到外界经济环境的冲击程度。

　　五、韩国的ＦＴＡＡＰ战略展望

　　第一，研究亚太区域经贸合作新机制，为２０２５年ＡＰＥＣ首脑峰会做

准备。自亚洲金融 危 机 以 来，韩 国 实 施 高 强 度 的 结 构 性 改 革，迅 速 从 危

机中恢复经济增长。①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韩国顺利化解了来自外 部

的资本流动性冲击。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低迷的长期化趋势，韩国经济也

遇到一些挑战。作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韩国需要

通过自由贸易区来为本国经济赋予长期增长动力。因此，自ＡＰＥＣ诞生

之日起，韩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议题上非常积极，并在ＡＰＥＣ

框架下做出很多努力。韩国 协 调 亚 太 地 区 发 达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之 间

的不同立场，提 出 有 助 于 推 动 亚 太 经 济 合 作 的 不 少 倡 议。但 是 尽 管 如

此，ＡＰＥＣ自身存在的 先 天 局 限 性 和 政 策 松 散 性，没 有 让 ＡＰＥＣ继 续 在

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虽然ＦＴＡＡＰ进程遇到种种困难，

ＡＰＥＣ实现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仍未改变。ＡＰＥＣ

仍然坚持每 年 汇 聚 一 堂 讨 论 未 来 采 取 的 具 体 行 动 与 规 划，因 此 为 推 动

ＦＴＡＡＰ的工作将继 续 展 开，而ＦＴＡＡＰ的 重 要 性 也 将 进 一 步 提 升。韩

国正在研究亚太区域经贸合作新机制，为２０２５年将在韩国召开的亚太经

济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做好各项准备。

第二，由ＲＣＥＰ和ＣＰＴＰＰ规 则 发 展 为ＦＴＡＡＰ的 实 际 困 难。２００７

年在中国的倡议下，ＡＰＥＣ成员开始讨论ＦＴＡＡＰ议程。韩国也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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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天国、沈铭辉：《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及启示：基于拉美与韩国经验的比较》，《拉 丁 美 洲

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５年接受ＡＰＥＣ的委托，对ＦＴＡＡＰ的经济效应进行细致

研究，并把不同规则下的不同经济效应提交给ＡＰＥＣ会议，供讨论交流。

韩国作为长期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也研究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

区域经济整合方案。鉴于公平贸易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议题，韩国积极

研究ＲＣＥＰ与ＣＰＴＰＰ规则，试图寻找经济效应更大的新 型 自 由 贸 易 方

案。但 以 ＲＣＥＰ为 核 心 的 ＦＴＡＡＰ将 无 法 形 成 高 标 准 贸 易 自 由 化，

ＦＴＡＡＰ的经济效应 将 有 不 少 折 扣。而ＣＰＴＰＰ虽 然 体 现 了 新 一 代 贸 易

规则思路，但又会 伴 随 很 大 的 韩 国 国 内 政 治 阻 力。近 期，日 韩 关 系 恶 化

也影响了 韩 国 推 动ＣＰＴＰＰ的 进 程。因 此，韩 国 需 要 不 同 于 ＲＣＥＰ和

ＣＰＴＰＰ的贸易规则。韩国为ＦＴＡＡＰ确立的所谓“中间路线”，是要让韩

国成为推动ＦＴＡＡＰ的主导力量，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搭建沟通桥

梁。韩国希望能够在ＲＣＥＰ和ＣＰＴＰＰ规则之间 找 到 平 衡，不 希 望 过 分

倚重某一规则。

第三，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边境内措施将成为未来韩国推动的重要领

域。韩国在贸易便利化与市场开放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且在此过程

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作为ＡＰＥＣ中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

韩国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通过改善外国投资者的营商环

境，最大限度降低 外 部 需 求 缩 小 对 韩 国 经 济 带 来 的 冲 击。下 一 步，韩 国

将在服务贸易和边境内开放等领域进一步出台便利化政策，持续推动企

业对外经贸活动。

韩国希望能在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在贸易救济制度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另外，乌拉圭回合所确立的 ＷＴＯ多边贸易规则涵盖领域，主要是

边境措施。这些规则主要 解 决 的 是“自 由”贸 易 问 题。而 边 境 内 措 施 则

强调在边境内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各种政策，如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投资

政策、国有企业、竞争法规、海关及贸易政策、政府采购等横向政 策 和 农

业、汽车制造业、民 用 航 空、金 融、教 育、医 疗 卫 生、信 息 和 通 信 技 术 等 具

体行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英文缩

写ＴＴＩＰ）、日本—欧盟ＦＴＡ和ＣＰＴＰＰ的谈判内容看，边境内政策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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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均超过了边境 政 策，反 映 当 前 全 球 经 贸 环 境 与 贸 易 规 则 的 发 展 趋 势。

这些领域更多 涉 及 国 内 规 制 协 调 和 结 构 改 革，很 多 属 于“公 平”竞 争 和

“公平”贸易范畴。短期内，虽 然 这 些 新 趋 势 并 未 对 韩 国 贸 易 政 策 产 生

重要影响，但仍然是韩国未来需要研究和推动的领域。为了避免ＦＴＡＡＰ

谈判陷入僵局，韩 国 的 立 场 是 从 短 期 内 能 够 实 现 的 方 案 开 始，逐 步 加 深

推进。

第 四，积 极 参 与 多 边 贸 易 机 制 改 革，为 亚 太 地 区 经 济 整 合 铺 路。

２０１９年原定于智 利 召 开 的 ＡＰＥＣ峰 会 因 故 取 消。２０１８年 ＡＰＥＣ第２６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 第 一 次 没 有 发 表 领 导 人 宣 言 的 会 议。有 些 国 家

难免对ＡＰＥＣ能否 起 到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功 能 产 生 疑 问，而 这 些 质 疑 也 对

ＦＴＡＡＰ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中美贸易争 端 中 涉 及 的 国 有 企 业 补 贴、

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影响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韩国认为，需要

将２０１８年ＡＰＥＣ首脑会议 作 为 新 契 机，探 索 区 域 经 济 整 合 与 多 边 贸 易

机制。韩 国 派 遣 国 家 政 策 研 究 智 库 和 贸 易 相 关 协 会、团 体 积 极 参 与

ＷＴＯ公共论坛，开展多边贸易机制改革相关讨论。同时，韩国投入大量

资金，提升技术性 贸 易 壁 垒 应 对 能 力，为 未 来 进 一 步 降 低 亚 太 地 区 贸 易

壁垒和开放市场做好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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