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高洪艳 电话：95013812345-1023 myyaowen@163.com 制版：张迪

2012年5月24日 星期四Business Views商事广角

今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将正式启动——

这是最近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给出的时

间表。

也是在这次见面会上，中日韩三方签署投资协

定，被坊间认为是开启自贸区谈判最重要的标志。

漫长的等待之后，一切尘埃落定，中日韩自贸区的梦

想渐渐照进现实。

从设想“流产”到谈判开启

自上个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就主动

提出在三国内设立自贸区。但是设想刚被提出就几

近“流产”——由于日本和韩国的平均关税存在不小

差异，韩国方面对于设立自贸区之后可能出现的巨

大贸易赤字表示担忧。

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阴霾，同时

也为了追赶日本发展步伐，韩国做了一系列调整，走出

了一条内部经济改革、外部汇率贬值的发展道路。

从 2002 年开始，中日韩三国都有相关专家机构

和学术组织针对自贸区可行性进行研究，其中，尤以

中韩之间的讨论最为活跃。

2007年，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开始，随后进行了13

轮正式谈判和数次非正式磋商，于2012年3月下旬结束。

2011 年，中日韩围绕自贸区建设的官产学共同

研究结束，为自贸区谈判提供了理论支撑。

终于，在今年 5 月中旬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谈上，三国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日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便利和保

护投资的协定》。这是中日韩第一个促进和保护三

国间投资行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为中日韩自

贸区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透露，目前，中

韩已开启第一轮谈判，主要内容涉及自贸区开放范

围等，而中日谈判也会在今年年底开启。

迂回路线 排除障碍

“实际上，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中国应该最先和

日本建立自贸区。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等问题，

日本十分担心自贸区建立后对本国经济和相关产业

造成不良影响。”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区域

合作研究室副主任沈铭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称，“出于种种考虑，中国采取了一种‘曲线救国’

的方式：先和与日本产业结构相似的韩国进行谈判，

让日本看到韩国建立自贸区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

上打消日本的顾虑。”

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梦想，一直到本世纪初见成

果，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可谓一波三折。对此，商务部

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解释说，一

方面是中日韩经济竞争性领域较多，互补性不如与

东盟国家之间那么强；另一方面是“瑜亮情结”，三国

都希望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不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东盟国家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承认中国经

济的优势，与中国一争短长的心态几乎没有，而中国

也在外交礼仪上充分顾及东盟国家的尊严，处处显

示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作用。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还需克服三方面政治

因素干扰。”梅新育直言，首先是中日韩三国之间在

领土、历史和文化领域的争端。例如钓鱼岛之争、苏

岩礁之争、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极右分子参拜靖国神

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而韩国学术界、媒体、娱乐

界、商界、体育界有些人士也乐于在中韩两国历史、

文化乃至国家疆界上挑起争端。

其次，日本与韩国政治不确定性因素较大。韩

国总统只能担任一届，这就意味着前任总统的政策

思路被后任推翻重来的风险较大。而据统计，从

1987 年 11 月 6 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 2010 年 6 月 8 日

菅直人就任首相，历时不足 23 年，日本却更换了 21

任、16 名首相。在这种局面下，全世界都对日本频频

易“相”习以为常，以至于巴西前总统卢拉戏言总是

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而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

心，任何国家都很难开辟新路。

最后，美国因素始终影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

判进程。美国不少势力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

他们必定想方设法阻挠成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产业博弈 还在继续

新华社在一篇评论中谈到，若达成中日韩自由贸

易 协 定，将 使 中 国 GDP 增 速 提 高 2.9% ，日 本 提 高

0.5%，韩国提高 3.1%。据外交部发表的《中日韩合作

（1999-2012）》白皮书，中日韩三国近年来经贸合作成

效显著。三国间贸易额从 1999 年的 1300 多亿美元增

至 2011 年的 6900 多亿美元，增长了 4 倍多，中国已连

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

但未来自贸区建立后，从中国的角度考虑，化工、汽

车、机械等制造业部门将成为受影响较大的薄弱环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中日韩自

贸区影响研究”课题组曾发表论文指出，中日韩三国化

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不强，但是三国之间相比较，中

国要明显弱于日本和韩国。在与日韩制造业的竞争力

对比中，中国的汽车行业可能是差距最大的一个部门，

将受到最大冲击。在汽车产品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对

日本和韩国都是大量逆差，而且逆差额不断扩大。

另外，中国机械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与韩国相当，但

明显弱于日本。中国正在实施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

策，自贸区建成后，中国企业，特别是正在向高端产品

升级的企业，很可能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比较而言，

日本由于技术优势更明显，对中国企业的威胁更大。

而农产品贸易也阻碍着自贸区的谈判。梅新育

对记者解释说，因为日本和韩国均在全世界农产品

贸易壁垒高、农业补贴多的国家行列，而中国农产品

生产效率比他们高很多。

日中艺术文化振兴协会副理事长陈龙旅日多

年，在他看来，自贸区农产品谈判将会十分艰难。“日

本农村的人口密度虽然没有市区大，但是区域广泛，

选区内的选票不容忽视。日本政府不可能忽略农民

选民的利益和声音。”他说。

此外，日本和韩国对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很多，对

外资企业相当不友善，所以区域内投资市场准入和

外资国民待遇也是三方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期待梦想照进现实

编者按：近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取得突破性成果。三

方领导人不但正式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还同意今年年内启动

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虽然政治、安全分歧犹存，但经济这一黏合

剂使得三国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基础，成为彼此合作的

内在动力。中日韩自贸区如果顺利建成，将会对亚洲统一市场的

形成和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历时 5 年，先后经过 13 轮正式谈判，中日韩

三国终于正式签署投资协定，并决定年内启动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曾经被认为将长期搁

置的谈判重回桌面，是虚晃一招，还是动真格

的？近日，就中日韩自贸区的相关问题，本报记

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武长海。

记者：中日韩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已经持续

多年，但是启动谈判却一再推迟，在您看来，这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武长海：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再推迟的原因

有六点：一是需求决定。中韩、中日之间的贸易

额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才快速增长，才使

韩日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市场对其经济发展的重

要作用，但这个作用现在才凸显出来。以前，韩

国、日本的出口更多的是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市

场，尤其是美国市场。

二是中国的入世承诺义务明显多于权利。

例如“三大不利条款”的存在，使日韩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对中国保持很大的贸易顺差。随着这

些条款取消时间临近，日韩将不能再利用这种

“优势”，急需发展新的贸易模式，以利用中国巨

大的市场。

三是受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近期欧洲

债务危机的影响，日韩产品出口欧美的动力极

大减小，为了摆脱“影子经济”带来的危害，必须

开拓新的市场。

四 是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迅 速 。 目 前 ，中 国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具 有 极 大 的 市 场

需 求，搭 上 中 国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列 车 是 明 智

之举。

五是中日韩各取所需存在博弈。当前，日

本急需进行产业转移，韩国急于摆脱国内狭小

市场的制约，而中国的产业升级也需要引进先

进技术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

六是中日韩具有各自的地缘政治，没有有

绝对实力的领头羊，这样的现状也是谈判进行

缓慢的原因。

记者：有评论认为，日本在投资协定签订的

过程中态度一直不甚明朗，至今对达成自贸区

的意向还未最终确定，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

什么？

武长海：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很难做到政经

分离的，中日、中韩和日韩之间的政治分歧非

常大，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从这一点来看，韩

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并不一定情愿靠政府来推

动双边的经济贸易发展，其间，更多的是依靠

民间来推动。但如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韩

日还是会主动找上门来与中国商讨自由贸易

区建设的。为何？因为自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和欧洲发生债务危机后，韩日发展贸易和经济

的“靠山”岌岌可危，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

而良好，韩日为了摆脱困境，必然主动和中国

合 作 ，通 过 自 由 贸 易 区 的 形 式 获 得“ 优 先 保

障”，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

记者：现阶段，自贸区划分类型众多，如转

口集散型、出口加工型等。中日韩自贸区更倾

向于哪种类型？

武长海：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个从

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将从投资和货物贸易，逐

渐涉及到服务贸易，其中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制度，金融和经济政策，贸易壁垒等问

题。但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中日韩之间的

经济贸易往来将在较长时间内依赖 WTO 的制

度框架。

记者：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与 TPP 的推动

是否有冲突之处？如何化解这一矛盾？

武长海：自由贸易区是 WTO 允许的一种过

渡性的制度安排，目的是通过这种点状的贸易

安排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促进整个 WTO 机制

的发展，但从目前来看，这种自由贸易安排已经

在减损甚至阻碍 WTO 的发展。一些国家以政

治需求为导向，极力发展自己的“自留地”和“独

立王国”，其实质是实施国家战略导向，强化经

济控制能力。这些从近年来 WTO 多哈回合谈

判止步不前可以窥见一斑。

美国与其他 8 个国家现在倡导的“跨太平

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是美国在 2006 年

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核心，从 TPP 的内

容来看，其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

还将涵盖安全标准、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

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

和劳工保护等，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

一般自贸区协议。TPP 无疑已经成为美国重

新塑造亚太经贸格局、强化经济控制能力的新

工具。它或将改变亚太地区现有经贸格局，深

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贸关系和区域经

济合作，并将对区域内其他形式的多边贸易体

系构成冲击。

如果日韩加入 TPP，必将影响中日韩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中国外贸发展可能会面对新的

跨太平洋贸易壁垒，这样的壁垒不仅是贸易上，

也是战略上和国际政治上的障碍。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哲 邢梦宇

中日韩自贸区的概念逐渐升温，国内众多城市均传出要

申请成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先行区的说法，山东青岛市尤其“热

闹”。坊间传闻，鉴于山东青岛和日韩贸易往来由来已久，自

贸区极有可能选址在青岛。

“不要谈青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青岛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武长海对本报记者解释说，外界产生这些

说法是因为对自由贸易区的概念不清楚，自由贸易区是国家

之间的贸易制度安排，现在谈论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包括三

国全境，而不是局部地区。“这或许是青岛市宣传的时候夸大

其词引起的误解。”武长海坦言。

不过，对于自贸区概念，青岛等地依旧在宣传造势。最

近，青岛市商务局透露，今后一段时期，青岛将实施一揽子计

划，抢抓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历史机遇，全面深化青岛与日韩

经贸合作。力争到 2015 年，青岛与日韩贸易额占全市比重由

目前的 25％提高到 35％，实际利用日韩资金占全市的比重由

目前的 42％提高到 50％，同时，对日韩投资实现翻番增长。

“青岛作为中国与日韩开展经贸合作较早的城市，对日韩

投资的企业众多。积极抢抓机遇，成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

重要活动城市和自贸区建设的前沿城市，对于全面深化与日

韩经贸合作、进一步提升青岛对外开放水平、提高青岛在东北

亚地区的城市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商

务局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辽宁大连、江苏连云港，以及山东的威海、烟台

等多个城市，也传出要申请成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先行区的说

法。甚至有媒体报道称，天津和上海也有备选成为上述先行

区的可能。

专家：

地方政府不要误读自贸区概念
倚重亚洲市场 自贸区谈判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