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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国际视点

全球贸易牌面临重洗

当前，双边和多边区域性贸易安排方
兴未艾，在很大程度上反衬出经济全球化
进程面临的“现实无奈”：旨在推动全球贸
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久
陷僵局，多边贸易体系建设步履维艰；一些
发达经济体在克服危机、恢复增长的过程
中虽口口声声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实际上却更多地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全
球主要多边国际经济机制效率低下，国际
经济治理呈现机制不足和领导力不够的

“双重赤字”。在此背景下，“体制外”的区
域性贸易安排便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出
路。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了自贸区谈
判步伐，以赢得在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
更加主动的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潮
流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
新区域主义具有灵活、快捷、适合不同国
家不同需求的特点，在推动全球自由化方
面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尽管双边和
多边区域性贸易安排存在着复杂、重叠的
缺陷，可能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割，
但区域性自贸安排也有助于促进各国的
经济增长：在静态方面，自贸区具有“贸易
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在动态方

面，自贸区具有“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
竞争效应”。

正因如此，美国目前正在太平洋地区
极力推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计划，
新一轮谈判有望于 7 月开启。美欧已宣
布在 6 月底前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
伙伴关系”谈判，以期打造一个自贸、投资
新平台。另外，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谈判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针对美、欧、日
三大主要经济体竞相谋划建立区域自贸
安排的强劲势头，亚洲国家也不甘落后。
去年 11 月柬埔寨东亚领导人峰会期间，
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同意启动“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谈判，预定 2015 年底完成谈
判。显而易见，以上任何一个自贸区如能
按期谈妥建成，都将对全球贸易格局演化
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加快经济区域化

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对
于任何主要的多边、双边或区域特别是
涉及亚洲的自贸安排，中国都有着重大
的利益。面对全球自贸区建设潮流，中
国在加强对发达经济体自贸区跟进研究
的同时，更要制定清晰的自贸区战略和
规划并加快推进步伐。中共十八大报告

指出，要统筹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开
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去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
要继续推进多双边经贸合作，加快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
顺应全球化、区域化潮流，以扩大对外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共赢的
战略举措。

事实上，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在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后便已起步。经过 10 余年的
努力，中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自贸伙伴现已遍及亚太、拉美和欧洲。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东盟十国、智利、新西
兰、新加坡、秘鲁、冰岛等 19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 11 个自贸协定。中国还与海湾合
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南部非洲关税
同盟以及韩国进行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
贸区谈判和由亚太 16个国家参与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也已启动。近日，
中国和印度又共同提出了建设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的倡议。

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区域化主要呈现
出三大特点：一是以周边经济体和重要的
经贸伙伴为优先，伙伴国由周边国家向外
不断扩展，由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向发达国
家扩展；二是“从双边到多边”，在签订双
边自贸协定的同时也在商谈涵盖更多国
家的自贸协定；三是合作范围逐渐扩展，
在降低关税的基础上，逐渐将投资、服务

贸易、原产地规则、环境、争端解决等诸多
议题纳入谈判。

自由贸易惠及全世界

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对于支撑中国
改革开放建设和深化实施“请进来”、“走出
去”战略，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发挥着独特
且重要的作用。自贸区让中国与贸易伙伴
贸易额快速增长，也带动国际投资、对外工
程承包、国际劳务合作发展。此外，自贸区
还推动政治、人文等多领域的合作交流。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
成，被认为是中国推进自贸区战略的示范
和标志。当年一年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
贸 易 额 达 到 292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7.5%。中国一跃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
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实践证明，自贸区战略已成为中国融
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助推剂，自贸区战略
的有效实施和不断深化，一方面使中国受
世界影响而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另一方
面，中国借助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也不断影
响世界进而为全球经济作出重要贡献。展
望未来，通过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
放，中国将与自贸区伙伴共同获取新时期
的“开放红利”，共同释放更多的“改革红
利”，共同分享更大的“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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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贸区战略实施步入快车道，正值美国推动“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美欧准备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

伙伴关系”谈判之时。美欧发达经济体在自贸领域联手推出

新举措，无疑是要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略格局演化中抢占制

高点。然而，无论从全球贸易现实、未来前景还是发展多边经

济机制出发，主要发达经济体正确的政策选择都应是秉持开

放、包容、透明原则，进一步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联系，始

终不渝地推动多边贸易进程。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令发达经济体意想不到却

又难以逆转的质变，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其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不

断增强。这使得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

而获得更多经贸利益的企图化为泡影，再度牢牢控制国际贸

易规则和秩序的共同目标促使其重新走到了一起。

无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是“跨大西洋贸易和

投资伙伴关系”，由于其涵盖国家多、经济体量大，无疑将

对全球贸易格局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区域一体化，对于其相互贸易、

投资以及经济的增长必然会起到正向推动和激励作用。

但自贸区建设也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点，区内经

济体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

的壁垒，由此产生的贸易替代和转移效应对新兴经济体的

冲击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美欧发达经济体更冀望通过自贸区建设，抢夺

在全球贸易投资领域新规则、新标准塑造和制定上的话语

权。一旦美欧完成符合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游戏规则”的规

划、制定并控制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就只能被动

接受，其贸易利益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减与剥夺。

不过，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成员，

美欧发达经济体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其谈判达成的协

定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则将严重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完

整性；如果缺少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只是单方面修改全球贸易

规则甚至制度的话，结果只会是削弱全球贸易体系的有效性，

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就不会来临。

面对当前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体系建设重要趋势的区

域性贸易安排，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对于任何有利于贸

易投资自由化和地区经济融合的合作，中国原则上都持开

放态度；对于遵循多边贸易规则，秉持开放、包容、透明原

则的自贸区建设，中国都乐见其成。美欧发达经济体的相

关谈判不仅应有利于美欧的经贸发展，也应有利于多哈回

合谈判进程，使自由贸易的好处更多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民众。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首
轮谈判日前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闭
幕。在为期 3 天的谈判中，东盟 10 个成员
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 印 度 等 6 个 伙 伴 国 就 2015 年 创 建
RCEP 达成共识。目前，有关货物往来、
服务、投资等活动的工作小组已展开工
作。此外，会议还拟定了下轮谈判的框架
性方案，将成立有关环保、劳务、经济技术
合作等领域的工作小组。按照计划，第二
轮谈判将于 9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澳大利亚
举行。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加快了磋
商步伐。

RCEP是 2011年由东盟提出、发展中
国家主导、16个亚太国家自愿参与的区域
自由贸易安排，计划 2015 年完成谈判，一
旦建成将覆盖 30 多亿人口、区内经济总
量接近 20 万亿美元；TPP 是 2005 年由文
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 4 国倡导成立，
2008 年美国参与并逐步接管主导权，现
有 12 个谈判成员国，初步目标在 2025 年

实现成员之间的零关税贸易安排，一旦建
成将拥有 8 亿人口的大市场并占全球经
济总量 40%。时至今日，很有可能改变未
来世界经贸格局的这两大区域性经贸组
织，逐鹿亚太的竞争之势已形成。

同是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同样阵容庞
大，同样市场广阔，同样前景诱人，孰优孰
劣、结局如何？

当下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贪婪自私、恃
强凌弱为国际社会所不齿，“狭路相逢勇者
胜”也早就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狭
路相逢‘仁者’胜”。何为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的“仁者”？公平正义、平等互利是也。

先说 TPP。自多哈回合谈判经过 12
年漫长争吵沦为鸡肋之后，企图保护发达
国家既得利益、加快经济重返亚太步伐、
急于分享亚太经济繁荣红利、不甘亚洲经
济事务主导权旁落的美国，苦于一时找不
到“顺手武器”，无奈之中只能选择 TPP。
既然是美国主导的产物，那么必然打上美
国利益至上的烙印。TPP 所谓的战略合
作内容，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

环境标准、金融监管、竞争政策、经济立
法、市场透明、反贪等多个领域，不可谓不
冠冕堂皇。但问题在于，TPP 现有 12 个
谈判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如
何解决？要么是弱者臣服于强者，要么是
修改“游戏”规则，弱国不甘束手就擒，强
国不愿利益均沾，因此才造成 3 年 16 轮谈
判后依然“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
让 TPP 展示出公平正义、平等互利，谈何
容易。就算同是发达国家，美国的汽车市
场和日本的农产品市场，照样是各自不会
轻易让步的天王山。一旦大国都惟利是
图、互不体谅，TPP 今后的谈判之路前途
难卜。特别是亚太经济事务中没有中国
的参与及合作，更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 RCEP。五大比较优势十分突
出：一是都是亚太经济体，充分具备合作
的传统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二是发展中国
家居多，发展水平差距远低于 TPP；三是
16 个经济体自愿参与，公平正义、平等互
利气氛融洽；四是东盟和 6 个合作伙伴间
现有的 5 个“10+1”自贸协定、尤其是东盟

—中国自贸区，为 RCEP 谈判成功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五是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尽
量考虑到了各成员国的舒适度、可行性、
渐进性和过渡性。当然，RCEP 并非一蹴
而就，其谈判领域包括货物贸易、通信和
金融等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及技术合作、
知识产权、限制企业联盟的竞争政策、争
端解决机制等 8 个方面。其中，服务贸易
是谈判难点。可喜的是，在 16 个成员热
情积极的推动下，RCEP 谈判已进入快车
道。只要遵循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方式，选择共识大于
分歧的领域优先开放，以求尽早获得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的收益，进而推动在其
他领域达成共识，那么 2015 年完成谈判
的目标完全可以按期实现。

RCEP 的初衷并不是孤芳自赏、更不
是争强好胜。面对挑战和竞争，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凭借公平正义、平等互利的“仁
者”原则，在可能改变未来世界经贸格局的
激烈博弈中，起步晚于 TPP 的 RCEP，后
来居上的态势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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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同印度共同提出建设孟中印缅（孟加拉国、中国、
印度、缅甸）经济走廊的倡议。此举契合了地区国家的共同心
声，也为中国与南亚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推进南亚区域次区域合
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印、缅、孟山水相连，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四国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总面积达 134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28 亿，占世界
总人口 40%。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
作潜力巨大。四国邻近地区是连接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
入有中、印、缅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
口，有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明显区位优势。

中、印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缅、孟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可观。
近年来，四国发展态势良好，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相互贸易投资不
断增加，务实合作基础日益深厚，陆路、航空、港口与信息通讯联系
更加便利，人员交流日趋紧密，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区域合作发展迅速。亚太经合组织、
欧洲联盟、东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
场等机制在地区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较而言，由于历
史、现实等原因，南亚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缓慢。作为南亚地区
惟一区域合作机制，南亚区域合作联在推进地区一体化方面作
用有待增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孟印缅斯泰经济合
作组织等次区域合作也需有关各方积极加以推进。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同南亚各国友好合作，积极通过双多边渠
道参与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1998年中方率先提出孟中印缅地
区经济合作构想。1999年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在中国昆
明成立。今年2月，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第11次会议在孟
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加尔各答—昆明汽车集结赛结合该会期成
功举办，开启了论坛首个务实合作项目。中国还积极参与南盟框
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并于2006年被正式接纳为南盟观察员国。

当前，中、印、缅、孟都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国
普遍希望通过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挖掘自身潜力，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
各国有必要、也必须顺应时代要求，把握历史机遇，加强政策、财
政等方面协调，妥善处理领土、贸易、难民等问题，扩大相邻地区
开放，改善基础设施，实现贸易便利，共同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建设，为实现本国、地区和亚洲人民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建设孟中印缅走廊
助力中国南亚合作

慕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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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首轮谈判日前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闭幕首轮谈判日前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闭幕。。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瑞自贸协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加快实施自

贸区战略迈出了新步伐。这被视为中国应对全球贸易博弈、谋求话语权的又一努力，充分表明中国

将继续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把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作为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