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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贸易合作的步伐开始加快，但其合作程度仍然落后于欧盟以及北美自

由贸易区。本文针对东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现状，对在东亚建立“10+3”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及其影响进行分

析。在东亚地区，只有建立“10+3”自由贸易区才更加有利于东亚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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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日益加深，时空距离正在日益缩短。与此同时，由于各种贸易保护势力妨碍了国际贸易的发

展，许多国家不得不试图通过建立区域贸易组织来规避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促进本国以至

于本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此外，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框架下的谈判旷日持久，各
国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和统一，很难达成普遍意义上贸易自由化协定。因此，各国纷纷转向

寻求通过涉及国家少、利益冲突少、容易达成协议的区域贸易组织来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加深了东亚国家的联合自强意识，并催生了东亚经济贸易合作。
包括中日韩和东盟 10 国在内的“10＋3”经济贸易合作正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成立，并
且取得明显进展。目前己初步形成以中日韩——东盟领导人会晤为核心，多层次、多领域合

作并举的局面。 

本文分析的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其中，在东盟国家中选择了五

个代表性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来代表东盟。这些国家在

整个东盟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 2000年，这五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占东盟总出口
的 95.4%，进口总额占东盟总进口的 94.1%。对于考察东盟的对外贸易而言，选取这五个
国家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1   东亚国家贸易合作的基础 

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是成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基础。考察东亚地区贸

易集团的发展趋势首先应对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东盟是东亚地区

存在时间较长并且具有一定影响的贸易集团。然而，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以及东亚金融危机

的冲击，东盟认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当代的国际形势。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东盟寻

求与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其中，中国在参与东亚贸易

合作方面比日本和韩国先走一步，率先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下文中的“10+1”）。 

表1列出了东亚国家与世界各区域的贸易份额。从贸易份额来看，中国在“10+1”内
部的出口总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7%，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东盟主要国家对“10+1”
内部市场的依赖。2000年，东盟的主要出口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
律宾对“10+1”内部市场的依赖分别是31.3%、29.6%、24.1%、22.0%和17.4%。从整体



上来看，2000年东盟10国在“10+1”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26.7%。东盟内部贸易份
额相对较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1992年老东盟成员（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和文莱）就在新加坡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上签署了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协议，其目的是通过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期待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生

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促进东盟区域内的贸易与投资。这些都促进了东盟成

员内部贸易的发展。 

 

表 1  东亚国家 2000年区域内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出口额） 

单位：% 

 与 10+1
国家的

贸易 

与美

国的

贸易 

与欧

盟的

贸易 

与日本和韩国

的贸易 
与“10+3”国
家贸易 

中国 7.0 20.9 15.3 21.2 28.2 

日本 20.7 30.2 15.7 6.4* 27.1 
韩国 22.5 22.0 13.6 11.9** 34.4 

印度尼西亚 22.0 13.7 14.0 30.2 52.2 

马来西亚 29.6 20.5 13.7 16.3 45.9 
菲律宾 17.4 29.9 17.9 17.8 35.2 

新加坡 31.3 17.3 13.2 11.1 42.4 

泰国 24.1 22.5 16.7 17.6 41.7 

注：*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韩国对日本的出口。 
资料来源：根据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01整理计算而得。 

通过分析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已经有了较大的

发展，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的限制，中国和东盟各国都对“10+1”以外
的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中国和东盟各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市场仍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就

中国而言，中国与欧美国家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份额远远高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

份额。2000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30.3%，中国与其他东亚贸易
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2.6%。从东盟国家来看，尽管东盟各国在“10+1”中
的贸易份额比较大，然而，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东盟各国对“10+1”以外国家贸易的依
赖性也比较强。从出口方面来看，2000年东盟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分别占东盟出口
总量的14.8%、19.2%和13.6%。相比之下，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仅占东盟总出口的3.7%，这
一比例还不如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而仅仅与韩国相近。从东盟的进口方面来看，2000
年东盟自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10.1%、13.8%和19.2%，相比之下，
东盟自中国的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4.8%。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是在双方贸易壁垒较高的情况下发生的。2000
年，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为 17%，马来西亚为 9%，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 7%左右。
到 2002 年，老东盟成员对东盟内部的关税将全部降低到 5%以下，并且在 2010 年取消所
有关税。同时，中国也承诺在“10+1”的框架下削减现行的关税水平，到 2011年，所有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的关税都将降到 5%以下。随着“10+1”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发
展，中国和东盟之间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当有潜力的。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研究

结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 106亿美元，增幅为 55.1%，



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 130 亿美元，增幅为 48%。尽管这样，由于东盟内部的市场规模
相对狭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从日本和韩国的对外贸易来看，2000年日本和韩国对“10+1”国家的出口分别占其总
出口的 20.7%和 22.5%。考虑到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日本和韩国对东亚国家都超
过了其贸易总额的 1/4。 

通过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双方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的进步，而且会为东亚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东亚地区，如果日本和韩国游

离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外，他们将丧失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有关学者的研
究表明，如果日本和韩国游离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外会使他们的福利水平明显下降。
其中，日本的福利水平下降约为 49亿美元，而韩国的福利水平大约下降 15亿美元1。本文

认为，东亚地区应该形成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在内的自由贸易区才会更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

以及福利水平的提高。 

2   东亚贸易合作的贸易流量和福利效果 

“10+3”贸易合作包括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10国。从总体上来看，“10+3”
合作是真正属于亚洲地区的贸易合作。表3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 “10+3”自由贸易
区成立以后的贸易流量和福利效果做出了模拟分析。 

 

表2  10+3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流量和福利变化的影响2

单位：百位美元和百分比 

 

 

进口 

（百万美元） 

出口 

（百万美元）

贸易条件变

化（百分比）

福利变化 

（百分比） 

福利变化 

（百万美元）

日本 55,097.9 48,859.3 1.058 2.475 160,750.4

美国 2,707.3 1,028.0 0.124 0.025 2,296.9

欧洲国家  -327.5 -140.0 0.041 -0.023 -2,559.5
中国香港 10,554.6 7,579.9 2.755 4.150 5,344.4

中国 41,659.3 54,442.6 -4.709 0.359 3,252.4

韩国 18,729.8 18,586.7 0.074 3.031 17,248.7
新加坡 10,432.4 9,217.2 0.764 8.465 6,295.7

印度尼西亚 5,367.3 5,432.9 -0.087 2.154 5,449.7

马来西亚 9,082.8 10,512.7 -1.303 3.336 3,988.5
菲律宾 7,463.9 9,058.2 -4.430 6.160 5,435.4

泰国 9,965.6 10,665.0 -0.825 2.757 5,681.1

其他亚洲国家 -269.6 -262.9 -0.027 -0.010 -58.2

注：欧洲国家包括 EU为欧盟 15国以及冰岛、挪威和瑞士；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印度、斯里
兰卡和越南。 
资料来源：Brown, D.K., Deardorff, A.V. and Stern R.M.,: “CG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Negotiating Options”。 

从表2的份系结果可以看出，当中日韩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全球的福利水平将
上升2247亿美元。其中，日本从这种贸易自由化中获益最大，其福利收益约为1608亿美元，



相当于其GNP的2.5%。中国、韩国以及东盟国家都会从“10+3”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不同程
度的收益。东盟中的新加坡和菲律宾获益最大，其福利水平的增加程度约为各自GNP的8.5%
和6.2%。欧洲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是“10+3”贸易自由化的受损国。“10+3”贸易自由化
使欧洲国家遭受到了25.6亿美元的损失，这大约相当于他们GNP的0.023%；亚洲其他国家
遭受的福利损失约为5820万美元，这相当于他们GNP的0.01%。 

对于贸易流量而言，“10+3”贸易合作将使世界进出口总额分别上升1911亿和1920亿
美元。从贸易流量变化的程度来看，中国和日本是贸易流量上升最多的两个国家。其中，日

本进口贸易上升的最多，上升额达551亿美元。中国出口上升最多，上升额达544亿美元。
韩国以及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10+3”贸易合作将使欧洲国
家和亚洲其他国家在进出口贸易流量上明显减少。 

从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东亚地区进行“10+3”的贸易自由化使东亚地区产生了明显
的贸易创造效应。中日韩及东盟国家不仅贸易流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福利水

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欧洲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是贸易转移的主要发生国家。由于东

亚国家将一部分原来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转移到东亚地区内部，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明

显下降。在贸易流量下降的同时，欧洲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福利也遭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3   10+3”自由贸易区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在WTO框架下并不排除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是将其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并加以规
范、协调和监督，从而进一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10+3”合
作仍将在WTO的框架内运作。“10＋3”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
展。“10+3”自由贸易区将建立在WTO的公开性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基础上，不会对多边贸
易体制的发展造成阻碍。“10+3”自由贸易区与WTO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
对立。 

首先，从区域贸易组织目前的发展看，各自由贸易区均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各自不

同的模式。“10＋3”自由贸易区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及积累的特有经验都将
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起到借鉴和推动作用。 

其次，尽管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内向性和排他性，但目前并未对全球贸易发展产

生阻碍。“10＋3”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仍将遵守WTO的有关原则，并在地区框架内部自由
化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开放程度。这不仅会对区域内贸易产生推动作用，而且随着贸易自由化

的提高，“10+3”国家同区域外的贸易也会相应增长。 

此外，从亚太地区来看，“10+3”自由贸易区将对APEC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APEC
实行松散的组织机制，对成员各国没有制度化的约束。近年来，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
展迅速但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缓慢；亚洲金融危机中，APEC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对受害成员国
予以保护，在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方面显得力不从心；APEC倡导的部门提前自由化方案未能
获得成员国的广泛响应，使得APEC在未来发展方向和体制方面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形成“10+3”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对APEC的发展构成负面影响，而且其积累的经验和教
训将为APEC提供借鉴，从长远看，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更广泛开展。如果以自由贸
易区为主要内容的“10＋3”合作发展顺利的话，它将在2020年之前提前实现区内的自由贸
易，这将有利于APEC在茂物宣言中所确定的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推进APEC进程是一个
积极因素。从区域合作的范围来看，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环太平洋区域的开放的APEC和以
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依托东亚地区的封闭的“10＋3”合作虽然具有不同的合作机制，但都
以WTO为基础，因此具有共存性，可以在相互补充和发展。 

因此可以说“10+3”自由贸易区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程



度上存在差异。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在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参与了不同的区域经
济组织，“10＋3”各国也应建立亚洲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制，以便在区域和多边的不同
层次合作中发挥作用，促进本国和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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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 cooperation has accelerated since 1997.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trade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10+3” free trade area. 

“10+3” free trade area can improve welfare of East Asia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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