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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光明集团与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Apax

Partner 旗下基金就收购以色列食品公司Tnuva 56%股权

事宜，在特拉维夫达成初步收购协议。

>>5月22日晚， 中国最大自营式电商———京东正式登

陆纳斯达克，发行价为19 美元，融资17.8亿美元。

>>5月23日，惠普发布了2014财年第二财季财报。报告

显示，惠普第二季度净利润为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1

亿美元增长18%。

整个亚太自

贸区谈判最大的

难点在于服务贸

易的谈判， 因为

货物贸易和投资

方面， 开放政策

实施后的结果可

预测， 但服务贸

易涉及很多软实

力， 一旦放开政

策 后 果 难 以 预

测。

“

中国制造再次亮相国际级舞台。

为 11 月 APEC 峰会做准备的亚太经

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21 个 APEC

成员国的贸易部长乘坐 21 辆红旗

H7、手里拿着海信手机，穿梭在 5 月

的青岛。 但会议的内涵并不是这个，

会议取得了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成果：

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

专家指出，加速推进并实现亚太

自贸区建设， 能够解除 APEC 成员企

业出口时遇到的难题。 然而由于涉及

范围广，参与国家多，成员国经济发

展水平、 社会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加

上亚太地区复杂的政经形势，谈判进

程十分艰难。 因此，11 月的峰会料仍

很难突破。

亚太范围形成极大开

放市场，看起来很美

亚太之于全球经济之重毋庸置

疑，亚太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占全球比

重已经升至 46%，经济总量占全球比

重升至 57%。 亚太地区既是全球资本

流动与货物贸易最活跃的区域，也是

全球自贸协定最复杂、重叠性最高的

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趋势

同步上升。

然而，近年来亚太各自贸区之间

成员相互重叠、规则标准各异，给企

业熟悉和运用规则造成了不少困扰，

贸易自由化的巨大潜力未能得到充

分发挥。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也举例

表达了这种担忧：A 国跟 5 个国家都

签署了自贸协定，但这 5 个自贸协定

原产地规则都不一样，在 A 国生产的

同一个产品，在第一个国家里可能享

受零关税的政策，到第二个国家就享

受不到；而为了享受优惠待遇，不同

国家的证书可能都不一样。

同时，有的企业负责人也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了目前企业在自

贸区贸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家出口企业负责人刘旭昌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目前零关税的

自贸区利用率特别低，原产地规则使

许多商品在进出口过程中无法享受

零关税优惠。

原产地规则，是指海关根据具体

规则确定进口货物的原产国，从而给

予关税优惠。“从日本到韩国再至越

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跨国公司在

各国间垂直产业链日渐成熟，一件产

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完成，

很难确定单一的原产国。 ”刘旭昌表

示。

刘旭昌举例说，比如，某汽车生

产技术含量较高， 往往在日本生产

后，作为核心零部件出口至日企在泰

国、越南等地的加工工厂，利用当地

较低的人力成本，完成组装后再出口

至中国市场。 然而按照目前的原产地

规则，在泰国最终组装的部分汽车零

部件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泰国，也不

能被认定为原产于日本，从而无法享

受零关税优惠。

刘旭昌表示，若建立 21 个 APEC

成员组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范围

内形成极大的开放市场，垂直产业链

上生产的所有产品，将可实现进出口

零关税。

作为第一大贸易国，中

国提议符合自身利益

事实上， 亚太自贸区的构想最早

于 2004 年由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提出；2006 年，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

越南峰会上提出 APEC 需要以亚太自

贸区作为目标，但多数成员反应平平，

之后的两年 APEC 对亚太自贸区的讨

论基本上是以应付为主。在此情况下，

2008 年 9 月 22 日， 美国宣布将要全

面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随后亚太自贸区议题被搁置。

2014 年 2 月 28 日， 在亚太经合

组织第一次高官会上，中方提出亚太

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倡议。 4 月 10 日，

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演讲

中又提出，可考虑启动亚太自贸区的

可行性研究，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

资利益最大化。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

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亚洲生产网

络的快速发展，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亚太

自贸区建立后，各国可通过区域性自

由贸易协定来弥补此前多边贸易体

制存在的各种短板。 APEC 会议的讨

论旨在推进有利于区域贸易机制的

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贸

易系主任谷克鉴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亚太自贸区谈判议题在 APEC 场

合最初出现时， 囿于当时的经济实

力，中国的态度是保守的。 然而时过

境迁， 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与

APEC 各成员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

密。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该

议题，是自身经济发展使然。

而建立亚太自贸区更是一个多

赢的战略。

谷克鉴指出，目前中国很多企业

还停留在制造环节，在价值链上的附

加值相对较低。 推动亚太自贸区建

设，将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大中

国产业的影响力， 使中国企业在价值

链上处于更优的位置， 进而带动国内

产业转型与升级。

他同时表示， 由于 APEC 成员发

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因此

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要

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诉

求，在操作上多进行沟通和协调。

复杂政经形势致“路线

图”困难重重

目前，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仍在

讨论之中。

谷克鉴指出， 从 APEC 会议结果

来看，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都在大力

推进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表

明各成员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谈判缔

结有约束力的自贸协定和制度化机

制化安排将贸易投资自由化落到实

处，未来的亚太区域合作在推进贸易

投资自由化方面有望逐步强化制度

化机制化安排，加快建立亚太自贸区

的步伐。

然而，部分专家对这一协定未来

的谈判进程预计并不乐观。 由于总体

经济体量大，亚太自贸区协议一旦达

成，将有望超越 TTIP（“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协议”），成为全球最大的

自由贸易协定。

“正是因为涉及范围更广， 参与

国家更多， 各方的矛盾也会更大，成

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机制存在明

显差异，加上亚太地区复杂的政经形

势，谈判的进程也会更艰难。 ”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

明表示。

虽然此次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

是中国为主力推动，但在中国人民大

学商学院贸易系副主任王亚星看来，

未来亚太自贸区中，中国很难成为唯

一的主导力量。

“在 APEC 框架下，想绕过美国

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亚太自贸区的

建立，必须是以中美两国达成一致意

见为前提的，此外亚太地区还有俄罗

斯、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亚太自贸区

的推进可能是个多方主导的过程。 ”

王亚星对记者表示。

在王亚星看来， 整个亚太自贸

区谈判最大的难点在于服务贸易的

谈判，因为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开

放政策实施后的结果可预测， 但服

务贸易涉及很多软实力， 一旦放开

政策后果难以预测。 据了解，给予外

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一直是中国服务

业开放的最大难点之一。1995 年，中

国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规定了鼓励、限制、禁止外商投资的

行业名录， 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外

商投资审批程序。 给予外资准入前

国民待遇， 事实上意味着外资在华

投资审批将自动废止以及金融、证

券、电信等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 而

这些政策的变化，需要的则是时间。

本报记者 王莹

【特别报道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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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自贸区潜泳 APEC 中国年

印度经济能手纳伦德拉·莫迪在 2014 年 5 月 16 日成

功当选印度总理，成功当选之后发表的当选演说，秉承其固

有的风格， 强调着重发展印度经济。 受莫迪这一表态的影

响，印度股市也呈现出了所谓的“新总理现象”，印度股指自

去年 9 月以来 Sensex 已上升了近 40%，种种迹象表明，莫迪

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路为印度经济的发展所带来

的积极推动作用未可小视。 作为印度第一大单一体贸易伙

伴， 中国当然有理由对印度政坛上新出现的这股经济发展

风抱有几分期许和幻想， 但莫迪的当选是否真的能够对中

印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中印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有实质性的

影响，现在来谈论这一话题似乎为时尚早。

来自 PHD 商会的报告显示，2013—2014 年度中印双边

经济贸易总额达到了 469 亿美元， 这与中印双方所预计的

到 2015 年双方经济贸易总额达到 1000 亿美元的预估空间

还有不小的距离。 就中印经济贸易主要集中的对象来看，要

达到这个目标，短短两年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 也正因此，

莫迪个人的从政经历及其从政的主要政治经济成就就有可

能成为中印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突破推手。

如果我们翻看莫迪个人的从政经历， 其最为浓重的一

笔就是在古吉拉特邦任职期间所推行的不间断 24 小时供

电、汽车工厂和优质公路，并造就了古吉拉特邦经济发展的

高速增长奇迹。莫迪是中国模式的学习者，他对中国经济发

展龙头的广东地区的考察和推崇， 和其在古吉拉特邦所推

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颇多吻合之处。 莫迪个人的果决执行

力和勇于利用政府资源来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让预测

家得出其很快就会让古吉拉特邦模式移植到印度其他地方

去的预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新总理现象”所产生的辐射

效应将不会局限在对印度本土经济的可能推动和变革，更

为重要的是， 它还有可能对中印经济贸易的大踏步前进产

生着深远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切都只是建立在对莫迪个人的

可能执政风格的解读上。 如果我们将印度本国的民主因素

考虑在内，那么结论可能也就因此改变。

长期以来， 印度一直盛行着政治家族掌握印度政治的

传统，尼赫鲁家族在印度政坛上的经久不衰，正是印度固有

种姓制度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本土化结合的表征。 莫迪作为

茶叶贩子的儿子，当选印度总理，其象征意义在于平民子弟

首次推开了那扇原来属于精英把守的大门。 这样说来，尽管

被冠名为“印度的撒切尔”或“印度的李光耀”这样的威权人

物的头衔，但置身印度这样一个种姓制度影响犹在、精英和

平民之间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多种族、 宗教化趋向深

重的国度，莫迪能否一展其在古吉拉特邦的种种经济妙招，

这仍旧是一个未知数。

抛开传统制度的约束不论， 以现代印度民主政治的运

作逻辑来说， 莫迪也并非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妙手的时候就

不会遇上任何制度上的约束。 毕竟， 在经济发展的语境背

后，有各种各样的权利结构的存在，它们可能产生的政治约

束效应也是莫迪所不能深重考虑的， 如果我们意识到政治

家总是要考虑连选连任这一政治策略的话。

还不仅如此， 中印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个外围国际环

境和地缘政治的制约的现实问题。 中印两国固有的历史矛

盾、领土边界摩擦等问题，仍然会对两国经济贸易的向前发

展带来一层不大不小的阴影。而国际关系的诡异变幻，也时

不时成为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桎梏。

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掣肘作用之外， 全球经济结

构的阶梯层次分布也是莫迪在中印经贸问题上能有多大成

就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莫迪取得巨大成就并因此奠定其印

度总理这一成就的古吉拉特邦， 恰恰是印度金字塔形社会

的顶端，其辐射相应也主要局限在这一区域，而作为总理，

他必须面对更为错综复杂的印度多种姓社会。 其能否将所

学到的中国经验照搬过来，也就可堪疑问了。

综上， 我们似乎不要对这位经济能手出掌印度政经大

事之于中国印度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抱以过高的预期。 中

印经济贸易来往是一宗在历史中行进的事业， 非一人所可

能掀起滔天巨浪的。

时飞

莫迪促进中印经济合作

尚存悬念

【世界观 Review】

十年前美国首倡却一路羁绊，十年后中国主提或难在服贸协定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