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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飞

中韩、中澳经贸门槛的降低和进

一步开放，无疑将带来巨大的贸易和

投资流动。

一位澳大利亚公司负责人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公司每年向中国

出口大麦 5 万吨，现在中国的进口关

税是 3%，如果将来降到零关税，他们

对中国的小麦出口就可能扩大到每

季度 5万吨。

“中国企业必须有准备， 提高自

己的竞争能力。 ”中国 WTO 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研

究员何伟文认为，中国企业要做好国

内国外两方面的准备，首先是国内准

备，因为贸易的放开，更多产品进入

中国，如韩国的电子、汽车、半导体等

具有很强竞争力，它们的进入将对中

国企业构成很大压力。“而且未来随

着跟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投资协定

的落地，会有更多有竞争力的高端产

业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其次，要积极“走出去”。“走出

去”不仅能扩大产能，还可以熟悉国

外市场、熟悉国外的法律，这对与国

外企业的竞争都更加有利。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部副主任白明也有相同观点，他认

为，中国的企业必须“走出去”，“要在

国外布局，不能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上打转，要把自贸区战略运用好”。

根据中韩自贸区协定, 双方货物

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 90%、

贸易额 85%”。 也就是说，韩国对中国

出口的产品中将有超过 90%在 20 年

内撤销关税。 对于企业来说，两国在

投资贸易上更加便利、高效，同时，也

意味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

不过，对于自贸区给企业带来的

冲击，白明认为，短期可能形成冲击，

而从长期来看，如果应对得当，则有

助于整个产业升级。 据了解，对韩贸

易方面，中国受益行业主要是轻纺工

业、农业、部分机电产业，包括技术装

备。 而受冲击的包括部分电子和汽车

产业。

白明认为， 对中国企业来说，自

贸区既是商机又是挑战。 通过自贸区

开放，有的产业会变强，尤其是原来

在国际贸易中存在贸易壁垒的产业

会更有利，如中国高端制造业将在竞

争中发展，而一些竞争力弱的产业如

乳业等产业压力就大。

“好在自贸区关税减少是个过

程，这给企业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企

业要利用好这个时间，企业需要加快

企业的适用能力，提高竞争力，不适

用竞争的企业将被淘汰。 ”白明说。

显然， 中国企业要未雨绸缪，转

变经营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在我国

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失去的情况下，

未来更多的是构建一种综合竞争优

势。

【世界观 Review】

中韩有望形成

GDP高达 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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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自贸区大提速

下一站聚焦中日韩？

中国企业如何用好自贸区战略？

【一周 A�week】

>>12 月 18 日，“股神”巴菲特爱股———比亚迪午后突然

现暴跌，低见 18.7 元，收市报 25.05 元，仍劲跌 28.8%，创历

来最大单日跌幅，股价跌至逾一年半新低 ，市值单日蒸发

92 亿元。

>>12 月 18 日，美国商务部部长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

表示， 中国已同意为进口美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简化手续，并

公开反垄断行政程序。 之前中美双方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双边

会谈。

显然，中韩自贸区协定的签署将

促进中国在贸易领域开放程度的实

质性提升。

据了解，目前中韩双边贸易规模

已经达到 3000亿美元。 有预测指出，

中韩自贸区一旦建成， 预计中国的

GDP 将增长 1%—2%， 韩国增长 2%

—3%，届时，中韩有望形成一个人口

高达 13.5 亿、GDP 高达 11 万亿美元

的共同市场。

根据协定，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

比例均超过税目 90%、 贸易额 85%，

协定范围涵盖 17 个领域， 包含了电

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

21世纪经贸议题。同时，双方承诺，在

协定签署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

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前国

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

判。

中国 WTO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研究员何伟

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由于降低

了贸易壁垒，中韩自贸区更有利于双

边贸易扩大。

根据中韩自贸区协定， 在 20 年

内韩国 92%的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

中国 91%的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 这

将大大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

“其实，意义远不止零关税，零关

税只是第一代自贸区概念，现在远远

超出这个范畴。 中韩自贸区涵盖 17

个领域， 是高水平、 高标准的自贸

区。 ”何伟文说，未来通过互相投资，

促进双边经济更加紧密的联系，而自

贸区将起到基础性和法律保障作用。

“同时， 自贸区有利于促进国内

改革，中国跟其他国家作出的承诺必

须遵守，对国内那些不合规的东西就

必须改掉， 这对国内改革是一个促

进。 ”何伟文说。

11 月中旬， 中国对外经

贸迎来“突破时刻”。 短短一

周时间，中国相继与韩国、澳

大利亚就自贸区建设结束实

质性谈判，转为技术性磋商。

韩国和澳大利亚是中国

两大重要贸易伙伴，中韩、中

澳自贸区亦被业界称为是高

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区。

“中韩、中澳自贸区协定

的达成对于中国意义重大。 ”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

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微观看， 增强了中国与发达

地区的经济贸易互补， 减少

了贸易障碍， 增强了商业机

会；从宏观看，扩展了中国在

国际市场的空间， 确保并增

强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话

语权。

12 月 5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

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

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不能

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

引领者。 ”

何伟文对记者说， 亚太地区是全

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中国作为全

球第一大贸易国， 与周边国家的经贸

往来越来越密切。在贸易上，中国与日

本、韩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贸

易总额超过了中美、中欧贸易的总和。

而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亚太地

区各种区域性自贸倡议也风起云涌。

仅大型区域性协定，就包括 TPP（跨

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还有 FTAAP（亚太自贸协定）以

及多年悬而未决的中日韩自贸谈判。

据相关媒体报道， 截至目前，中

国已签署自贸协定 12 个，涉及 20 个

国家和地区， 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

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

哥斯达黎加、 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

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

关系安排 (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此外，目前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

还有 8个，涉及 23个国家。

同时， 国内自贸区建设也积极

推进中。 对于国内自贸区与国际自

贸区的区别，何伟文说，国内自贸区

是一个园区式的平台， 国际自贸区

是两国间的贸易协定。 国内自贸区

是更便利、更高效、更优惠的贸易安

排。 （下转第二十四版）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大布局

2014 年并不打算平稳结束，时值年终，国际原油价格持

续下跌、 大宗货物价格持续低迷和美元持续走强形成了怪

异的双重奏。 素有“央行的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于 2014 年

12 月 7 日发布报告说，美元持续反弹将会损害某些企业的

信用，进一步暴露新兴经济体的固有缺陷。

无独有偶，2014 年 12 月 9 日人民币对美元兑换进一步

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和美元持续升值并行出现，这样的现

象尤其值得把玩。 从传统上来说，美元持续走强意味着新兴

经济体国家会出现持续的经济、社会动荡。 上个世纪的拉美

危机和东亚金融风暴都和美元持续走强存在着重大关联。

此番美元走强， 美国就业人数上升到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

的历史高位，美国大量出口原油，一些传统制造业陆续回归

美国本土。 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全球原油价格的下跌、大

宗货物价格下跌、 曾经作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战略转移

的接收平台的新兴市场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的态势。 在今

天这样一个全球高度一体化和彼此依存性不断深化的地球

村时代，这种繁荣和衰退并存的经济现象，无疑给作为全球

第二经济大国但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以自己的低人力成本优势，在全球产业

链条中形成了全球制造平台， 并因国内的低消费状况在短

期内的不可扭转而形成了巨大的对外产品输出。“世界工

厂”和巨大的贸易逆差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夺目的两颗明珠。

但美元和人民币的同时走挺， 国内产业体系因为错过升级

而遗留的种种后遗症， 会因为美元升值而进一步放大。 毕

竟，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进出口贸易大国。

国内的工业增加极大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消费， 当美元升值

引发其他国家债务危机的时候， 中国出口市场将会出现萎

缩；美元升值同样会带来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中国的原材

料进口将会出现进口成本增加的态势， 这将会导致中国工

业生产成本价格进一步上扬。 不仅如此，美元升值和国际市

场大宗货物的价格下跌呈现一种诡异的相反相成状态，这

就进一步扭曲了中国国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因素。 在这样

一个背景下，国内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将是极其严峻的。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近些年已经成为粮食输入大国，在

国际粮食价格结算货币仍然是美元主导的背景下， 中国粮

食输入价格将会进一步上涨。 在中国的粮食生产基地本身

已经面临着巨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 单纯依赖进口将会导

致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中国粮食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

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大量收购乌克兰、澳大利亚、阿根廷

等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农场，在降低粮食进口成本的同时，进

一步降低了本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进一步加剧农业

空心化的危机。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严肃面对

的一个问题。

美元升值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并不局限在实体产业领

域，金融业等行业同样受到冲击。 在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回报

仍然依赖国内高额的存贷价差的盈利模式中， 这种路径依

赖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健康程度。 盈利路径

的锁闭将银行业积压到极其脆弱的境况而不自知。 美元升

值所带来的压力业意味着银行业在境外市场开创新的盈利

结构的动力机制受到抑制。 错过最佳转型时期的银行业将

何去何从，有识者不可不虑。

问题还不限于此。 美元升值意味着国际游资的出逃将

成为一种不可逆的现象。 中国股票市场最近的过山车游戏

的又一次上演，亦说明了美元升值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股市

的持续下挫在美元升值的压力下所制造的这种重新洗牌游

戏，将进一步重创中国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 在资本

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今天，资本市场信心的怎样恢复，显然

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难题。

并非没有利好因素。 但由于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大背景

并未充分抓住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所提供的最低成本的转型

调整机遇， 中国在深度陷入国际依赖症的同时并没有在国

内经济要素领域进行制度化的改进。 国际结算货币的价格

波动将会带来整体经济的波动， 尽管美元价格升跌均服从

于市场体系需要， 但在市场自由和秩序的制度化建设仍蹒

跚起步的中国，其所造成的震荡波，不可轻易小觑。

美元升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让国内实体经济面临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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