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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东亚经济再平衡的不确定性
及中国的对策
!

陈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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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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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的基础性经济政策之一$已成为当前全球区

域经济合作的热点议题%但值得指出的是$

!""

对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再平衡仍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即!

!""

对东亚地区经济再平衡缺乏理论支撑&东亚地区缺乏适用
!""

规

则的现实条件&

!""

难以改变东亚地区贸易网络格局&

!""

对促进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缺

乏针对性%由于
!""

对东亚地区经济再平衡的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必须在

深入研究
!""

的基础上$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拓展新的国际贸易市场$同时依靠技术进

步$促进中国内部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型升级%

关键词!

!""

'东亚经济再平衡'不确定性'中国对策

一&引
!

言

#$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经济体的经济

失衡发展$美国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失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

年$美国加入了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

!'()*

+

"(,-.-,"('/)0'*1-

2

3

4

'0050)/

$下文简称
!""

)

谈判$将其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的基础经济政策
(骆家辉$

#%$6

!

$

)

$因此$美国期望
!""

在新时期推进东亚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再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减少美国的外部经济失衡%

!""

作为以高自由度(如要求成员国无例外地&百分之百地实现贸易自由化)&高标

准(如要求
678

的原产地附加值标准)&新内容(如劳工标准&人员流动&政府采购和国企

改革等)为特点的新型
9!3

(刘昌黎$

#%$$

!

:

)

$被誉为
#$

世纪的
9!3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

特点$使
!""

能否促进美国和东亚经济再平衡存在不确定性$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作用

下$强行实施
!""

$或者会造成反效果$或者会引起经济动荡$最终不利于美国和东亚经

济体的经济再平衡%因此$分析
!""

对东亚经济调整和再平衡发展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
!""

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再平衡存在的不确定性%

二&

.//

对东亚地区经济再平衡缺乏理论支撑

要素禀赋理论是促进东亚各经济体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依据$也是经济严重

失衡的理论根源%要素禀赋理论(

;+<

理论)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充裕要

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日本&

=>?*

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导向

政策的开端$正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带动了整

个东亚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从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到新新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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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之间并不矛盾%以新新贸易理论为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跨国企业$从企业异

质性和企业内生边界两个方面研究企业进行贸易&投资的原因和方式%而要素禀赋理论的研究对象为

宏观经济主体$与新新贸易理论并不矛盾$即使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看$企业技术差异带来的异质性

和交易成本决定的企业边界$也不能脱离宏观经济主体决定的要素禀赋而单独存在$因此两种理论是一

脉相承&层层递进的关系%总之$要素禀赋理论是各经济体在对外贸易(特别是初级阶段)需要遵循的理

论基础$只有依照要素禀赋优势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后$才能逐步依循新贸易理论或新新贸易理论进行

高级的贸易和投资安排%因此从东亚经济体的角度看$东亚经济失衡发展的过程$就是东亚经济体在各

自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这是东亚地区经济失衡的理论根源%

作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主导
!""

$就是通过实施包括农产品市场和政府采购市场等市

场开放条款$帮助美国在
#%$7

年实现"出口倍增计划#%这种刺激美国出口增长的手段$虽然短期内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却对东亚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难以造成实质影响%同时$

!""

中部分期望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具体措施$对东亚经济体发挥其要素禀赋优势存在负面影响!例如美国

积极推动的统一劳工标准问题&环保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会提高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劳动

力&环境和技术成本$降低其产品竞争力$为美国扩大出口提供市场%因此从理论上看$经济体是否达到

了合适的阶段$可以技术进步和标准升级$存在门槛值的问题%门槛值的确定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

经济体初始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等等%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产业结构及其增长速度也不相同$因此各经济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门槛值存在差异%如果强制套用

无例外的&高度自由化&高标准的
!""

规则$将对尚未达到门槛值的东亚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即使

!""

遵循
3"?@

"自愿自主$灵活渐进#原则$也只能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否则不利于体现
!""

协议的公

平性和约束性$更不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的目的%因此$对
!""

谈判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

!""

的

适用性在理论上存在不确定性$使
!""

对东亚经济体再平衡影响的不确定性%

三&东亚经济体缺乏适用
.//

规则的现实条件

从现实角度看$

!""

也难以改变东亚经济体的内在要素禀赋%对于要素禀赋的测算$常用的方法

是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A0B0(C0D@E5

2

('(/-B03DB()/(

4

0>)D0F

$

A@3

)进行判断和比较%按照日

本贸易振兴会(

G?A!<

)的标准$当
A@3

数值大于
#H7%

时该产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当
A@3

在
%IJ%

K$H#7

之间该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

%HJ

以下则处于比较劣势%

A@3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其中
&

$

为
&

国
$

产品的出口额$

&

为该国总出口额$

'

$

为全世界
$

产品出口额$

'

为世界总出口额%

为了数据的统一和可获得性$本文根据
L>!@A?MH:

商品分类标准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产品&劳

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中农产品和矿石燃料代表初级产品$化工产品&机械和运输设

备代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服装&鞋类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
A@3

计算公式计算出东亚主要国

家在
#%%%

年和
#%$#

年的
A@3

指数矩阵并进行比较$如表
$

所示%

表
$

数据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根据
#%$#

年数据$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存在禀赋

优势$以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东亚发达国家要素禀赋表现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以出

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作为
!""

中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在矿石燃料&机械和运输设备&

服装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矿石燃料的
A@3

值最大为
$H7:

$因此综合来看马来西亚属于资源和劳动

力要素充裕国家%越南则明显为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其鞋类和服装
A@3

值分别达到
$%H7$

和

7IN:

$说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极强%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的
A@3

数据也具有相似特点$中

国&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最具比较优势(

A@3

值最大)的出口产品都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中$

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A@3

值较大$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互补

关系%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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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东亚主要国家
012

指数

年份报告国

!!!!

产品 农产品 矿石燃料 化工产品 机械和运输设备 服装 鞋类

#%%% #%$# #%%% #%$# #%%% #%$# #%%% #%$# #%%% #%$# #%%% #%$#

文莱
%H%$ %H%$ &H:6 OH## %H%$ %H$O %H$% %H%: $H:: %H%# %H%% %H%%

柬埔寨
%H$6 %H:7 %H%% %H%% %H%% %H%# %H%# %H$: #$HJJ #:H%# #HO& 7HJ6

中国
%H&# %H6# %H:$ %H$$ %H76 %H7% %HJ$ $H:N 6H76 :H#O 7H:$ :H6&

印度尼西亚
$H%N %H&: #H6J #H7# %H7N %H7$ %H6# %H:7 #H:& $HNN :HN$ #HJ:

日本
%H%O %H%J %H%: %H$: %HJ$ %H&% $HNO $HO# %H%: %H%: %H%$ %H%$

马来西亚
%H:# %H6& %H&7 $H7: %H6# %HN% $H7# $H$% %HO# %HJ6 %H$: %H$%

菲律宾
%HN: $H%$ %H$: %H$J %H$% %H:6 $HJ7 $HO# #H%& $H:% %H#O %H%7

韩国
%H#N %H$7 %H76 %HO& %HJJ $H%# $H6# $H7# %H&$ %H$7 %HN# %H$:

新加坡
%H#6 %H#% %HO# $H6% %HOO $H#% $HN6 $H:$ %H6$ %H$6 %H$6 %H$#

泰国
#HN: #H%O %H:# %H6& %HNN %H&$ $H%N $H$O $HO$ %HOJ $HN: %H6&

美国
%H&O $H%O %H$O %HNO $H$: $H## $H#J %H&& %H:7 %H$7 %H$7 %H$:

越南
6H7J :H%: #HN% %HO# %H$$ %H#O %H#$ %H7& :H&6 7HN: $:HN6 $%H7$

!!

数据来源!根据
P=,E5/'(D0

数据计算而得%由于数据缺失$东盟国家中缺少老挝&缅甸的数据$文莱
#%%%

年的数据由
#%%$

年代

替$越南
#%$#

年的数据由
#%$$

年代替%

第二$通过比较
#%%%

年和
#%$#

年的数据$发现无论哪一类东亚经济体$其要素禀赋类型虽在转变

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具体来看$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除了印尼资本密集型产品
A@3

值略

为下降外$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
A@3

从
%HJ$

增长到
$H:N

$马来西亚化工产品
A@3

增长到
%HN

$柬埔

寨&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两种资本密集型产品
A@3

值都出现增长$说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结构

正在升级%但从
#%$#

年数据看$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
A@3

值仍然大于资

本密集型产品$说明其要素禀赋并没有产生根本性转变%同时$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变化更不明显$如

日本&韩国&新加坡各项
A@3

值变化很小$其比较优势产品依然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东亚经

济体内部要素禀赋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受人口&自然资源&文化&制度等长期因素影响$

!""

协议对此

作用有限$其原因如下!首先$

!""

协议中能够对经济体内部产生直接影响的条款包括!合作与能力建

设&劳工标准&制度法规统一等等$这些条款重点在于提高发展中成员国的技术水平和制度标准$本身就

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对人口&自然资源和文化等长期因素的影响更小%其次$危机环境下
!""

可能造成

东亚经济体难以承担
!""

的调整成本$造成经济波动%从经济学原理看$减少贸易壁垒或统一贸易标

准将提升全体成员国的总福利$但是每个成员国不一定都能获益$某一国家受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另

外$

!""

协议中要求提高劳工福利标准的劳工条款$将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造成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下降可能引发整体经济衰退%最后$由于
!""

某些条款可能损害成员

国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和保护性产业(特别是农产品)的利益$使其部分条款存在争议%如日本农产品部

门国际竞争力低下$长期依赖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因此日本农业部门强烈抵制
!""

(刘昌黎$

#%$$

!

N

)

'

而韩国在劳工标准&农产品和汽车零备件的谈判方面都存在反对声音
(徐长文$

#%$$

!

O

)

'参与谈判的马来

西亚也并不急于成为
!""

第一批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表示尚需时间斟酌$印尼则明确表示加入
!""

可能损害本国利益$需要谨慎地权衡利弊
(刘中伟&沈家文$

#%$#

!

$6

)

%东亚经济体表现出的疑虑说明了

!""

本身存在争议性$因此其作用效果尚不确定%

四&

.//

难以改变东亚地区贸易网络格局

东亚各经济体以内部要素禀赋为基础$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与国际分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依附

于国际分工格局的东亚贸易网络%相对于东亚经济体内部要素禀赋$

!""

作为一种高标准的自贸协

议$对东亚贸易网络格局的影响更为直接$但这种影响能否促进东亚经济再平衡却存在不确定性%

考察东亚贸易网络可以从其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性和进出口产品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衡量东

亚贸易网络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性$可以使用贸易结合度指数(

!>

指数$

!'(D0>)/0)*-/

Q

-)D0F

)$其计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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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为
*

&

$

两国贸易结合度$

+

*

$

为
*

国出口到
$

国的出口额$

+

*,

为
*

国总出口额$

-

.

$

为
$

国进口额$

-

.,

表示世界总进口额$

()

指数大于
$

则认为
*

&

$

两国间具有紧密的贸易联系%根据该指数计算出东

亚与中美欧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如图
$

所示%

图
%

!

东亚经济体与中美欧
!>

值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P=,E5/'(D0

数据计算并绘制%由于数据

缺失$东亚经济体包括表
$

中除越南和文莱的东亚各经济体%

中国
!>

&欧盟
!>

&美国
!>

分别表示东亚经济体与上述三经济

体的
!>

值%东亚经济体与中国的
!>

值不包括中国%

图
$

中
!>

值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以
#%%J

年

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在第一阶段$东亚经济体

与中国的
!>

值显著上升$同时与美欧的
!>

值下

降$表明东亚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日益增

强$与欧美的贸易结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替

代%第二阶段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三条

!>

曲线都显著下降但表现各异!东亚与中国
!>

值

下降幅度最大$与欧盟
!>

值下降幅度次之$并在

#%$#

年首次低于美国$同时美国
!>

值波动幅度最

小$其值始终大于
$

%第二阶段数据说明美国与东

亚贸易关系紧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即使在经济

剧烈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关系也表现相对稳定$

中国在东亚区域中对美国贸易结合度的替代作用

并没有显著影响东亚整体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

从东亚贸易品的市场分布看$表现出对美国消费品市场的依赖%如表
#

所示$东亚各经济体的零配

件进口主要来源于东亚区域内$其占比均超过
7%8

(除文莱外)$大大高于从美国或世界其他区域进口

占比%同时$柬埔寨&中国和印尼对美国消费品出口占比大于对东亚区域内消费品出口比重%日本&韩

国&菲律宾和泰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比较大%除了中国和日本外$其余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的比重明

显大于对欧出口比重$说明美国在东亚消费品出口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考察各东亚经济体之间

的进出口结构不仅能得到相同结论$更可以揭示东亚区域内日本&

=>?*

等发达经济体向中国和东盟出

口中间产品$而后者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三角贸易格局
(林桂军等$

#%$#

!

&

)

%因此$东亚消

费品出口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东亚贸易网络与产品进出口市场分布格局$是伴随东亚外向型经济发

展&各国外部经济失衡产生的$与世界经济失衡格局在一开始就存在紧密联系$

!""

作为一种扩大开放

与合作的自贸协议$必然会加强东亚经济体对区域外市场特别是美国的依赖性$使得这种不平衡的联系

得到加强和延续$进而对东亚经济再平衡产生负面影响%

表
#

!

#$%#

年东亚经济体产品进出口市场分布

!!!

伙伴国
报告国

!!!

零配件进口 消费品出口
东亚 美国

A<R

东亚 美国 欧盟
A<R

文莱
6#8 #J8 :%8 N68 $$8 #$8 78

柬埔寨
J$8 $8 $J8 J8 6#8 6#8 O8

中国
NN8 68 :%8 $N8 #:8 #:8 :J8

印尼
O#8 78 ##8 #78 :#8 #78 $J8

日本
N$8 $#8 #O8 ::8 #%8 #:8 #68

韩国
7N8 $:8 :#8 :%8 $J8 $%8 6$8

马来西亚
778 $78 :$8 ::8 $O8 $$8 6%8

菲律宾
7$8 ##8 #O8 6$8 :N8 $68 &8

新加坡
7N8 $$8 ::8 6N8 $$8 J8 :78

泰国
O:8 O8 #%8 #&8 #%8 $N8 :78

!!

资料来源!

P=,E5/'(D0

数据库%零配件和消费品在
S?@

商品分类标准中的编号为
6#

和
N

%

A<R

表示世界其他地区%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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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东亚经济再平衡的不确定性及中国的对策

!!

从美国角度看$美国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式微%如图
$

所示$虽然美国依然与东亚保持着较高

的贸易结合度$但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

!>

值逐年降低%

!""

中包含的市场准入&关税减免&技术标准

统一和贸易便利化等内容$虽然有利于美国外部经济平衡$但在短期内可能使东亚外部经济不平衡状况

恶化%因此$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也必然会在东亚经济体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领域做出让步$双方利益

权衡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由此造成东亚经济再平衡存在不确定性%

从东亚贸易网络内的产品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出$东亚贸易网络的基本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区域

内大量进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再向区域外的美国或欧盟出口消费品%这种产品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

格局紧密相关%国际分工格局在东亚的演变过程$就是日本&

=>?*

&东盟国家和中国先后承接产业转

移&完成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过程$其根本经济基础就是各国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改变东亚

贸易网络的产品进出口结构必须以改变要素禀赋为基础%

以上分析从不同角度说明$东亚经济的失衡是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果美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强

行要求东亚经济体接受
!""

协议$就是试图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解决美国单方面失衡$这不仅会在短期

内造成东亚经济波动$从长期角度看也会使区域经济效率受损%只有建立稳健&适用的区域自贸协议$促

进贸易伙伴国进行稳定&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做大东亚区域贸易市场$利用国际竞争促进产业创

新和升级$从而提升区域整体贸易结构$才是实现东亚和亚太区域总体经济再平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五&

.//

对调整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缺乏针对性

东亚地区的金融失衡主要表现为!东亚主要贸易盈余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为美国提供廉价资金'

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易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导致外汇储备损失'东亚经济体自身金融发展水平

较低$防范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较弱%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造成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的

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形成的"美元霸权#使美国控制了多种战略资源&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权$

使得以美国国债为主的美元金融资产$成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盈余国唯一的低风险投资工具%日

本&中国等东亚主要贸易盈余国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使赤字美元回流美国%美国利用这些廉价资

金进行投资和消费$维持甚至扩大进口$造成新一轮贸易失衡和资金回流%一旦美国投资回报率出现波

动$便容易形成入不敷出&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而美元的霸权地位为这种恶性循环提供了很大的容忍

空间$使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最终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并引发了
#%%J

年全球金融危机%可见$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的重要原因$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失衡%

作为"美元霸权#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东亚各经济体利用后危机时期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开始着

手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国际储备货币改革中讨论建立超主权货币&强化特别提款权(

LTA

)功

能&建立替代账户&储备货币多元化等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措施$并在
#%$%

年
7

月
#

日的"东盟
U:

#财长

会议公告中$再度提出发展
3SV>

(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特别强调发展本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在促进区域

储蓄转化为本地区投资$探索如何发展东亚区域本币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一项核

心内容
(高海红$

#%$$

!

&

)

%反观
!""

协议$对当前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金融

措施%主要表现为!第一$

!""

中的金融协议$主要为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和金融服务贸易中新贸易服

务的透明性&非歧视性和公平性$加强投资保护并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成员国金融市场开放度$

提高金融产品供需双方的福利水平$同时保护金融监管机构在包括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利$

以确保金融市场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

!

$

)

%这些内容虽然有利于东亚区内金融市

场整合$提高了危机防范能力$但是缺乏贸易直接结算&储备货币多元化和货币互换等对美元的国际结

算和储备功能有替代作用&可以规避美元本位风险的协议内容$没有触及造成东亚金融失衡的根本原

因$缺乏针对性%第二$

!""

作为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协议$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措施%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作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必然不会放弃美元铸币税收益$因此缺乏

进行国际货币多元化改革的主观动力'从
!""

东亚成员国的角度看$其内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货币

国际化水平都远不及美国$日元虽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但无论从结算额和储备额来看都无法与美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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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人民币更是如此$因此东亚经济体缺乏改革的客观条件%因此综合来看$在
!""

框架下难以出现

有针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调整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的现状%第三$

!""

协议一味强调成员国之间开放金融市场$这将增加东亚各国的金融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

面$各成员国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金融市场的贸然开放并不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也是
&O

年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

!""

强调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融合$事实上加强了各成员

国国内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的联系$使前者承担更多由美国经济或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系统风险$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将受到剧烈冲击$

#%%J

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

!""

协议的金融措施

对改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针对性$在改善世界经济的失衡方面作用有限%

六&中国的对策

(一)深入研究
.//

条款$加快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作为新时期高标准的区域自贸协议$不仅在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传统领域提出了更高要

求$更在政府采购&劳工标准等新领域对成员国内部经济提出了新要求$是国际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

展的典型代表%因此$中国作为开放型大国和利益攸关方$应该深入研究
!""

中所涉条款$特别是

!""

区别于传统
9!3

的新内容&新特征和新要求$分析其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内外部经济带来的短期和

长期经济效应$并以
!""

具体条款作为参考$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进出口部门与国际市

场相关标准统一$加快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与转型$以适应新时期国际市场中的更高要求%

(二)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开拓新的经贸市场

加强区域内甚至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寻求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方式$

!""

&

!!>"

&

A@?"

等谈判受到各方关注%因此$中国应该顺应潮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美国主导下的
!""

虽然没

有明确拒绝中国的加入$但其在关税减让&劳工标准&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条款表现出高自由度

和高标准$事实上对现阶段中国加入
!""

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后危机时期国际经

济格局调整的时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扩大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避免过度依赖美欧

单一外部市场的局面$积极与东亚&中亚等国家展开区域经济合作$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联合东盟积

极推动
A@?"

协议的签订$建立更深层次的东亚经济合作网络$而中亚地区国家对外开放程度普遍不

高$为中国探索&投资和建立新经贸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促进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必须以内部经济发展为基础$一国内部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该国在世

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首要条件%中国通过出口导向政策使国内要素禀赋价值得以实现和增长$但由于

长期对外依赖使中国在新时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单位能耗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易受外部环境

冲击等等$都是中国依赖低端要素禀赋结构造成的后果%因此无论
!""

向何种趋势发展$中国都必须

通过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快技术升级$从根本上调整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创造新的

比较优势&提升竞争优势$最终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加强与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合作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但与美元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

-$截至
#%$#

年末$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A>>

)为
%HJO

$相比
#%$$

年增长
6&8

$而同期美元国际化指数为

7#H:6

$与前年基本持平%而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的国际化指数均不同程度地下降
(姜春媛$

#%$:

!

$

)

%

说明人民币对除美元外的其他货币起到一定替代作用$这是中国贸易额在全球占比不断调高的结果%但

是$仅依靠贸易计价功能的增强来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效果有限$如前所述$大部分

贸易盈余都会受到美元垄断性的金融计价功能影响而回流到美元资本市场%因此$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

化应该在继续扩大贸易额的基础上$着重提高人民币的金融计价功能%首先$利用后危机时期传统国际货

币影响力的下降$加强与东盟&金砖国家&中亚&拉美和非盟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特别要加强与中

国贸易紧密相关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签订货币互换&货币直接兑换等金融合作协议$在贸易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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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增强人民币金融计价功能'其次$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提高人民币外汇资产供给能力$增强

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最后$促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加强中国金融业整体经营水平%

参考文献!

.

$

/

!

高海红(

#%$$

)

H

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路线图
H

国际经济评论$

7H

.

#

/

!

姜春媛(

#%$:

)

H

人民币国际使用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
H

载
1//

2

!**

)0W*HF-)1X()0/H,E5

*

#%$:+%N

*

$O

*

,

0

$$N$O#7$OH

1/5

$

#%$:+%N+$OH

.

:

/

!

刘昌黎(

#%$$

)

H!""

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
H

东北亚论坛$

:H

.

6

/

!

刘昌黎(

#%$$

)

H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与困境
H

国际贸易$

$H

.

7

/

!

刘中伟&沈家文(

#%$#

)

H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研究前沿与架构
H

当代亚太$

$H

.

N

/

!

林桂军等(

#%$#

)

H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
H

国际贸易问题$

$$H

.

O

/

!

骆家辉(

#%$:

)

H#%$: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主旨演讲
H

载
1//

2

!**

0,E)E5

Q

H,(-

Y

-)

4

H,E5H,)

*

#%$:+$#+$6

*

$$:N&$J%7H

1/5CH

.

J

/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

)

H<X/C-)0*E./10!'()*

+

"(,-.-,"('/)0'*1-

2

3

4

'0050)/H

载
1//

2

!**

WWWHX*/'H

4

EB

$

#%$$+

$$+$#H

.

&

/

!

徐长文(

#%$$

)

H!""

的发展及中国应对之策
H

国际贸易$

:H

!!

3456789:48

;

(<8=6.//8(/7(>(86?9@86742@:9?5(4(>:506A9)945:4

B

94C1=:49

1

@1(D4867>69@D76@

"/012*

3

41

5

(

"'E.0**E'

$

RX1()P)-B0'*-/

Q

)

'6741

5

(

TE,/E'(C@()D-D(/0

$

RX1()P)-B0'*-/

Q

)

!"#$%&'$

!

3*(Z(*-,0,E)E5-,

2

EC-,

Q

E.

"

3*-()'0Z(C(),-)

4

*/'(/0

4Q

#

E.PL3

$

!""-*0F

2

0,/0D/E,1()

4

0/100,E)E5-,

-5Z(C(),0*'0C(/-E)*1-

2

Z0/W00)3*-(()D/10P)-/0DL/(/0*

$

()DZ0,E50()-5

2

E'/()/W(

Q

E.'0Z(C(),-)

4

()D

2

'E5E/0

0,E)E5-,(D

Y

X*/50)/

$

1(*Z0,E50(1E/*

2

E/-**X0E.'0

4

-E)(C0,E)E5-,,EE

2

0'(/-E)HSX/W1(/*1EXCD)E/Z0-

4

)E'0D-*/1(/

/100..0,/-B0)0**E.!""/E

2

'E5E/00(*/3*-()0,E)E5-,'0Z(C(),-)

4

E.1(*5()

Q

X),0'/(-)/-0*

$

/1(/-*

!

/10C(,[E./10

/10E'0/-,(C*X

22

E'/E.0(*/3*-(0,E)E5-,'0Z(C(),-)

4

'

C(,[E.'0(C-*/-,,E)D-/-E).E'0,E)E5-,(D

Y

X*/50)/-)0(*/3*-(

'

-/-*

D-..-,XC//E,1()

4

0-)0(*/3*-(/'(D0)0/WE'[*/'X,/X'0

'

/10-).CX0),0E)/10,X''0)/-)/0')(/-E)(C5E)0/('

Q

*

Q

*/05-*

C-5-/0DHTX0/E/10-).CX0),0E.!""E)0(*/3*-()0,E)E5-,'0Z(C(),-)

4

1(**X,1X),0'/(-)/-0*0F-*/

$

@1-)(*1EXCDZ(*0DE)

/10-)

+

D0

2

/1*/XD

Q

E./10!""

$

*/'0)

4

/10).E'0-

4

)0,E)E5-,,EE

2

0'(/-E)

$

0F

2

()D)0W-)/0')(/-E)(C/'(D05('[0/()D'0C

Q

-)

4

E)/0,1)ECE

4Q2

'E

4

'0**/E

2

'E5E/0/10(D

Y

X*/50)/E.@1-)(

1

*-)/0')(C.(,/E'0)DEW50)/*/'X,/X'0

$

'0(C-\0/10/'()*.E'5(/-E)

()DX

24

'(D-)

4

E.@1-)(

1

*0,E)E5-,

4

'EW/1W(

Q

H

()

*

+,%-#

!

!""

'

0(*/0')3*-(

'

0,E)E5-,'0Z(C(),-)

4

'

X),0'/(-)/

Q

'

@1-)(

1

*@EX)/0'50(*X'0*

!#

作者简介!陈继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6:%%O#

%

?5(-C

!

,

YQ

1XZ0-

!

$N:H,E5

%

吴
!

颂$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5(-C

!

N%6&76$$:

!]]

H,E5

%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 _T%%J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SG̀ $#%

)'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优势和特色学术领域建设计划

!#

责任编辑!刘金波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