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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
经济贸易集团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第四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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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及其主要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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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
订协议或条约，相互取消阻碍经济贸
易发展的障碍，进行某种程度的合
作，实现货物、服务和要素的自由流
动，甚至协调和统一产业、财政和货
币政策，建立起超国家的组织机构的
过程，以促进彼此之间的经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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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一体化既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又被定义为事
物的一种状态。因此，经济一体化有两个重要特
征：

（1）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单一

的经济空间，实现经济的完全联合；

（2）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定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

地实现其最终目标，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过程，在不同阶段将采取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

的特点，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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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
及其主要特征

• 按照贸易壁垒撤除的程度，可分为

• 1、优惠贸易安排

• 2、自由贸易区（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 3、关税同盟（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

• 4、共同市场

• 5、经济同盟

• 6、完全经济一体化

• 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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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及其主要特征
特征

类型

关税

减让

货物

自由贸易

统一
对外
关税

生产要素

自由流动

经济
政策
协调

经济

政策

统一

优惠贸易安排 ∨

自由贸易区 ∨ ∨

关税同盟 ∨ ∨ ∨

共同市场 ∨ ∨ ∨ ∨

经济与货币

联盟

∨ ∨ ∨ ∨ ∨

完全经济

一体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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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

5、完全经济一体化

4、经济同盟

3、共同市场

2、关税同盟

1、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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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 一、二战后经济贸易集团的发展历程

及特点

• 二、一些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 三、二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 四、经济贸易集团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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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战后经济贸易集团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50-60年代时经济贸易集团的发展时期

（二）70-80年代中期经济集团处于停滞时期

（三）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贸易集团的迅速

发展（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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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欧洲经济共同体不断扩大

• 2、美加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达成及进一步发
展

• 3、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 4、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 5、前苏联解体后，1993年9月成立独联体
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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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获知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数量

0

3

6

9

12

15

18

1957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1994 1998



12

二、一些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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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ain RTA (plurilateral reciprocal):
• EU(25):European Union

– Austria, Belgium,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reece, Ireland, Italy, 
Luxembourg, Netherlands, Portugal, 
Spain, Sweden, United Kingdom.
Cyprus (Greek part),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Hungary, Latvia, Lithuania,
Malta, Poland, Slovakia, Slovenia

• NAFTA(3):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Canada, Mexic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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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TA(7):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Bulgaria, Czech Republic, Hungary, Poland, 

Romania, Slovenia, the Slovak Republic.
• MERCOSUR(4):Southern Common Market

– Argentina, Brazil, Paraguay, Uruguay.
• ANDEAN(5):Andean Common Market 

– Bolivia, Colombia, Ecuador, Peru, 
Venezuela.

• ASEAN(10):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Brunei Darussalam, Cambodia, Indonesi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Malaysia, Philippine, Singapore, Thailand, 
Viet Nam,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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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欧盟
•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 （三）亚洲经济一体化
• （四）亚太经合组织（APEC）
• （五）南方共同市场
• （六）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
• （七）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 （八）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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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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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欧盟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 1992年宣告实现欧洲统一大市场

• 签署并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1993年11月1日生效）

• 1999年启动欧元，10国形成欧元区

• 2004年6月欧盟第五次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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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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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 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区

•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区

• 未来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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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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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东盟

• 2、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

• 东盟10个成员国。

• 中国和东盟10国建立自由贸易区。

• 3、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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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太经合组织（（四）亚太经合组织（APECAPEC））

• 1、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2、亚太经合组织一体化进程遵循的基
本原则

• 开放

• 灵活

• 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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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亚太经合组织的支柱

• 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
合作

• 4、亚太经合组织的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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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 CARICOM ，1973.7由巴巴多斯、圭亚
那、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四国
总理宣布成立，8月1日正式启动。到
目前为止，14国成员。海地为观察
员。



29

︵
八
︶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中
的

中
国



30

1、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台湾。前三方也有自由贸易区更紧密
经贸安排（CEPA）。

• 讨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状
况如何？与CEPA相比，试分析未来中
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省的经贸合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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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贸易区：东盟10国和中国（东盟
10＋1）。
计划在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
2004年11月29日第八次中国与东盟10国
首脑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签署了中
国与东盟关于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争端
解决机制的协议。东盟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国家地位。



32

讨论：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讨论：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

• 例如，

• (1)促进区域内各国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促
进区域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

• (2)有利于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本地
区的共同繁荣和和平稳定。

• (3)增强成员方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和国际
事务中的发言权。

• (4)有利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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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优惠贸易安排

• 曼谷协定

• 4、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 例如，

•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图门江次区域经济合作，

• 上海合作组织等。

• 5、论坛形式：APEC和亚欧首脑会议

• 6、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的经济一体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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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西欧向其他地区
延伸

• （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实际进展缓慢

• （三）多数区域经济一体化处于低级阶段

• （四）环太平洋地区经济一体化后来居上

•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成基础发生突
破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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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互交织，成员省份
交错重叠

• （七）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开始出
现

• （八）区域经济组织凸现两大趋势。

• 第一，欧盟向更高层次发展；

• 第二，出现了更加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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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发展速度较快

• （十）经济贸易集团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
易体制的共同发展，形成了区域经济集团
迅猛发展与多边贸易体制职能强化同生共
举的“共生现象”。



37

四、经济贸易集团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各国间相
互依赖、相互依存加深。

2、经济的重建、恢复与发展是经贸集团在全球
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原因。

3、各国经济与政治、生产力非均衡发展是经济
集团的基础。

4、维持民族经济利益与发展及其政治利益是经
济贸易集团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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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决国际收支困难等特殊问题是经贸集
团的催化剂。

6、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
局限性及提供的条件使各国利用经贸集
团发展经济。

7、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发展使各国把经
济一体化当作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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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原因
1、获取规模经济和市场扩大的利益是经济

集团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2、经贸集团发展有助于加强竞争与垄断、

提高竞争力。
3、经贸集团内部贸易、投资自由化促使其

内部国际分工深化发展。
4、经贸集团内成员间一般是相互依存、相

互依赖较深，通过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推
动其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程度自由移动。

5、经贸集团内成员间的联合有助于提高其
对外谈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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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一、关税同盟理论
• 二、共同市场理论
• 三、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
• 四、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理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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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税同盟理论

（一）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

• 1、贸易创造（Trade Creating Effect）
• 产品从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

向较低成本的关税同盟内贸易对象
国生产，本国则从低成本国家进口
的一种过程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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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在一定汇率下，某一商品X在A国用货
币表示的价格为35元，在B国为26元，在C国
为20元，设A、B两国形成关税同盟后相互
取消关税。在缔结关税同盟之前，A国凭借
征收100％的高关税有效地阻止来自C国的X
商品进口，B国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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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创造

A国（35元） B国（26元）

C国（20元）

关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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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表示，如果A国、B国建立关税同盟，相互取
消关税，A国便从B国进口并停止生产X商品，把
生产X商品的资源用于生产其他商品，这样就扩大
和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对B国而言,由于A国市场
消费的X商品均由B国生产，则其生产规模扩大。
生产成本降低，B国可获得生产规模扩大的好处。
因此，在缔结关税同盟后，创造出了从B国向A国
出口的新的贸易和国际分工，这就是贸易创造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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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贸易转移 (Trade Diverting Effect)

• 产品从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进
口转向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成本最低的
国家进口的过程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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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转移

A国（35元） B国（26元）

C国（20元）



47

• 上图表示，建立关税同盟之前，A国自由地
从B、C两国进口，自然就会从成本和价格
最低的C国进口。建立关税同盟之后（根据
以上情况，制订30％以上的统一关税）， A
国把X商品的进口从关税同盟以外的C国转
移到同盟内的B国，从成本低的供给来源向
成本高的供给来源转移，这就是贸易转移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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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贸易扩大(Trade Expansion Effect)

4、减少行政支出

5、减少走私

6、增强关税同盟对外谈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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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1、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强化竞争，提高 资源实用使用效
率

2、实现规模经济，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3、促进R&D投资及技术创新

4、提高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程度，合理配置区内生

产要素

5、改善贸易条件

6、加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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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市场理论

• 共同市场理论的核心是：

（1）其目的是通过扩大市场才有可能获得
规模经济，从而实现技术利益；

（2）建立共同市场，扩大市场有利于实现
上述目的。

两者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51

三、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

• 货币一体化，可以简单定义为联盟对其
成员的货币政策以及对外汇率政策的统
一和联合管理。

• 这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结果：

• 第一，货币供给量增加比例的联合决定

• 第二，整个联盟对外国际收支的统一管
理。设立一个共同的外汇储备，并且联
盟对外汇率必须在同盟水平上进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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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一体化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构
成要素包括：货币的完全自由兑
换，资本自由流动，银行、证券和
保险等金融业务的一体化，固定汇
率或实现单一货币，建立单一中央
银行，合并外汇储备，实行统一或
协调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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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代尔1961年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即选择单
一货币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和交易费用降低利益。

• 1、消除交易成本的直接利益

• 2、消除交易成本的间接利益，即降低各国市场上
价格歧视的范围。

• 3、消除不确定性产生的福利

• 4、对价格机制的影响

• 5、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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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之父－－蒙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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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理论简介

（一）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1）打破“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

（2）工业化是拉美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的

唯一手段。

（3）建立拉丁美洲共同市场，促进拉美地

区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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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美经委会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原则主张

（1）从拉美地区实际出发，坚持循序渐
进、逐步过渡的原则。

（2）普遍和广泛的参与地区市场原则。

（3）有限度的“自由贸易”和“国家干预”相
结合。

（4）坚持平等互惠和差别待遇原则。

（5）共同市场利益制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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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力量
还是绊脚石？观点不一。

• 一、积极影响

• 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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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影响

• （一）促进贸易集团内部商品和要素贸易
的增长。

• （二）扩大区域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
济和引进外资。

• （三）增强了贸易集团内部的市场竞争，
有利于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 （四）促进了贸易集团内部资源的配置和
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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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有利于提高贸易集团在世界贸易中
的地位和谈判能力。

• （六）有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60

二、消极影响

• （一）对非成员国的贸易量减少。

• 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尤其对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及利用外资极其不利。

• （二）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贸易集团
的发展存在局限性。

• （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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