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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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共同市场、共同市场

55、经济同盟、经济同盟

66、完全经济一体化、完全经济一体化

见表。见表。 表表11：经济贸易集团的形式及其主要：经济贸易集团的形式及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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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些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三、一些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一）欧盟（一）欧盟

工业品的关税同盟工业品的关税同盟

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

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经济和货币一体化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区。

（三）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三）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东盟1010个成员国。个成员国。

中国和东盟中国和东盟1010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自由贸易区。

（四）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首脑会议（四）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首脑会议



（五）南锥体共同市场（五）南锥体共同市场

（六）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六）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

（七）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七）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等等。等等。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一）有利影响（一）有利影响

11、促进贸易集团内部商品和要素贸易的增长。、促进贸易集团内部商品和要素贸易的增长。

22、扩大区域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引进、扩大区域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引进
外资。外资。

33、增强了贸易集团内部的市场竞争，有利于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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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44、促进了贸易集团内部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技术、促进了贸易集团内部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技术
合作，有利于地区的经济的协调发展。合作，有利于地区的经济的协调发展。



55、有利于提高贸易集团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利于提高贸易集团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和谈判能力。和谈判能力。

66、有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二）不利影响（二）不利影响

11、对非成员国的贸易量减少。、对非成员国的贸易量减少。

22、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贸易集团的发展、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贸易集团的发展
存在局限性。存在局限性。

33、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



五、关税同盟理论五、关税同盟理论

（一）静态效应（一）静态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扩大效应贸易扩大效应
减少行政支出减少行政支出
减少走私减少走私
增强集团整体谈判力量增强集团整体谈判力量



（二）动态效应（二）动态效应
11、优化专业化分工和生产配置、优化专业化分工和生产配置
22、获取规模经济利益、获取规模经济利益
33、刺激投资、刺激投资
44、促进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进步
55、提高要素流动性、提高要素流动性
66、加速经济发展、加速经济发展



六、中国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六、中国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中国已经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中国已经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11、、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前三方两岸四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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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自由贸易区更紧密经贸安排。

22、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010国和中国（东盟国和中国（东盟1010＋＋11））

计划在计划在2010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年，建成自由贸易区。

20042004年年1111月月2929日第八次中国与东盟日第八次中国与东盟1010国首脑会议在国首脑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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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家地位。



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

例如，例如，

(1)(1)增强成员方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增强成员方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

(2)(2)促进区域内各国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促进区域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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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发展和经济发展。

中国和东盟在制造业、农业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互补中国和东盟在制造业、农业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互补
和合作。和合作。

(3)(3)有利于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本地区的共同有利于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本地区的共同
繁荣和和平稳定繁荣和和平稳定

(4)(4)有利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有利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中国在东盟市场面临的挑战。中国在东盟市场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日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日
本的经贸合作谈判。本的经贸合作谈判。



33、优惠贸易安排、优惠贸易安排

曼谷协定曼谷协定

44、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例如，例如，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图门江次区域经济合作，图门江次区域经济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等。上海合作组织等。

55、论坛形式：、论坛形式：APECAPEC和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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