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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

陈  琪  周  舟  唐  棠

内容提要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于 2010年 1月 1日正式生

效。尽管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逐步变成现实,但在建设过程

中, 东盟国家对相关安排的顾虑和争议也从没有消失过。东盟国家在

政治和战略上的不安全感加剧了其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的顾虑,

因而在自贸区建设的不同阶段采取了各种防御性举措。作者认为, 在

东盟国家对自贸区协定和中国经济影响力增长持有各种顾虑的情况

下, 中国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从而最终成

为区域消费中心,才能应对东亚地区增强的对华制衡趋势,推动自贸

区作为稳定中国 ) 东盟关系的联系纽带和合作平台的发展。

关键词  东盟国家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顾虑  崛起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历经八年于 2010年 1月 1日全面建成,从而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将从 9. 8%降至 0. 1%, 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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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老成员国 (文莱、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对中国的平均关

税将从 12. 8%降至 0. 6% ,东盟四个新成员国 (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 )也将

在 2015年实现 90%的产品零关税。¹

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对双方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自 2002

年签署5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6以来, 双方的贸易总额大幅度上

升, 从 2002年的 547. 67亿美元跃升到 2008年的 2311. 17亿美元, 年均增长

27%。即便是在受到全球经济衰退严重影响的 2009年, 双方贸易总额也达到

2130. 77亿美元。º

尽管中国 ) 东盟自贸区从构想变成现实,双方的贸易和投资都取得巨大进

展, 但东盟国家对自贸区的建设和相关制度安排始终存有各种争议和顾虑。比

如, 随着自贸区建设的展开, 东盟国家不时争论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究竟是竞争

性还是互补性的, 而且这种争议所体现出来的对自贸区建设的担心, 在不同阶

段争议内容有具体的不同。» 此外,东盟国家对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中国在东南

亚影响力的增长趋势也感到不安。这种从战略视角对自贸区提出的质疑有渐

趋增加的倾向,从而导致东盟国家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建设采取了各种对冲

性举措。¼

自贸区是中国 ) 东盟经济和战略关系的重要纽带和合作平台, 基于进一

步加强这一重要合作合作机制的考虑, 笔者在本文中加以考察的问题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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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整个建设过程中,东盟国家对自贸区的制度安排及其影

响存在哪些顾虑和争议,导致这些顾虑和争议的因素是什么? 东盟国家的疑

虑与争议与自贸区的建设步伐有何种相关性, 换言之,自贸区的建设克服或

消除了哪些影响双方合作的障碍因素, 哪些顾虑和争议因素始终存在并有新

的发展?

一、关于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相关文献分析

如上所述,既然东盟国家对与中国建设自贸区存有许多重要的疑虑和争

议, 那么中国 ) 东盟自贸区何以能产生? 对于中国 ) 东盟自贸区计划的产生以

及自贸区建设面临的障碍,很多文献已做过探讨。

学者们从中国和东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创建自贸区的动因。

关于中国推动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动因,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 1) 建立自贸区

是中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需要。¹ 这一观点指出,中国可凭借自贸区加深东

盟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改变东亚区域现有的力量格局和合作模式, 获取区域一

体化的主导权; ( 2) 建立自贸区旨在消除东盟对中国入世的恐惧。º 一些学者

指出,在 2000年左右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东盟国家政界和商界人士

有着强烈的担忧, 认为中国入世将极大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而打击产

业结构与之接近的东盟国家经济。因此,尽管双方经济一体化程度实际尚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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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立自贸区的基础, 为缓解东盟国家的忧虑, 中国还是推出了自贸区计划。

根据这种看法,自贸区的创建是双方理性协商的结果, 是对全球经济区域一体

化的合理反应; ( 3) 建立自贸区是缓解战略压力的需要。¹ 根据这种观点, 中

国与东盟都能从自贸区获得各种经济利益,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

作, 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并不明显。因此, 战略上的考虑才是促使中

国与东盟创建自贸区的主要因素。根据这种看法,即便中国从自贸区所获经济

收益有限,但借助于自贸区计划, 中国可以在东亚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从而

可以获得化解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既有霸权国战略压力的区域支点,最终实现

中国的和平崛起目标。

关于东盟支持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动因, 也有三种主要观点: ( 1) 从经济

视角而言,东盟国家希望通过自贸区建设搭乘中国高速增长的 /经济快车 0。º

根据这种看法,自贸区计划被视为东盟国家调整国内经济机构和重塑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措施,自贸区计划有助于东盟国家从原先单个国家较之快速崛起的中

国经济的弱势地位,变为基于集合优势的更为平等的双边关系, 从而在贸易中

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 2) 东盟希望通过自贸区建设来密切双方的经济利益联

系, 更好地向中国要价, 维护东盟的主导地位,从而换取中国在政治和安全问题

上的妥协; » ( 3) 通过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平衡日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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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持其传统的大国平衡战略,确保本区域不被某个大国所支配。¹

上述从中国和东盟创建自贸区的动因视角来考察中国 ) 东盟自贸区计划

的产生及其建设, 多少涉及到东盟国家对自贸区的顾虑, 但这些分析也留下一

些问题需要回答。比如,中国基于各种原因推动自贸区建设的举措在多大程度

上符合东盟国家的需要,是否消除、缓解或加剧了东盟国家在某些方面的重要

担心? 换言之,上述分析认为,中国推动创建自贸区是旨在消除东盟国家对中

国入世的担心,但在经济结构相似且经济实力有巨大差异的经济体之间建立自

贸区,东盟国家存有何种疑虑, 在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这些疑虑又是如何发

展的?

关于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学者们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经济和

战略因素。关于经济性因素,汪威毅在自贸区创建初期曾认为, 由于区内市场

容量的限制, /早期收获 0的效果将较为有限。º 庄芮强调, 操作层面对接不理

想、经济结构竞争性明显、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个别产业存在负面冲

击和东盟内部矛盾难以解决,是中国 ) 东盟自贸区面临的主要问题。» 约翰 #

莱文希尔 ( John Ravenh ill)指出, 东南亚国家担心与中国建立自贸区会导致争

夺外国投资的零和游戏,并令其在制造业出口竞争上处于劣势。但他认为, 中

国内部的巨大市场扩大了东盟的出口潜力,东盟仍能从与中国的自贸区安排中

获益。¼

这些强调经济障碍因素的分析, 有的面临经验事实上的挑战,有的存有模

糊不清之处。比如,到 2010年 7月, 中国 ) 东盟贸易迅速出现了大幅增长, 这

表明,汪威毅的早期预测有失悲观。而庄芮所指出的障碍性因素, 中国与东盟

国家经济结构竞争明显和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 (因而具有互补性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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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因素如何都成为自贸区建设的障碍, 也没有给予清晰

解释。

关于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战略和政治障碍,张震认为, 主导权之争将

导致中国与东盟在自贸区计划发展中出现分歧, 并限制区域内贸易。¹ 赵仁康

认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矛盾心态是妨碍自贸区建设的主要因素。º

克里斯托弗 # 丹特 ( Chr istopherM. D ent)考察了亚太地区自贸区的状况后指

出, 中国 ) 东盟自贸区面临诸如投资和贸易竞争问题, 但最大挑战来自东盟内

部的战略考虑。如果东盟认为与中国的自贸区安排已无法帮助其获得更大的

战略生存空间, 自贸区便很难取得更深的进展。同样, 爱丽丝 #巴 ( A lice D.

Ba)则认为,自贸区建成后,与中国的竞争可能导致东盟的区位优势不再,东盟

和中国都无法满足对方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增长贸易的需要,双方的经济关系将

出现停滞。»

在笔者看来, 这些强调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战略和政治性障碍因素的分

析, 有着固化这些战略和政治因素的倾向, 忽视了在自贸区计划从提出到建成

的十年里,中国和东盟所面临的战略和经济形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因此不能

很好地解释中国与东盟顺利签署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内的各项协

议, 以及自贸区间建设在不同阶段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有所变化这一同时存在的

矛盾事实。

总之,现有文献较好地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在自贸区建设上进行合作的经济

和战略动因, 但很少重视东盟对自贸区建设的具体顾虑及相应对策。现有文献

也全面分析了自贸区建设可能面临的障碍因素,但没有细致分析这些障碍因素

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而且,现有文献基本上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忽视

了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各国的意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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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入世前后东盟的顾虑上升

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十年建设进程中,东盟国家在经济上一直心存疑虑。

这些经济性疑虑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 在自贸区建设之初,东盟国家普遍担忧

中国在出口市场、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在自贸区开始建设后, 中国通过单方

面的让利,减轻了东盟国家的疑虑。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又导致东盟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 引发东南亚国家对自贸区建设新的担忧。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中国经济威胁论 0在东南亚备受追捧。东盟国家的

不少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国在出口市场、吸引外资方面对本国构成

了威胁。这种担忧在中国入世前后尤其强烈。在 2000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东盟国家清楚表达了对中国即将入世的担忧。出现了 /中

国经济黑洞论 0和 /亚洲的中国综合症论 0。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将在东

亚区域形成经济黑洞,吞噬包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同质经济体,引发经

济危机。后者则认为,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实体后,成本低、贸易

壁垒少和市场广阔的优势将吸收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从而伤害东盟国家。¹

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外资对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东盟国家非常担忧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与自己形成此消彼

长的竞争关系。º 从事实来说,东盟国家的担心也并非是杞人忧天。根据新加

坡学者的研究, 1990年在外国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投资当中, 东盟三国 (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泰国 )吸引了其中 80%的合同投资, 但 1991年就跌至 59%,

1992年东盟三国份额进一步跌至 40% ,中国份额则增至 58% ,到 1993年时,东

盟份额仅占 11% ,而中国超过了 80%。» 亚洲金融危机后,尤其是 2002年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原本投资到东南亚的外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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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 很多已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2002年中国

实际吸收外资突破 500亿美元, 而东盟各国吸引外资则呈下降趋势。 2002年

上半年, 流入东盟 6个主要成员国的外资约为 65亿美元,比 2001年同期下降

了 60%。其中,马来西亚吸引的外资由 2001年同期的 31亿美元锐减至 5. 7亿

美元,降幅达 80% ,流入印尼和菲律宾的外资同比下降了 70%,流入越南、泰国

和新加坡的外资则同比下降了 56%、35%和 22%。¹

在出口贸易方面,长期以来, 中国和东盟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出口

产品结构具有相似性,且大都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出口市场。东盟

国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 使中国产品具有比东南亚产品

更大的成本优势。不仅如此,中国拥有丰富的技术型人才,中国的经济正在向

产业链的高端发展。这意味着, 在国际市场上, 无论是低端产品还是中高端产

品, 东盟国家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明显竞争态势。º 以美国市场为例, 2001年

在纺织品、服装及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中国产品占了 1 /5的市场份

额, 东盟四国中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只占 1 /10的市场份额。» 在

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 中国产品占了 11. 8%的市场

份额,东盟五国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分别占 10. 2%、

5. 8%、1. 3%、4. 1%和 2. 8%。¼

在这一时期,东盟成员国内部感到竞争压力日益增大,中国经济威胁论不

时浮现, 要求东盟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影响的呼声上升。½ 更重要的是, 东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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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见 www. aseansec.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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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持负面评价。 2002年 5月,马来西亚前总

理马哈蒂尔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曾这样说: /中国是东南亚面临

的一个经济威胁。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言,它已经是一个威胁, 它还会对东

南亚的世界贸易构成威胁。可以预计,中国的产品不仅会挤走日本和韩国的产

品, 而且会挤走东南亚国家的产品。,,它完全有可能损害东南亚国家的经

济。0¹ 2002年 11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表示, /东南亚国家面临来自中

国的巨大的竞争压力,东南亚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中国。东南亚过去吸

引的外资是东北亚的两倍,现在比例刚好反过来。0º 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显示了东盟在中国入世前后的强烈担忧。

三、自贸区协议签署初期东盟企业的反弹

2002年 11月 4日, 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 5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6,决定到 2010年建成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该协议中, 中国

充分考虑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东盟新成员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承诺给

予所有非WTO成员的东盟国家符合WTO规则和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在此次

会议上, 东盟提出,可选择一部分产品 (主要是农产品和水产品 ) ,以较快的速

度和较大的幅度提前进行降税, 先行开放市场。为了消除东盟国家内部的疑

虑, 增进自贸区建设的信心, 中国政府接受了东盟提议, 提出 /早期收获0计划,

率先对东盟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领域开放市场。

然而,上述协议导致了东盟国家一些民间团体的深重顾虑。在 2002年 11

月协议签署至 2004年 1月 /早期收获0计划实施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东盟国家

充斥着对自贸区协议的反对声音。印尼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狄龙 (H. S.

D illon)认为,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对印尼经济是严重的威胁, 自贸区建成后

并不如政府所说的使印尼工业更强大,而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将涌入印尼市

场, 摧毁印尼当地工业。价格较高的印尼农产品也难以进入已经饱和的中国市

场。曾经担任印尼协调经济部长的拉姆利 ( R izal Ram li)认为, 自贸区只会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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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得以大规模增加对东盟的出口, 而东盟则不太可能大幅度增加对中国出口,

因为双方的贸易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在他看来,印尼对中

国的出口仅限于能源及其他初级产品例如天然棕榈油。在未来十年内, 中国对

东盟工业的投资将集中于能源行业,而对其他行业的投资不会有大幅度增加。

此外,中国制造业成本比印尼低 30% ) 40%,仅此便能说明印尼企业无法在成

本上与中国企业竞争。¹ 多个印尼工会组织也对协议持保留态度, 认为自贸区

协议会使国内许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 增加失业率。印尼工商会警告, 该

协议将对印尼制造业造成重创。º 印尼政府官员其实也对协议不无忧虑,但相

对更为积极地支持自贸区建设。印尼贸易部长冯慧兰认为,廉价的中国产品的

确会对当地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造成威胁,但不应因此放弃中国庞大的市

场。作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中国是印尼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她指出, 印

尼政府会尽全力帮助中小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施包括反腐败、

放宽劳动法、改善税率、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印尼企业不要

与中国在低端产品上进行竞争, 应当发展中高端高质量产品。她认为,印尼具

备中国所没有的丰富自然资源,这是印尼的竞争优势。»

在菲律宾,华商联总会 ( FFCCC I)发起 /只买国货 0倡议, 号召国民购买菲

律宾本国产品以及雇佣本地人公司的产品,以抵制廉价的中国产品。这一倡议

得到菲律宾多个企业团体以及菲律宾贸易与投资部的支持。由于菲律宾产品

不具有竞争优势, 华商联总会成功地游说政府对中国 ) 东盟自贸协议采取消极

态度。¼ 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长曼纽尔 #罗克斯 (M anua lRoxas)要求在加入中

国 ) 东盟自贸区之前,政府应当仔细核对加入降税计划的产品与同类中国产品

相比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否则需要重新考虑加入的产品类别。在此压力下,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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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政府迟迟未能向菲律宾国会提交自贸协议以进行审议。¹

四、/早期收获 0计划与东盟顾虑的缓解

为了安抚东盟国家的疑虑情绪, 使东盟尽早从 CAFTA中受惠, 自贸区的

/早期收获0计划于 2004年 1月 1日启动。除了 /早期收获0计划外, 中国还通

过中国 ) 东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积极推动双边经贸交流, 帮助东盟国家

开拓中国市场。

/早期收获0是中国 ) 东盟自贸区最早启动的降税计划, 它充分体现了中

国对东盟国家经济利益的照顾。首先,在产品范围方面, /早期收获 0的降税产

品主要为 5海关税则 6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产品, 主要类别包括: 活动物; 肉及可

食用杂碎;鱼;乳品、蛋、蜜; 其他动物产品;活树及其他活植物; 蔬菜; 水果。因

为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越南提出, 对这些产品全部降税存在困难,所以 /早

期收获0计划将有困难的产品列作 /例外产品 0, 不参加先期降税。与此同时,

/早期收获0计划根据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优势所在, 增加了参与先期降税

的 /特定产品 0。其后, 新加坡和文莱也加入了这些特定产品的降税安排。结

果, 除菲律宾只有 200多种产品参与外,其他国家参加 /早期收获0计划的产品

多达 500种,新加坡更有 600多种。其次,在降税时间表方面, 中国与东盟五个

老成员国 (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 /早期收获0产品的降税进

程从 2004年开始,至 2006年结束。这一计划还对新成员国给予特殊照顾, 越南

的 /早期收获0产品从 2004年开始降税,可以多享受两年的过渡期,至 2008年结

束。而老挝和缅甸的 /早期收获0产品从 2006年开始降税,至 2009年取消全部关

税。柬埔寨的 /早期收获0产品则从 2006年开始降税,迟至 2010年结束。º

/早期收获0计划的实施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长。 2004年 /早

期收获0计划实施当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1058. 8亿美元, 同比增长

35. 3%。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到 200. 76亿美元。其中, /早期收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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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0的产品全年贸易总额为 19. 7亿美元,同比增长 39. 8% ,高于 2004年总体

贸易的增长速度, 在这些产品当中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为 3. 3亿美元。泰国

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参与 /早期收获0计划的国家, 2003年 10月便与中国实施

了蔬菜水果零关税安排, 当年 10至 12月泰国出口中国蔬菜水果的数量达

43. 24万吨,与 2002年同期相比增长 108%。出口总值也达到 23. 5亿铢, 比

2002年同期增长 80%。泰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量达 10. 88万吨, 同比增长

338% ,总值达 19. 77亿铢, 增长 223%。泰国在水果蔬菜出口方面占有优势,

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 3. 73亿铢。¹ 2004年,中国与泰国 /早期收获 0产品的双

边贸易达到 6. 1亿美元,同比增长 77. 9%。

图-1 2002) 2009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 (单位:亿美元 )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 ( http: / /www. m o fcom. gov. cn) 2002) 2009年中国对
亚洲国家 (地区 )贸易统计数据整理。

/早期收获0计划是一项富有创意的贸易安排, 不仅为后续的大规模降税

积累了经验, 更缓解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 开始确信中国经济的

发展是东南亚的机遇,增强了东盟各国与中国建设自贸区的信心, 并且促使东

盟更积极地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动地位。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态度变

化最具有代表性。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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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 2009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平衡情况 (单位:亿美元 )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 ( http: / /www. m o fcom. gov. cn) 2002) 2009年中国对
亚洲国家 (地区 )贸易统计数据整理。

(一 ) 菲律宾加入 /早期收获 0计划

菲律宾是东盟国家中对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及 /早期收获0计划有较大

保留的国家, 最初不仅反对参加 /早期收获 0计划, 还在 2003年 11月 16日对

464种产品提高了关税。¹ 但是,菲律宾最终于 2005年 4月决定参加 /早期收

获0计划,并遵守 2006年 1月 1日关税全部为零的降税安排。

在 2000年之前,菲律宾对中国的双边贸易一直处于逆差, 2000和 2001年

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出现逆转, 由逆差转变为小幅顺差, 分别达到

2. 13亿美元和 3. 25亿美元。 2002至 2004年菲方的顺差规模扩大, 由 11. 75

亿美元扩大到 40. 9亿美元, 2006年后顺差更扩大到 119. 3亿美元, 5年间扩大

了 10倍。菲律宾迅速成为中国对东盟各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地,占中国对东

盟整体逆差的 65. 6%。2000年之后, 中菲贸易总额也不断攀升, 2003年同比

增长 78. 7% , 2004年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达到 133. 3亿美元, 2007年则迅速突

破 300亿美元大关。这表明,由于 /早期收获0计划的实施,菲律宾产品在双边贸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¹ Sh en H ongfang, / The Bu ild ing of th e Ch in a-ASEAN Free T rade A rea: A Case Study of the

Ph ilipp inespPerspect ives, 0 pp.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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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竞争力大大提高,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从 2002年开始,中国位列

菲律宾十大出口市场之一,是其第九大贸易伙伴, 2003年成为菲律宾第六大贸易

伙伴, 2004年升为第四大贸易伙伴。¹ 从而菲律宾大大减轻了对中国 ) 东盟自贸

区及 /早期收获0计划的疑虑。 2004年 9月 1日至 3日,菲律宾时任总统阿罗约

访问中国,双方达成了多项贸易、投资和贷款协议。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对潜

在石油和天然气进行为期三年的勘探前研究、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提供

低息贷款援建菲律宾吕宋岛北方铁路、旅游合作协议等。º 菲律宾国内普遍高

度评价阿罗约此次访华成果,认为阿罗约此行是 /满载而归 0, /菲国将从访问

期间签署的协议中获得许多利益 0, /将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0» 菲律宾

开始确认中菲经济合作具有互补性,中国经济威胁论在菲律宾得到减缓。

在 2005年 4月 26日至 2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菲律宾期间, 中国

政府和企业同菲政府和企业进一步签署了 12项经济贸易等合作协议。其中,

中国政府同菲政府签署 6项协议, 包括中菲两国政府关于促进贸易和投资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菲

/早期收获0计划协议、中国同意菲延长菲大米特殊待遇的谅解备忘录、向菲提

供 2亿人民币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向菲提供 2000万元人民币援助协议。另

外, 中国进出口银行同菲财政部签署向菲提供 5亿美元优惠出口卖方信贷框架

协议、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同菲有关公司签署承建菲

北铁一期二段和菲南铁 78公里改造项目协议。此外还有金川集团、宝钢集团

联合体和国家开发银行与菲律宾尼克公司的诺克镍矿开发和冶炼项目意向书,

华为公司与 D IG ITEL电信公司移动通讯项目合作和中海油公司同菲国家石油

公司签署的海上探油谅解备忘录。¼ 自此, 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框架下, 中国

和菲律宾的经贸合作得以顺利开展。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Shen H ongfang, / The Bu ild ing of the Ch ina-ASEAN Free T rade Area: A Case S tudy of the Ph ilipp inesp
Perspectives, 0 p. 276.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5菲中签署五项协议 6, 2004年 9月 2日, ht tp: / /ph.

m ofcom. gov. cn /aarticle / jmxw /200409 /20040900273600. h tm l。

5菲律宾朝野高度评价总统访华成果 6, 5联合早报 6 2004年 9月 6日, h ttp: / /www. zaob ao. com /

special/new spapers /2004 /09 /siongpo060904. htm l。

中国商务部: 5中菲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6, 2005年 5月 8日, h ttp: / /www. mofcom. gov. cn /aart icle/

i/ jyj l/ j/200505 /20050500085351. 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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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5) 2009年中国对菲律宾贸易平衡情况 (单位:亿美元 )

年份
中方贸易平衡情况

(顺差为正,逆差为负 )

1985 2. 17

1986 0. 20

1987 1. 05

1988 1. 34

1989 1. 73

1990 1. 25

1991 1. 23

1992 0. 54

1993 0. 67

1994 2. 04

1995 7. 54

1996 6. 43

1997 10. 11

1998 10. 00

1999 4. 71

2000 - 2. 13

2001 - 3. 25

2002 - 11. 75

2003 - 32. 12

2004 - 40. 90

2005 - 81. 8

2006 - 119. 3

2007 - 156. 2

2008 - 104. 2

2009 - 33. 7

  数据来源: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http: / /ph. m ofcom. gov. cn /
aarticle / zxhz / tjsj/200801 /20080105344568. h tm l。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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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印尼对 /早期收获 0计划的态度变化

在民众和学者们的一片质疑声中, 印尼实施了 /早期收获 0计划。经过

2004年硬脂酸行业和 2005年可可产业遭受的惨痛教训, 印尼官方及民间开始

积极参与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硬脂酸是天然棕榈油的提取物, 用于制造肥皂、塑料、轮胎和化妆品, 马来

西亚和印尼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在 /早期收获 0计划实施以

前, 印尼连续三年在中国硬脂酸市场上占据 80%的份额,每年向中国出口 30

万吨总值 2亿美元的硬脂酸。¹ 但是,在 /早期收获 0谈判过程中,硬脂酸产业

作为受印尼政府长期保护的产业,行业协会反对政府将其列入降税计划。与之

形成对比的是,马来西亚的硬脂酸产品则加入 /早期收获 0计划。 2004年 1月

起, 马来西亚产硬脂酸进口关税降至 10%, 而印尼产硬脂酸进口关税维持在

16%。中国进口商开始由进口印尼产硬脂酸转向进口马来西亚产硬脂酸,短短

几个月时间内, 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大幅度上升, 导致印尼硬脂酸减产 30%,

大批厂家生产难以维持。到 8月份时, 印尼硬脂酸协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敦促政府游说中国将硬脂酸列入 /早期收获0产品清单, 否则马来西亚将挤掉

印尼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批工人将因订单不足而失业。º 在中国与印尼工贸

部的共同努力下, 在 9月份的中国 ) 印尼经贸联委会上,时任中国商务部长薄

熙来宣布,同意将印尼的硬脂酸列入中国 ) 东盟自贸区 /早期收获 0清单,把关

税由 16%降到 10%。印尼硬脂酸协会主席格立士高度评价中国的决定, 厂家

也对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扩大生产和出口硬脂酸感到乐观。»

同样地, 在 /早期收获0产品清单中, 印尼只把一种可可产品即可可粉 (含

添加糖或其他甜料 )列入降税计划,而马来西亚列入 /早期收获 0清单的包括可

可豆及其他五种可可制品。自 2005年开始,马来西亚的这些可可制品享受零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 FTA w ith C h ina B ecom ing Comp licated, 0 The Jakarta Post, August 9, 2004, h ttp: / /www.

thejakartapost. com /new s /2004 /08 /09 / fta-ch ina-becom ing-com p licated. htm .l

/ Indonesia M ay Lose A cid M arket in Ch in a, 0 The Jakarta Post, August 5, 2004, h ttp: / /www.

thejakartapost. com /new s /2004 /08 /05 / indonesia-m ay-lose-acid-m arket-ch ina. htm .l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5印尼欢迎中国将硬质酸列入 /早期收获 0清单 6,
2004年 9月 10日, h ttp: / / id. m ofcom. gov. cn /aarticle / z iranziyuan /sh ijian /200409 /20040900277254. h tm ?l

2027747079= 227034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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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待遇,而印尼可可制品税率在 2007年之前一直维持在 10%。印尼可可协

会担心, 这将导致本国产品根本无法在中国市场上与马来西亚进行竞争。对印

尼而言, 中国是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可可市场, 每年对可可粉和可可油等产品的

需求量达 5万吨,并且这种需求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 2003年印尼对中国

可可粉出口量为 92770吨, 2004年出口量上升至 94058吨。为此, 印尼可可协

会于 2005年 4月正式要求印尼政府对中国展开游说活动, 把印尼产可可豆及

可可制品的进口降低到零关税。¹ 最终, 在 10月中国 ) 印尼经贸技术联委会

上, 双方签署了5中国 ) 东盟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中增列可可产品的谅解备忘

录6,中国决定取消印尼可可产品 15%的进口关税。º

印尼的硬脂酸和可可产业都是长期以来受到政府保护的产业, 印尼最初在

两个产业上对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持消极抗拒的态度。印尼认为,一旦失去

关税壁垒,国内市场将被中国产品迅速占领,为本行业带来巨大损失。也就是

说, 印尼的产业部门把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视为威胁, 强调自贸区建设有利于

中国,忽视了降税措施的互惠性。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把中国产品挡在国门外

的同时, 也妨碍了本国产品开拓中国市场, 而在此期间,日益扩大的中国庞大市

场日益成为拉动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与东盟其他国家竞逐中

国市场的过程中, 印尼的产业部门渐渐意识到, 自贸区并不是印尼与中国双方

的零和竞争, 在由 11个国家组成的中国 ) 东盟自贸区内,任意两个国家是既竞

争又合作的关系。如果印尼放弃开拓中国市场的机会,其他国家便可以借降税

合作之优势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将印尼产品置于劣势地位。在周边国家纷纷与

中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之时,印尼只能转而改变对自贸区的态度。中国多次允

许印尼的事后补救行动,充分体谅印尼从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

不仅加深了双方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更缓解了印尼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

/早期收获0计划使印尼业界逐渐改变了对自贸区建设的态度, 并且在自

贸区框架下印尼与中国双边经济活动和经贸交流日益增加,许多印尼商人改变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¹

º

/ Cacao Produ cers Urge Governm en t to Lobby Ch in a on Tariffs, 0 Th e Jakarta P ost, May 2, 2005,

http: / /www. th ejakartapost. com /n ew s /2005 /05 /02 /cacao-p roducers-urge-govt-lobby-ch ina-tariffs. htm l。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5中印尼经贸联委会成功召开, 免除印尼可可产品
进口关税 6, http: / / id. m ofcom. gov. cn /aart icle/ z iranz iyuan / jjfz /200610 /20061003388966. h tm ?l 551810823
= 227034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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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固有成见。比如,先前他们认为印尼产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在他们看

来, 作为 /世界工厂 0的中国, 其制造的大批物美价廉的产品既满足世界市场的

需要,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推断中国市场是 /不可穿透 0的。但是, 自

从中国 2004年开始每年定期在广西省南宁市举办中国 ) 东盟博览会及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后,越来越多的印尼商人从中发现了中国市场所蕴藏的巨

大商机, 从而动摇了原来的歧见。例如, 在 2005年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上, 印尼

的藤制家具制造企业发现,他们所使用的藤条比中国厂家的更粗更结实, 在成

品的包装、加工和润色上也给中国厂家留下深刻印象,从而获得大批订单。在

中草药市场上,印尼企业也有所斩获。传统中药研究专家、印尼草药商人达尔

文 ( Darw in)使用印尼当地植物研制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并成功地在博览会

上推广了该产品。该产品受到中国医药部门的广泛青睐。¹ 随着双方接触和

交流的增加, 印尼业界逐渐改变了视中国为威胁和竞争对手的成见, 越来越能

根据自身产业优势寻找开拓中国市场的商机,并开始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视

为难得的发展机遇。

五、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东盟国家

的新一轮担忧:印尼案例

2004至 2006年 /早期收获 0计划实施之后, 在 2005至 2007年期间, 中

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将 /早期收获 0计划以外的货物分三阶段进行了降税,

2007年和 2009年分别签署了 5服务贸易协议 6和5投资协议 6。随着这几个重

要步骤的推进,中国 ) 东盟自贸区在 2010年 1月 1日正式全面启动, 中国与东

盟六个老成员国 (文莱、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之间超过 90%

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但是,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思

潮上升, 东盟国家再度出现了对中国经济竞争的担忧。与此同时, 随着自贸区

国际政治科学

¹ / Ch inaps Market not Imp enetrab le, S ay Bus inesspeop le, 0 The Jaka rta P ost, October 3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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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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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税进程的深入,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优势开始消失。东盟从 2004年

最高达 200. 76亿美元的顺差规模, 剧减到 2009年的 4. 17亿美元。有分析认

为, 自贸区建成后, 中国很可能从逆差转为顺差, 这种趋势带来了东盟的

担忧。¹

在这一时期,东盟国家的担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担心经济危机导致世

界市场收缩, 在自贸区建成后,国内市场可能被中国产品占领; 二是对本国产品

能否开拓中国市场缺乏信心; 三是担心本国经济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出口的

/去工业化0趋势。在东盟国家中,印尼是这种担心的主要代表。

(一 ) 印尼学术界和舆论精英对 /去工业化 0的担心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消散的背景下,印尼学术界对自贸区的全面建成

进行了新的思考。比如经济学家赫尔米 #阿尔曼 (H elm iA rman)指出,印尼与

中国开展贸易导致了印尼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出口的 /去工业化 0趋势。他发

现, 自从中国 ) 东盟自贸区开始建设以来, 印尼的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自然

资源占出口总额比例从 2000年的 35%上升到 2010年的 50%。º 2007年印尼

中央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印尼非石油天然气行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扩

大: 2006年贸易逆差为 3500万美元, 2007年贸易逆差扩大至 12. 8亿美元, 两

年间扩大了 35倍。 2007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印尼最大的非石油天然气类产

品进口来源地,进口总额达到 79. 5亿美元,当年印尼从日本进口总额为 64. 6

亿美元。在印尼的非石油天然气类产品进口市场上, 中国居首位占 15. 14%,

第二位的日本占了 12. 3% ,美国是第三位,占了 8. 98%。»

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 (表-2)也表明, 2002至 2006年印尼对中国的贸易处

于顺差, 但顺差规模在缩小。这可能意味着, 2002至 2006年间印尼对华石油

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弥补了非石油天然气产品的逆差缺口。从 2007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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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华: 5零关税考验中国 ) 东盟贸易平衡,中国或迎贸易顺差 6,人民网 2009年 12月 31日,

http: / / f inan ce. peop le. com. cn /GB /10685742. h tm l。

H elm iA rman, / ASEAN-C h ina FTA: A Rose, or A Nail in the Coff in? 0 Th e Jakarta Post, ht tp: / /

www. thejakartapost. com /n ew s /2010 /02 /15 /asean ch ina-fta-a-rose-or-a-nai-l cof fin. h tm .l

AndiH asw id ,i / T rade Deficitw ith Ch ina B low sOu t, 0 The JakartaP ost, February 4, 2008, ht tp: / /
www. thejakartapost. com /n ew s /2008 /02 /04 / trade-deficit-ch ina-b low s-ou t. 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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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印尼对华贸易开始连续出现逆差,且逆差规模有扩大的迹象。 2008年经

济危机爆发那一年,印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高峰,为 28. 62亿美元。这说明, 受

经济危机、自贸区第二阶段降税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尼对华石油天然气类产品

的出口已不能弥补其制造业产品的逆差缺口。由此引发了 2009至 2010年自

贸区全面建成初期印尼国内的巨大恐慌,并出现了对自贸区态度的强烈反弹。

表-2 2002) 2009年印尼对中国贸易平衡情况 (单位:亿美元 )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10. 74 12. 68 9. 67 0. 86 1. 56 - 2. 02 - 28. 62 - 10. 57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 ( http: / /www. m ofcom. gov. cn ) 2002) 2009年中国对亚
洲国家 (地区 )贸易统计数据整理。

面对所谓 /去工业化 0危险,赫尔米 #阿尔曼主张,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

必须重新谈判,因此来重振印尼国内制造业。印尼政府 2009年决定对制造业

投入 6千万美元的信贷补贴, 但在赫尔米 #阿尔曼看来, 这与中国对钢铁行业

的长期补贴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他主张印尼政府加大对制造业的补贴。¹

还有舆论精英从人权角度,批评中国 ) 东盟自贸区对印尼人民生活带来的

/危害0。伊曼 #普里汉东诺 ( Iman Prihandono )认为, 农业和渔业是大部分印

尼人赖以生存的两大产业,自贸区建成后, 中国的廉价农渔产品已给这两大产

业造成巨大冲击, 威胁到印尼农民和渔民的就业,以及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收

入过上体面的生活。他担心,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制造业工人身上。在他看

来, 面对潮水般涌入印尼的中国工业产品, 印尼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将通过裁

员降低经营成本。他估计将有 7500万产业工人因此失业,而就业压力还会削

弱在职工人与雇主的谈判能力,使工人最基本的权利 (如合理的工资和失业补

偿金 )都无法保障。此外,他还引用一些材料说,中国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往往使用劣质原料生产食品、汽水、护肤品和儿童玩具,这些产品往往含有有毒

的化学成分, 不符合安全要求。为此, 他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中国产品的安全

和健康标准检查, 并对不合格的产品予以罚款, 对受害者给予应有的赔偿。他

批评说, 中国 ) 东盟自贸协议没有对环境保护和社会权利做出保证, 导致 /来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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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投资者可能为生产而罔顾生态环境及印尼人民社会和文化权益 0。¹

(二 ) 印尼行业协会要求政府就减免关税重新谈判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受自贸区全面建成的直接影响,印尼制造业

工人和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对印尼政府施加巨大压力, 要求推迟全面实施自贸区

协议并就减免关税重新谈判。 2010年 1月 6日,来自印尼各地 (包括万隆、西

万隆、芝马墟、双木丹、茂物和德波 )的数千名工人在万隆集会, 要求政府推迟

正式落实中国 ) 东盟自贸区。万隆皮鞋与纺织品工人协会担心, 2008年开始

的全球经济危机已导致大批纺织业工人被解雇,自贸区全面落实只会进一步恶

化形势。示威者指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印尼政府维护外国利益, 置本国人民

利益于不顾。印尼商人协会 ( APINDO )西爪哇分部副主席维加亚 ( Deddy

W ijaya)估计,在自贸区正式落成的头三个月将有 40000名工人被解雇, 该协会

8000个会员里将有 30%面临破产。º

在自贸区协议全面实施的前一年,与东盟其他国家尤其是泰国、菲律宾、越

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家具制造商, 游说各自政府推迟全面落实中国 ) 东盟自

贸区一样,印尼家具与手工艺品协会积极游说政府,修改或暂停与家具行业相

关的 12个税目中 5个税目的降税计划。该协会认为, 中国廉价家具产品将对

印尼国内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扰乱正常的产品定价。印尼的家具制造业原本倚

重出口市场, 但受到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100多家家具企业面临倒

闭, 100多万工人面临失业威胁。该协会希望政府要求进口家具必须符合印尼

国家标准质量 ( SN I)规定,以此作为非关税壁垒应对自贸区带来的负面影响。»

印尼纺织品生产者协会认为,中国纺织业受到政府巨额补贴,致使自己在不公

平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要求工业部与东盟其他国家有关部门联合起来,

延迟实施自贸区协议并重新评估自贸区协议对本区域纺织业造成的影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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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担心,在自贸区尚未全面实施前, 印尼纺织品市场已充斥着中国的产品, 而

一旦全面落实自贸区协议,中国纺织品将进一步挤压本国产品的生存空间。该

协会副会长苏德拉贾特 ( Sudra jat)估计,自贸区建成后,原来通过走私途径进入

印尼的纺织品将会合法化,从而导致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从 9千万美元增长至

18亿美元。他指出,原来进口的 9千万美元中国纺织品就已占印尼国内 70亿

美元纺织品市场的 15%。¹

2009年 12月,纺织品、食品和饮料、石油化工产品、农业机械设备、鞋类、

合成纤维、电子产品、电缆和电气设备、机械、钢铁、汽车零部件、化妆品和传统

草药、家具、橡胶制品、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服务等 14个行业协会主席在与工

业部长希达悦会谈时表示,印尼工业部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廉价商品涌

入印尼市场将导致印尼本国工业严重受损,要求印尼政府推迟实施中国 ) 东盟

自贸协定,并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工业。º

(三 ) 印尼政府部门对全面实施自贸区协议态度消极

在政府方面, 印尼多个部门对全面实施自贸区协议也多有保留。国务合作

及中小企业部长谢里夫哈桑不无夸张地指出,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将对全国约

5130万中小企业造成损失, 这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 99%, 从而影响全国在中

小企业工作的九千多万人 (占总劳动力的 97% )和全国一半的 GDP。财政部长

德里瓦蒂表示,中国 ) 东盟自贸区实施后, 虽然进口总额上升, 但国家在进口关

税上将损失 1. 6万亿印尼盾。» 印尼众议院工业与贸易监督委员会要求政府

与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协商, 对包括服装、家具和鞋类在内的 228种产品关税

重新谈判。在 2009年 12月的听证会上, 众议院工业与贸易监督委员会警告政

府, 中国 ) 东盟自贸区正式实施将导致印尼十个工业部门濒临崩溃。纺织业、

食品与饮料、石化、农业器械、鞋类、化纤、电子、机械、工程服务和钢铁行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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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与进口货物竞争而严重受损。民主斗争党的阿里亚 (A ria)表示, 如果任

由自贸区实施,印尼工业必定日益衰落,从而使苏西洛总统的消除贫困和失业

方案成为空谈。¹

在国内强大的压力下,印尼政府联合商界人士组织评估小组,研究和评估

东盟与中国自贸区协议实施以来所遇到的问题。印尼工业部更是频繁地与各

商业团体 (包括纺织、钢铁、化工及电子行业等 )会晤, 商讨决定哪些项目需要

重新谈判延迟关税减免。工业部考虑将某些正常类一轨产品列入敏感产品清

单, 同时将某些敏感产品划入正常类一轨产品以作补偿。º 2010年自贸区建成

前夕,印尼政府正式向东盟理事会提出推迟减免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中 228

种产品的关税,并表示要与中国在自贸区框架内重新谈判有关条款。印尼是东

盟六个老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对全面实施 2010年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提出延

迟申请的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印尼对华贸易出现逆差,而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对华贸易处于顺差不无关系。»

除提出延迟申请外, 印尼政府部门还承诺将修订现行法规并制定新法规,

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国家标准质量规定 ( SN I)及

其他非关税壁垒, 以保护本国工业。¼ 工业部在 2009年对鞋类、桶装矿泉水、

干电池和锌铝涂层钢板等产品发布了印尼国家标准质量规定, 2010年还将对

可可粉和儿童玩具发布国家标准质量规定,以期提高中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门

槛, 减少中国产品的进口。农业部长苏斯诺表示,农业部将对进口水果蔬菜实

施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不排除发布食品国家标准质量规定。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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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带来的进口压力, 印尼海关在 2010

年开始实施了更严格的监控措施,新招募 750名海关人员加强通关检查。新的

监管措施改变了过去宽松的通关检查,要求海关人员严格检查进口货物的每一

项证明文件尤其是原产地证明,防止从中国出口的不合格产品享受自贸区零关

税待遇。¹ 在 2010年第一季度, 印尼海关建立了早期预警系统,监管每天的商

品进口态势,一旦进口不正常激增 8%以上, 便会马上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实施

应急措施限制进口。º

2008至 2009年,印尼保障措施局曾费时一年对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

及马来西亚的钢丝类钢铁制品进行保障措施调查,但调查结束后财政部迟迟未

予落实, 引发当地企业不满。» 为了有效应对自贸区协议即将全面建成的压

力, 2009年 8月印尼政府决定加速保障措施调查程序,由原来的 9个月缩短至

3个月。加速保障措施调查程序能够提高效率, 更有效地保护受到中国产品冲

击的印尼企业。 2009年 12月印尼政府成立了不公平贸易监督小组监察中

国 ) 东盟自贸区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外,印尼还颁布了 2009年第 2号

总统令, 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与地方企业等都要优先使用国货。

在反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的声音越来越大之际, 印尼国内仍有一些积

极的看法。印尼贸易部坚持当初签署自贸区协议的立场, 认为重新谈判不是保

护本国工业的根本解决方法。¼ 印尼贸易部长冯慧兰表示,尽管大量印尼企业

担心来自中国的商品竞争会对本国制造业造成消极影响, 但自贸区正式实施后

形成的广阔市场, 将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印尼出口。她指出, 直接从中国市

场受惠的十种出口商品包括天然棕榈油及其制成品、煤炭、橡胶及其制成品、

铜、纸浆、铝、镍、光盘驱动器、辛醇和铁矿石,并非只有自然资源类产品才在中

国有市场,中国对印尼工业制品如玻璃和品牌服装的需求量同样巨大。不过,

她也承认有几个行业将受到自贸区的冲击。但她强调,印尼政府会采取措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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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内市场, 包括实施严格控制货物和服务的标准质量规定、反不公平贸易及

推广使用印尼制造的产品。她反对简单地使用贸易平衡这一指标来衡量印尼

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强调要看到两国的双边贸易将有助于提升印尼制造业的竞

争力。她预期 2010年印尼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 5. 1% ,其中非石油天然气部

门出口在 2009年减少 12% ,但 2010年会转为增长 7. 5%。¹ 农业部副部长巴

尤认为,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实施,不但不会给印尼种植园产品带来任

何负面影响, 反而可以开拓这些产品的中国市场。他指出,印尼种植园的高质

量产品, 例如棕榈原油、咖啡、茶叶、橡胶和轮胎可以作为出口拳头产品。实际

上, 在 2010年之前的四年内, 印尼农业部门对华贸易总量大幅增长,从 8亿美

元提高到 24亿美元。这是冯慧兰和巴尤对印尼农业产品出口在自贸区建成后

持乐观看法的基础。

虽然国内反对自贸区协议的声势浩大,印尼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向东盟理

事会提出了延期申请及重新谈判的要求,且实施多种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国

内工业, 但作为唯一提出延期申请的东盟国家, 印尼政府也不无犹豫。一方面,

由于签署自贸区协议是东盟十国全体一致做出的决定,印尼请求延期实施自贸

区协议必然损害自身在东盟的信誉和声望, 并可能面临罚款。另一方面, 印尼

政府担心中国可能实施相应的贸易报复行动。印尼纺织业协会副主席苏德拉

贾特就曾表示,印尼纺织品生产商要求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实施一系列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国家质量标准规定、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可能会引发中

国对产自印尼的鱼虾产品采取同样的报复措施, 从而导致两国贸易战。º 由于

存在这种担心,印尼外交部长 2010年 1月 9日表示,印尼将遵守中国 ) 东盟自

贸区协议,同时尽力排解国内企业的相关忧虑。» 印尼贸易部长冯慧兰和印尼

总统苏希洛也先后表态,印尼不会推迟落实自贸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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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盟国家对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疑虑

伴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战略性因素逐渐

渗入东盟国家对自贸区建设的不安中。东盟对实施自贸区协议的战略性疑虑

主要源于两方面: 一是担忧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担心中国因

推动自贸区建设, 增长了经济影响力, 使中国可能取代东盟成为东亚合作的主

导国。¹ 二是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可能排挤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力量, 从

而破坏东南亚的地区势力均衡,使东盟失去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

(一 ) 对东亚合作主导地位的担心

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 尤其是 2004年

实施 /早期收获 0计划提速自贸区建设之后, 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

不断上升。而在东盟方面,由于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等强势领导人离开政

治舞台, 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能力有所下降, 这引起东盟国家的广泛

忧虑。º 东盟国家对中国主导东亚合作化进程的防范, 突出表现在 2005年召

开的东亚峰会及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上。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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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探讨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文献详见: Joshua Kurlantz ick, Charm Offensiv e: H ow Ch inaps S of t
P ow er isTransform ing theWorld; / Ch in apsCh arm O ffens ive in Sou theastAs ia, 0 Cu rren tH istory, Vo.l 105, N o.
692, Sep. 2006, pp. 271-276; David C. K ang, / Gett ing A sia W rong: The Need for N ew Analyt ical
Fram ew ork s, 0 Interna tiona 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M ichaelA. Glosny, / H ead ing tow ard
aW in-W in Future? R ecen tDevelopm en ts inC h inaps Po licy tow ard SoutheastAs ia, 0 A sian S ecu rity, Vo.l 2, N o.
1, 2006, pp. 24-57; David Sham baugh ed. , P ow er Sh if t: China and Asiaps N ew Dynam ics ( Berkeley:

U n iversity of C aliforn ia Press, 2006 ); David Sham baugh, / C h ina Engages As ia: R eshap ing th e Region al
Order0; H id eo Oh ash,i / Ch inaps R egional Trade and Inves tm en t Prof ile, 0 in David Sham baugh ed. , P ow er

Shif t: C hina and A siapsN ew Dynam ics, pp. 71-91; DavidM. Lamp ton, / Ch inaps R ise in As ia Need not B e at
Am ericaps Expense, 0 in David Shambaugh ed. , P ow er Sh if t: Ch ina and A siaps N ew Dynam ics, pp. 306-323;

B ron son Perciva,l The Drag on L ooks Sou th: China and Sou theast Asia in the N ew C en tury ( An Im prin t of

Greenw ood Pub lish ing Group, Inc, 2007 ); John Dav id C iorciar,i / Th e Balance of Great-Pow er In flu ence in
C ontem porary S outheastAs ia, 0 In ternationa lR ela tions of theA sia-Pac if ic, Vo.l 9, No. 1, 2009; 曹云华、唐翀:

5新中国 ) 东盟关系论 6;孙学峰、陈寒溪: 5中国地区主义政策的战略效应 6,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2006年
第 5期,第 26) 30页;尹承德: 5东盟外交新走向:兼论中国与东盟关系 6, 5国际问题研究 6 2004年第 3

期,第 21) 25页;门洪华: 5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 6, 5当代亚太 62009年第 1期,第 54) 67页。
刘少华: 5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能力 6, 5当代亚太 62007年第 9期,第 42)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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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届东亚峰会的举行

东亚峰会 2004年由马来西亚提出并得到中国支持。中国对于该论坛的最初

设想是,在 10+ 3领导人会议基础上演变成为另一个性质不同的峰会:在成员构

成方面,虽然仍由原 13个国家组成,但各成员国以平等的身份与会,无主客之分,

东盟国家也不再以一个整体出现。在举办的时间地点方面,东亚峰会每两到三年

举行一次,由东亚各国轮流主办,地点不局限于东盟成员国,时间也不一定安排在

东盟系列峰会期间。¹ 这个倡议引发了东盟的不安,他们认为如果东盟不再以一

个整体出现,面对中国和日本等地区大国,东盟必将丧失东亚合作的主导权。

经过多轮磋商,中国最终同意由东盟来决定东亚峰会的举办形式。º 东盟

对参加东亚峰会的成员设立了三个条件,核心是强调自身的主导地位: ( 1) 必

须是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的缔约国或有意愿加入该条约的国家; ( 2) 必须

是东盟对话伙伴国; ( 3) 必须与东盟有实质性的联系。» 此外, 东盟还规定, 东

亚峰会每年举办一次,由东盟当年的主席国主办, 于东盟系列峰会后举行。这

样, 东亚峰会便不是独立于东盟系列峰会之外的地区合作机制, 而是成为系列

峰会之一。此后, 为了进一步强调东盟在东亚峰会中的地位, 2005至 2009年

东亚峰会的会议文件中多次重复了 /东盟作为主导力量0的表述。¼

2. 加速东盟一体化

在与中国通过 /早期收获0计划而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东盟的危机感并

没有减轻,东盟提出要不断加强内部融合来维护其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2005年,东盟宣布将提前 5年于 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将东盟十国建构成

为一个单一市场, 实现商品、服务以及投资的自由流动。½

东盟国家为何要提前实现构建共同体的目标,甚至不惜为此降低标准? 东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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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陆建人: 5东亚峰会圆桌博弈 6, 2005年 12月 16日, http: / / xm zk. x inm inw eek ly. com. cn /hq /

t20051216_760112. h tm;任晓: 5东亚峰会:中国如何参与 6, 5解放日报 62007年 1月 13日第 4版。

/ Kuala Lum pur Declaration on th e EastA sia Summ it, 0 December 14, 2005, http: / /www. asean sec.
org/23298. h tm.

Takash i Terada, / The Or igins of ASEAN + 6: Japanps In itiat ives and the A gen t-S tructure

Fram ew ork, 0 W aseda U nivers ity G lobal COE Program Work ing Paper, August 2009, p. 13.
这些文件是: 2005年 12月 14日第一次东亚峰会的5吉隆坡宣言 6、第一次东亚峰会的主席声

明、2007年 11月 21日第三次东亚峰会的主席声明、2008年 10月 9日东亚峰会首届环境部长会议声明、

2009年 7月 22日东亚峰会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主席声明。

参见张学刚: 53东盟宪章4:四十年磨一剑 6, 5世界知识 62007年第 24期,第 35页。



78   

盟清醒地认识到, 对于包括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世界经济大国在内的东亚地区而

言, 松散的小国联盟难以长期成为区域合作的核心。¹ 因此, 东盟在搭乘中国

经济发展快车的同时, 决定先强化自己, 把自己包裹得更紧密和硬实起来。º

2007年 11月 20日,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东盟成立以来第一份对所有成员国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5东盟宪章 6, 提出了在 2015年建成共同体的目标, 强化安全

保障领域的合作。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 /地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像

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的迅速崛起; 全球化使各国更加相互依

赖, 更加依赖一个稳定的地区秩序。面临这一新的战略环境,东盟必须将自己

转变成一个更有效的组织。我们需要一个更有内聚性的制度框架来管理和掌

控我们日益广阔的活动范围。对于东盟,我们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 ,东盟

宪章就是这一进程的关键一步。0»换言之, 东盟共同体不仅是东盟加强自身一

体化建设的目标, 更是其实现对外战略的手段, 因为集体认同感、一体化程度高

的东盟更可能避免在日益增强的更大区域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命运。¼

(二 ) 对均势失衡的担忧

东盟认识到自身作为小国集团缺乏战略分量,因此传统上坚持大国在本地

区维持均势。东盟国家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大国在东南亚取得优势地位。对

于迅速崛起的中国,东盟国家的共识是,一方面以东盟主导的地区规范来 /社

会化 0中国,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惠, 另一方面借助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

的力量来维持本地区的均势。菲律宾学者海曼 # 约瑟夫 # S. 凯拉夫特指出:

/ (东盟的 )不安仍然存在。有意思的是,这种不安不是来自中国如何处理与东

盟的关系本身,而是来自中国与东盟的其他伙伴的关系。中国与日本在地区经

济领导权方面的竞争,以及中国与美国在战略上的竞争, 把东盟置于一个非常

国际政治科学

¹

º

»

¼

C elito F. Arlegue, / Sou theast As ia in th e S earch of anASEAN C omm un ity: In sights from th e Form er
ASEAN Secretary-Genera,l 0 P hi lipp ine P olitica l Sc ience Journal, Vo.l 29, N o. 52, 2008, p. 129.

Andrew Chau, / S ecurity C omm un ity and Sou theast As ia: Aust ralia, th e U. S. , and ASEANps
C ounter-Terror Strategy, 0 A sia Su rvey, Vo.l 48, No. 4, 2008, p. 626.

Open ing Plenary Rem ark by Prim e M in ister Lee Sh ien Loong at the 13 th ASEAN Summ it, ht tp: / /

nanyang. xm u. edu. cn /Art icle/ShowArt icle. asp? A rt icleID= 3225.

Sh eldon S imon, / ASEAN andM u lt ilateralism: the Long, Bumpy Road to Comm un ity, 0 C ontempora ry

Sou th ea 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26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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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位置。然而,美日两国却在东盟与中国关系中起到了平衡者的角色。0¹

因此,当中国在 2004年通过实施 /早期收获0计划而领先于日本和韩国在 10+

1合作中取得优势时,东盟支持日本扩大东亚峰会成员的主张, 而日本的主张

显然事先得到美国的同意,这体现了东盟制衡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战略。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首先得到稳定和恢复, 2010年中国 ) 东

盟自贸区协议也开始全面实施,东盟强化了大国平衡战略的意图和力度。 2009

年 10月 27日,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认为, G-20取

代 G-8并不预示着出现势均力敌的多极世界, 中国在未来 20到 30年内将具备

全球重要性和影响力,面对中国的崛起, /东盟的共识是, 美国在东亚依然是不

可取代的。0/不管面对什么挑战, 美国的核心利益让她必须在太平洋维持占优

势的强国地位。放弃这个地位将削弱美国在整个世界的角色。0»这实际上是

呼吁美国不要漠视东亚势力失衡,希望在东亚地区建立包括美国、中国和本地

区其他国家在内的均势机制。

2009年 2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印尼,成为历史上首位访问东盟秘书

处的美国国务卿。在随后的 7月份,美国与东盟签署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

为美国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2010年 11月 1日,第五届东亚峰会

在越南河内举行,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首次被邀请列席。

大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决定, 扩大东盟峰会规模, 接受美俄为东亚峰会正式成

员。¼ 这一系列举动被视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性决定,也预示着东盟国家

在地区多边框架内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有了新的筹码。

结   论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历经八年时间,双方的经贸关系取得巨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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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的认知几经变化, 对自贸区的建

设所存在的疑虑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

在建设自贸区之前,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忧中国在国际出口市场、吸引外资

方面的竞争。为了缓解东盟国家的疑虑,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合作建设自由贸

易区。自贸区建设之初,它遭到东盟国家国内多方面的质疑,认为自贸区把中

国的竞争由国际市场引入国内市场,导致中国获益而东盟国家受损。为了打消

东盟国家的顾虑, 使之相信自贸区是互利的双赢安排, 中国提出了旨在使东盟

先获利的 /早期收获 0计划。 2004至 2006年, 由于 /早期收获 0计划的实施, 东

盟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保持较大规模的逆差,从而缓解了东盟国家的疑虑。

2008年美国 /次贷 0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东南亚国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 东南亚国家对自贸区建设的担忧在内容和范围上有新的发展态势。

从东盟国家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顾虑变化的阶段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的经

贸合作关系能否顺利发展, 建立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努力使东盟获益的基础

上。当中国实施 /早期收获0计划单方面减税时,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心

便得到缓解。但是,随着自贸区的发展导致东盟部分国家与中国出现贸易收支恶

化,或个别东盟国内出现经济波动之时,东盟国家担心和质疑自贸区的力量将上升。

在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东盟国家同样出现了经济困难,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

质疑也随之提高。可以预期的是,中国 ) 东盟自贸区生效后,双方的经济交往将更

为频繁,但中国也面临着国内产业出口和投资的正当利益诉求,双方的利益交换将

更为复杂,以自贸区为基础的双方经贸关系必然出现更经常的摩擦和纠纷。¹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政

治和战略担忧,尽管这种疑虑在不同时期有程度上的改变。通过八年的自贸区

的建设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东亚经济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以日

本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的 /雁行模式0, 逐步被以中国为中间市场的

国际政治科学

¹ 中国政府也开始日益证实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摩擦,并采取了相应法律决策。比如, 2010年 1月 4日中

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原产于印尼和泰国的进口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存在倾销,使中国国内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

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因此决定自 1月 5日起采用保证金形式对原产于印尼和泰国的进口核苷酸类食品添加

剂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见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 5商务部公告 2009年第 118号对印尼、泰国核苷酸类食品

添加剂反倾销初裁公告 6, http: / /www. m ofcom. gov. cn /aarticle/b /c /201001 /20100106719159. htm ?l 2707309575
= 20019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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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所取代。在当前正在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发展

中国家向中国输出原料及初级产品,经中国国内组装和加工后, 输向发达国家

市场。换言之,中国已逐渐成为这种模式的核心国家。¹ 自贸区协定的实施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形成和深化这种模式,但它也导致东盟担心在经济上过度依赖

中国。其实东盟国家很清楚,中国在签署自贸区协定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

角色,并由此增强了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因而,越是在自贸区建成之际, 或

者中国越快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东盟就越是担心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旁落, 越

是担心中国增加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而改变东亚均势。为此,东盟实施了加强自

身融合, 力促美国重返东南亚等各种防御性举措。

中国的东南亚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生效后, 中国的

区域战略选择需要更加耐心和灵敏。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与东盟之间平衡的

经贸关系固然有利于自贸区的持续发展。但是, 从政治和战略角度而言, 中国

必须通过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最终成为区域消费中心,

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º 如此才可能部分化解东盟国家的

有关疑虑,从而创造出相对宽松的区域环境。总之,这要求中国逐渐适应在越

来越多的旨在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东亚地区机制中谋求发展和崛起。

东盟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顾虑

¹

º

相关讨论见 John Ravenh il,l / Is Ch ina an E conom ic Threat to S outheast As ia? 0 p. 670; H ideo
Ohash,i / Ch inapsR 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 en t Prof ile, 0 pp. 71- 91; David Sh ambaugh ed. , P ow er Sh if t:
C hina and A siapsN ew Dynam ics; Dav id Sham baugh, / Ch ina Engages As ia: Reshap ing the Regional Ord er, 0
pp. 64-99。

关于中国成为区域消费中心所面临的挑战, 参见 John Lee, / Th e End of C harm Of fen sive, 0
http: / /www. foreignpol icy. com /articles /2010 /10 /26 / th e_end_of_ the_charm _of fen 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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