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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粤港澳区域合作研究(资助$

! 为此
MJN

总干事拉米甚至向
!%?

个成员建议中止多哈谈判并且不为恢复谈判设定时间表$参见李

渊#'多哈回合失败%谈判中止费思量(#1人民日报2#

#$$<

年
>

月
#<

日$

# 据
MJN

统计#自
P9JJ

时代至
#$$?

年
!$

月
!

日止共有
#<<

个区域贸易协议!

XJ9

"和自由贸易协

议!

UJ9

"生效实施&其中
#$$$

*

#$$;

年间生效的共计
!%;

个#超过总数的
!

+

#

$

" 以
#$$>

年生效的韩国*东盟协议为例#协议生效前
"

年中国台湾地区对东盟
!$

国出口增长率高于韩

国#分别为
#$7!L

和
!<7<L

#但协议生效
#

年后中国台湾地区出口增长率仅及韩国的一半#分别为

!!7;L

和
#%L

$日本与东盟整体及各国分别签署的贸易协议也有类似效果!刘碧珍#

#$!$

"$

+&U9

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
***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PJ9\

的分析

张光南
"

陈坤铭
"

杨书菲!

摘
"

要
"

基于全球贸易分析
PJ9\

模型及相关地区关税校准#

本文分析了 1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2!

+&U9

"'早期收获(和 '全

面实施(两种降税安排对两岸三地的经贸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

早期收获计划将对大陆的贸易余额和贸易条件产生负面冲击#但长

期动态条件下将显著促进两岸贸易)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

+&U9

全面实施的影响幅度大于早期收获计划&台湾地区的改善幅度大于

大陆#香港地区作为两岸贸易中转港的地位显著减弱&

+&U9

对各

产业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
"

+&U9

#台湾#

PJ9\

一!引
""

言

MJN

多哈谈判受阻显示出全球贸易自由化多边框架的局限性!

#世界各

国转为签署区域或自由贸易协议$

#由于被排除在外的非缔约国产品进入自由

贸易区仍适用较高关税#使其出口产品面临被缔约国取代的贸易转移效应$

如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欧盟和东亚国家与韩国和新加坡等纷

纷签署贸易协定#导致中国台湾地区对外贸易受贸易转移冲击$

"此外#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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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然而两岸加入
MJN

之后台湾仍禁止大陆
#!?%

种商品输入#占台湾全部进口商品总数的
#$7"L

#

这些不合理限制也影响两岸贸易的正常进行 !商务部#

#$$?

"$

为 '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双赢(

%

#

#$!$

年
<

月
#?

日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 1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2!

+,-)-.(,

&--

:

31*2(-)U1*.3_-1Y9

E

133.3)2

#

+&U9

"#内容包括 '商品贸易)早期收

获)服务贸易)投资保障)防卫措施)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根

据
+&U9

货物贸易的早期收获计划#两岸分三阶段相互降税至零关税%大陆

将对
K"?

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降税#包括农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电

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纺织产品)轻工产品)冶金产品)仪器仪表和医疗产

品等#占
#$$?

年大陆自台进口总额的
!<7!L

&台湾将对
#<>

项原产于大陆的

产品降税#包括石化产品)机械产品)纺织产品及其他#占
#$$?

年台湾自大

陆进口总额的
!$7KL

$那么#如何评估
+&U9

签署和早期收获计划产生的经

济)贸易和产业效应- 现有两岸贸易自由化研究并未对最新签署的
+&U9

早

期收获计划降税清单进行评估#也缺乏对两岸三地经贸内在联系的分析#而

且国内
PJ9\

分析文献未考虑相关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调整而直接模拟

导致较大偏差$本文将基于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PJ9\

及其最新第七版数据库#对其进行关税及贸易自由化调整#并以更新

后的全球贸易数据库作为校准的模拟基准#考虑作为两岸重要中转地的香港

因素#分析静态和动态条件下
+&U9

对两岸三地经济贸易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两岸贸易自由化及

PJ9\

分析文献进行评述#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本文的改进方法&第三部分

为模型设定#建立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设定
PJ9\

模型的各部

门结构和生产技术#并根据资本是否积累设定静态和动态条件&第四部分为

资料校准#根据两岸加入
MJN

)中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内地与香港

&+\9

协定等进行关税调整#并以更新后的全球贸易数据库作为校准的模拟

基准&第五部分根据
+&U9

早期收获计划及其降税安排设定模型的政策冲击&

第六部分根据模拟结果分析
+&U9

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第

七部分为结论$

% 胡锦涛#'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新华网#

#$!$

年
#

月
!"

日$

二!文 献 综 述

台湾地区资源贫乏)市场较小且以出口为导向#但其最大贸易出超来源

和最多对外投资的大陆地区仍存在较高关税等贸易障碍#'全球区域经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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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
;>K

""

与双边
UJ9

已构成台商在全球的实质市场障碍($

K此外#两岸加入
MJN

后

台湾仍禁止大陆
#!?%

种商品输入也影响两岸贸易$贸易自由化对两岸经贸发

展和两岸关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
+&U9

签署及其经济影响也备受

关注和争论$

#$!$

年
"

月温家宝总理表示要通过减免关税和早期收获 '让利

给台湾($而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在
#$!$

年
%

月
#K

日就
+&U9

问题进行电视辩论%马英九认为签署
+&U9

对台湾经济有利#并

可借此 '开展黄金的十年(#而蔡英文则强调 '进口和十年内要全面开放对台

湾市场的冲击($

K 施颜祥#'两岸经济协议之内涵及可能影响(#

#$!$

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

#$!$

年
#

月
##

日$

事实上#早在
+&U9

签署前就已有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两岸贸易自由化的

影响进行模拟#但预测结果却存在差异$如商务部 !

#$$?

"根据两岸经济关

系发展情况及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现况设定模型#按照两岸贸易自由化程度由

高到低设置四种方案模拟评估签署两岸经济合作协议对大陆的影响#发现关

税减让将使大陆
PZ\

增长率提高
$7<"L

*

$7<>L

#在几个模拟方案中大陆福

利水平均有所提升#约提升
?$

亿*

?"

亿美元$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MJN

中

心 !

#$$?

"根据不同情境的动态仿真结果认为两岸贸易自由化将使台湾实质

PZ\

上升
!7<KL

*

!7>#L

#出口上升
%7;>L

*

%7??L

#进口上升
<7?KL

*

>7$>L

#贸易条件改善
!7%L

#贸易余额增加
!>7<

亿*

!>7;

亿美元#社会福

利增加
>>7!

亿*

>>7>

亿美元$史惠慈等 !

#$$?

"考虑新增资本投入的动态仿

真结果也表明两岸经贸正常化与自由化后台湾实质
PZ\

)出口和进口增长率

将分别提高
!7;"L

)

K7!"L

和
>7#<L

#社会福利将增加
>?7%;

亿美元$

&'3)

!"#$D

!

#$!$

"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对四个自由贸易区的模拟分析发现#

两岸贸易自由化将使台湾
PZ\

和进出口分别提高
!7>";L

)

K7%"%L

和

"7K>;L

#而大陆则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效应$虽然大部分研究认为贸易自

由化将对两岸经贸和福利水平均有积极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强调
+&U9

对

台湾经济的负面影响$如李仁耀 !

#$!$

"认为现有乐观的评估侧重对产值的

长期影响#但两岸产品存在质量或价格差异#使进口和出口同值产品造成的

产量及就业影响不同#这将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再就业的困难)收入再分配

和弱势产业冲击等问题$

现有文献普遍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PJ9\

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进行预

测和评估#由于
MJN

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

采用
PJ9\

模型进行分析 !李众敏和吴凌燕#

#$$>

&杨军等#

#$$K

&周曙东

等#

#$$<

&仇焕广等#

#$$>

&黄凌云和刘清华#

#$$;

&李丽等#

#$$;

&谢杰

和汪连海#

#$$;

&李众敏#

#$$>

"$虽然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存在积极效应#但研究对象和数据的不同也导致结论差异较大$有文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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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对中国某些具体产业将产生较大冲击 !黄凌云和刘清华#

#$$;

&李

丽等#

#$$;

&李众敏和吴凌燕#

#$$>

"#且其产生的影响也存在部门和地区差

异 !周曙东等#

#$$<

&仇焕广等#

#$$>

"$

虽然已有文献尝试预测两岸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国内贸易自由化研

究也逐渐采用
PJ9\

模型分析#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有待改进%第一#现有

研究都是在
+&U9

正式签署前基于两岸可能发生的贸易自由化安排方案预测

进行的模拟研究$随着
#$!$

年
<

月
#?

日
+&U9

的正式签署和早期收获降税

产品清单的实施#大陆将对
K"?

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降税#台湾将对
#<>

项

原产于大陆的产品降税$因此有必要根据
+&U9

早期收获计划实际进行的具

体降税产品清单进行评估$第二#国内
PJ9\

分析文献忽略了近年来相关国

家或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调整而直接模拟从而产生较大偏差$本文将在

政策模拟前先对
PJ9\

原始数据进行关税及贸易自由化校准#模拟出各国

!地区"的更新贸易值#再以更新后的全球贸易数据库作为校准的模拟基准$

此外#本文采用目前最新的
PJ9\>

数据库#使原有数据库中
;>

个国家或地

区扩展为
!!"

个#贸易时间序列数据从
#$$#

年扩展至
#$$<

年#完善了生产)

双边服务贸易和能源数据#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并提高了评估的精确度$第

三#相关文献往往直接设定产品零关税来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忽略了现

实贸易障碍中存在的贸易配额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等量从价税以反映实际的

关税减让效果#并根据
PJ9\

与
=H

码的商品对照表将早期收获产品清单按

PJ9\

产业分类归类#以进口值为权数求得加权平均税率反映进出口实际状

况$第四#现有两岸贸易自由化研究忽略了作为两岸贸易重要中转地的香港

因素#因此本文考虑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的
&+\9

安排的影响#将其关税及贸

易自由化调整作为校准的模拟基准#并进一步分析了
+&U9

对两岸三地影响

的比较及其内在联系$

三!模 型 设 定

根据
O*4B_()*)B63)3T*43C

!

!??K

"的理论分析#区域一体化效应可分

为资源配置效应 !

*44-,*2(-)3[[3,2C

")资本累积效应 !

*,,0.04*2(-)3[[3,2C

"

和区位效应 !

4-,*2(-)3[[3,2C

"$相关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局部均衡和一般

均衡分析%局部均衡方法未考虑各国经济体系内各产业)商品市场和要素市

场间的相互内在关系&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则充分考虑经济体系中会计账户

的一致性#如家庭和政府的预算约束)国际收支条件及资源限制条件等#也

考虑了部门间生产投入产出关系)消费替代关系及生产要素市场竞争等相互

关系$此外#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通常建立在严谨的理论架构上#具备理

论架构的一致性 !

=31234

#

!??$

"#因此#为分析
+&U9

对各地区各部门的全

面影响#本文将采用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P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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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9

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
;>>

""

!

P4-T*4J1*B39)*4

5

C(C\1-

A

3,2

"进行研究$

PJ9\

是美国普渡大学
J'-.*CMD=31234

教授主持的全球贸易分析计

划发展而来的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型首先建立可详细描述每

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消费和政府支出等行为的单国多部门一般均衡子模型#

然后通过国际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将各子模型连结成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

由于
PJ9\

模型考虑了世界各国之间和国内各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了

外生变量的变动对各国各部门的生产)进出口)商品价格)要素供需)要素

报酬)

PZ\

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能为政策定量分析和决策提供具体的评

价建议#因此在
MJN

)

ISU

和世界银行等主要经济组织中得到广泛应用

!

=31234

#

!??>

"$

图
!

"

PJ9\

模型结构图 !

=31234

#

!??>

"

=31234

!

!??>

"设定的
PJ9\

模型结构如图
!

所示%模型包括土地)资

本)技术劳动力)非技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五种生产要素#以及家庭)政府

及厂商等三个代表性行为主体$假设家庭和政府部门分别决定其消费和储蓄

行为#在开放体系中政府与家庭支出包括购买国产品与进口品两部分#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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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品投入和产品也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

PJ9\

模型的
91.()

E

2-)

假设

认为不同地区的产品或中间品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各国储蓄通过全球银行决

定投资资金的流向$此外#模型对各部门设定如下%政府对各种产品的需求

由
&+H

!

,-)C2*)234*C2(,(2

5

-[C0TC2(202(-)

"函数将国产品与进口品组成综合

商品表示#而且政府以
&@Z

!

&-TT@Z-0

E

4*C

"效用函数决定产品组合#即政

府每种产品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固定&家庭消费者的产品需求也由

&+H

函数将国产品与进口品形成综合商品表示#而且消费偏好以介于
&+H

和

&Z+

!

,-)C2*)2B([[313),3-[34*C2(,(2(3C

"之间的函数表示#即家庭对个别产

品的消费量既受所有产品价格相对变化的影响#也受私人支出总金额变化的

影响#其影响幅度取决于该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各自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

及收入弹性$由于国家间进出口价格数据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运输费用#

因此模型设计一个虚拟的国际运输部门#各国进出口货品的到岸价!

&IU

"与离

岸价!

UNO

"之差反映货品的运输需求#将其以
&@Z

函数加权即为综合运输服

务#在均衡状态下全球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等于全球运输需求加总$值得注意

的是#正是
PJ9\

运输部门的设计使贸易自由化中非关税障碍消除的影响能

以该部门生产效率系数的变化反映$

PJ9\

生产技术结构如图
#

所示%假设产出与生产要素及中间投入为
W3@

-)2(3[

函数关系#即生产要素与中间投入不可替代&产出增加与土地)资本)

技术劳动)非技术劳动及自然资源五种生产要素和中间品为
&+H

函数关系&

由于中间投入包括国产品和进口品#因此先用
&+H

函数将不同来源的进口加

权成综合进口中间品#再用
&+H

函数将国产与综合进口中间品加权成为综合

中间品$此外#

PJ9\

对价格体系的设定考虑了由于税负和补贴导致的市场

价格 !

.*1Y32

:

1(,3C

"和行为主体面对的价格 !

*

E

3)2eC

:

1(,3C

"之间的差异%

本国产品最原始的价格为生产者的供给价格#加上生产税即为 '国内市场价

格(&再加上国内货物税得本国消费者面对的 '国产品需求价格(&用
&+H

函

数将国产品与进口品的需求价格加权得 '本国消费者面对的综合商品需求价

格($若产品出口至国外市场#则市场价格加上出口税得 '本国出口品的
UNO

价格(&再加上单位运输成本得 '进口国进口货品的
&IU

价格(&当其进入外

国海关后加上进口税即为 '进口国进口品的市场价格(&若进口国再对进口品

征收货物税#则得 '进口国消费者的进口品需求价格(&同理#用
&+H

函数将

进口国国产品消费者需求价格与进口品需求价格加权即为 '进口国消费者面

对的综合商品的需求价格($

PJ9\

基本模型假设当期投资不会通过资本累积影响生产#但实际上经

济政策可能造成长期资本累积效应#因此本文基于
U1*),-(C!"#$D

!

!??<

"的

研究将其转换成动态模型$资本存量与投资流量关系为

R

"

7

!

(

!

!

.&

"

R

"

7

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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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生产技术结构 !

=31234

#

!??>

"

其中#

R

"k!

和
R

"

分别为第
"k!

期和
"

期的资本存量#

L

"

为
"

期投资#

&

为资

本折旧率$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资本存量等于投资者的需求量#净投资为零#

即
&

R

"

]L

"

$经济受冲击后又恢复到稳态的条件为

&

R

a

"

(

L

a

"

(

6Q

a

"

7

8

!

a

"

# !

#

"

其中#

R

a

"

)

L

a

"

)

Q

a

"

和
8

!

a

"

分别为新的稳态下的资本存量)投资)产出和外来

储蓄$由 !

!

"式和 !

#

"式得

Ra

R

(

La

L

(

6Qa

7

8

!

a

6Q

7

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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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反映经济体系受冲击前后的资本存量)投资及总产出与外来储蓄间的

关系$

四!资 料 校 准

由于
PJ9\>

数据库反映的是
#$$%

年实际关税税率#并未考虑近年来

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调整$为使政策模拟更真实反

映
+&U9

的影响#有必要先对
PJ9\>

原始数据进行关税及贸易自由化校

准#模拟出各国的更新贸易值#再以此更新后的全球贸易数据库作为校准

的模拟基准#分别考虑资本是否积累的静态和动态两种效应 !史惠慈等#

#$$?

"$本文根据两岸加入
MJN

)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内

地与香港
&+\9

协定等进行关税和贸易自由化校准#再进一步分析
+&U9

早期收获计划和全面实施对两岸三地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具体校准步骤及

说明如下%

!一"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
MJN

后的产品关税降幅

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于
#$$#

年前后加入
MJN

世界贸易组织#考虑到两

地近年的调降关税承诺#本文采用
S**)BM*)

E

!

#$$#

"和
M*)

E

!

#$$"

"估

计的降税幅度#根据各产业
=H<

位码并以
!??;

*

#$$$

年进口值加权平均计算

两地各产业的平均调降关税比率 !见表
!

"$

表
!

"

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
MJN

后的产品关税调降幅度 单位%

L

产业
大陆 台湾

调整前关税 调降幅度 调整前关税 调降幅度

稻谷
"7!< $7$$ "K>7"; $7$$

小麦
$7$$ $7$$ <7?" $̂7!<

其他谷类作物
!7K! $7$$ $7$> !̂%7#?

蔬菜及水果
!"7;> $̂7<< #;7<> "̂7%;

油脂作物
#7%< $7$$ !7!$ $7$$

甘蔗
<7"; $7$$ $7$$ $7$$

纤维作物
$7<! #̂;7K> $7#$ $7$$

其他农作物
!$7#% !̂7%> <7;" "̂7>K

畜产
!7!? $7$$ !7%" $7$$

畜产品
?7<% #̂7!! "7K> $̂7<"

生乳
$7$$ #̂7!! $7$$ $̂7<"

羊毛
">7!$ $7$$ $7$" $7$$

林产
$7%! !̂7?" $7?# %̂7>!

渔产
!!7?% !̂7?" #%7%K %̂7>!

煤
"7?% $7$$ $7$$ !̂7"!

原油
$7!! !̂#7K$ <7#; !̂7!!

天然气
$7$$ !̂#7K$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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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业
大陆 台湾

调整前关税 调降幅度 调整前关税 调降幅度

其他矿产
$7K? $̂7>K $7## !̂7>!

屠宰生肉
!#7!; #̂7!! #$7$; $̂7<"

肉类制品
!$7?K #̂7!! K<7;> $̂7<"

食用油脂
!7K" $7$$ %7## $7$$

乳制品
!#7%K #̂7!! ?7>; $̂7<"

米及制粉
!7>< $7$$ %<%7!K $7$$

糖
$7#; $̂7<< ?;7$? "̂7%;

其他食品
!#7"% #̂"7%? !?7?! "̂7!$

饮料及烟酒
#>7?K !̂"7#> !K7<% $̂7!#

纺织
!#7K? !̂<7$# >7$% $̂7!;

成衣
!;7!> !̂$7<# !#7!% $7$$

皮革及其制品
;7#% $̂7#K %7<# %̂7!;

木材制品
%7<" %̂7$# "7<$ !̂7""

纸及制品
%7$" %̂7$# !7<" !̂7""

石油及煤产品
<7%; !̂>7"% %7;< $̂7%#

化学塑料橡胶制品
?7>" %̂7$# "7$; !̂7"#

非金属矿物制品
!!7"; $̂7;$ >7#? !̂7>?

钢铁
%7;K $7$$ #7"; $7$$

非铁金属
%7!" $7$$ !7K" !̂7%#

金属制品
?7## $7$$ <7!# !̂7%#

汽车及零件
##7?? !̂?7!; "!7%K !̂;7>;

其他运输工具
"7<; $̂7#; #7$K #̂7K#

电机及电子产品
#7$< $̂7%" $7"; %̂7KK

机械
>7$> !̂7%? #7<K $̂7;"

其他制品
!%7;; %̂7!> #7># #̂7"<

""

资料来源%调整前关税根据
PJ9\>

数据库#加入
MJN

后的调降幅度根据
S**)BM*)

E

!

#$$#

"和

M*)

E

!

#$$"

"计算所得$

!二"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与东盟自
#$$#

年
!!

月签署 1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

开始正式启动自由贸易进程并大幅降低关税#其间包括 1早期收获计划2)

1货物贸易协议2)1服务贸易协议2和 1投资协议2等#至
#$!$

年
!

月
!

日

中国对东盟
?"L

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面建成阶段

!

#$!!

*

#$!K

年"#则东盟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

多数产品也将实现零关税$

>

< 参见东盟官方网站%

___D*C3*)C3,D-1

E

$

> 正常产品的降税步骤如下%中国和东盟六国!东盟老成员#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和泰国"的一轨产品自
#$$K

年
>

月起开始降税#

#$$>

年
!

月
!

日和
#$$?

年
!

月
!

日各进行一次关税

削减#

#$!$

年
!

月
!

日关税最终削减为零$二轨产品在
#$!#

年
!

月
!

日取消关税$东盟新成员!老挝)

缅甸)柬埔寨)越南"的一轨产品从
#$$K

年
>

月起开始降税#

#$$<

*

#$$?

年每年
!

月
!

日均进行一次关税

削减#

#$!$

年不削减关税#

#$!!

年起每两年削减一次关税#至
#$!K

年将关税降为零$二轨产品在
#$!;

年
!

月
!

日前最终取消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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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东盟
#$$;

年
%

月在泰国帕塔亚正式签署 1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

伴协定2$根据该协定#日本将立即对从东盟进口的按价值计算
?$L

的产品实

行零关税#并在
!$

年内逐步取消另外
"L

的产品关税#降低另外
<L

的产品

关税$同时#东盟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

泰国将在协议生效后
!$

年内逐步取消按价值和种类计算
?$L

的从日本进口产

品的关税#越南将在
!K

年内逐步取消
?$L

的从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余成

员国将在
!;

年内逐步取消
;KL

的从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

韩国与东盟
#$$<

年
;

月在吉隆坡签署 1东盟和韩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中的货物贸易协议2#该协议在
#$$>

年
<

月
!

日生效时韩国将取消至少

>$L

正常产品的关税#且所有正常产品的关税将在
#$!$

年
!

月
!

日前取消$

同时#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关税的取消将分成四个阶段#从
#$$<

年
>

月开始到

#$!#

年结束$

;

;

#$$>

年
!

月
!

日前至少
K$L

正常产品的关税要减到
$L

*

KL

&

#$$?

年
!

月
!

日前要取消至少
?$L

正

常产品的关税&

#$!$

年
!

月
!

日前要取消所有正常产品的关税#最多可以保留
KL

正常产品的关税#这些

保留的关税也必须在
#$!#

年
!

月
!

日前再取消&所有正常产品的关税将在
#$!#

年
!

月
!

日前取消$给

予越南比上述多出
<

年的时间来达成这些目标#给予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多出
;

年的时间来达成上述

目标$

? 参见香港工业贸易署
&+\9

专题网页%

___D2(BD

E

-QD'Y

+

2,

3

,'(

+

,3

:

*

+$

由于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陆续执

行或即将基本完成#因此本文对现有
PJ9\>

数据库中日韩与东盟的原始关税

数据进行贸易自由化处理#将双边关税调降到零#并模拟出更新后的全球贸

易数据库$

!三"1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

&+\9

"

?

中国内地与香港在
#$$"

年
<

月
#?

日及
?

月
#?

日分别签订
&+\9

主体文

件及六份附件#至
#$!$

年
K

月
#>

日已陆续签订七个
&+\9

补充协议$

&+\9

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

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根据该协定#自
#$$<

年
!

月
!

日起#除内地有

关法规)规章禁止进口的和履行国际公约而禁止进口的货物外#对原产香港

的进口货物全面实施零关税$至
#$!$

年
>

月
!

日#香港与内地已就
!K?#

项

税则的货物制定原产地规则#接获的原产地证书累积申请数目为
K>;%K

#获

批准的原产地证书累积数目为
K<K$"

$考虑到香港作为两岸贸易的重要中转

地#本文也根据
&+\9

实施状况对
PJ9\>

数据库中内地对香港的进口关税

调降为零#并模拟出更新后的全球贸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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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收获计划及其降税安排

#$!$

年
<

月
#?

日两岸签署的
+&U9

内容包括 '商品贸易)早期收获)服

务贸易)投资保障)防卫措施)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其中货物

贸易的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如表
#

所示%两岸相互降税分三个阶段完成#

并在第三阶段实现零关税$大陆将对
K"?

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降税#包括农

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纺织产品)轻工产品)

冶金产品)仪器仪表和医疗产品等#

#$$?

年大陆自台进口上述产品金额共

!";7"

亿美元#占当年大陆自台进口总额的
!<7!L

$台湾将对
#<>

项原产于

大陆的产品降税#包括石化产品)机械产品)纺织产品及其他#

#$$?

年台湾

自大陆进口上述产品金额合计
#;7K

亿美元#占当年台湾自大陆进口总额的

!$7KL

!商务部#

#$$?

"$

表
#

"

+&U9

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

地区 步骤
#$$?

年进口税率

!

)L

"

协议税率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大陆

! $

*

)

+

K $

# K

*

)

+

!K K $

" )

'

!K !$ K $

台湾

! $

*

)

+

#7K $

# #7K

*

)

+

>7K #7K $

" )

'

>7K K #7K $

""

注%早期收获计划产品的协议税率在该计划实施后不超过
#

年的时间内最多分
"

次降为零#第
!

年

开始降税时间即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时#第
#

年和第
"

年的降税时间为当年的
!

月
!

日$早期收获计划

的详细产品清单参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

___D

E

_

5

2TD

E

-QD,)

$

值得注意的是#

PJ9\

模型以从价税税率表示关税变量#但现实中贸易

障碍还存在贸易配额问题#为反映实际的关税减让效果#必须将其转成等量

从价税 !

3

b

0(Q*43)2*BQ*4-13.B02

5

"$此外#

+&U9

早期收获的商品清单以

=H

!

'*1.-)(R3B2*1([[C

5

C23.

"

;

码详细表示#因此本文根据
PJ9\

与
=H

码的商品对照表 !

=02,'3C-)

#

#$$>

"将早期收获产品清单按
PJ9\

各产业

分类#并以累计进口值作权数求得加权平均税率反映进出口实际状况#对暂

无进口值数据产品则直接采用算术平均税率$两岸累计进口价值和降税幅度

的计算结果如表
"

所示#大陆从台湾进口累计金额较高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学

塑料橡胶制品)石油及煤产品)非铁金属)机械和纺织&而台湾从大陆进口

金额较高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学塑料橡胶制品)机械)纺织)钢铁和金属制品$

大陆和台湾早期收获计划的平均降税幅度分别为
!!7#!L

和
"7;#L

$其中农

产品方面大陆降税产业及降税幅度分别为%蔬菜及水果
!#7;"L

)其他农作物

!%7K$L

)畜产品
#$7$$L

和渔产
!!7#KL

#台湾则未作农产品降税安排$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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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获产品清单并未涉及服务业!$

#而制造业中大陆降税幅度较大的产业及降

税幅度为皮革及其制品
!K7##L

)其他食品
!K7$$L

)成衣
!%7>;L

)其他运

输工具
!#7;;L

)非金属矿物制品
!$7$KL

和汽车及零件
!$7$$L

&台湾制造

业降税幅度较大的产业包括金属制品
<7#$L

)其他运输工具
K7$>L

)非金属

矿物制 品
%7;?L

)化 学 塑 料 橡 胶 制 品
"7??L

)其 他 制 品
"7??L

和 机

械
"7<<L

$

!$ 根据
PJ9\>

数据库的产业分类#服务业包括%电力)燃气)自来水)营造工程)商品买卖)运输业仓储)

水上运输)空中运输)通信服务)金融服务)保险)工商服务)娱乐及其他服务)公共行政)教育医疗及其他

服务)住宅服务$

!! 参见中国新闻网'国台办王毅主任接受台湾媒体专访(#

#$!$

年
"

月
"$

日$

可见#大陆降税产品的涵盖范围和降税幅度均显著大于台湾#

+&U9

早

期收获计划体现了大陆方面 '尽可能选取能惠及台湾中小企业和广大基层民

众的相关产品()'尽量不影响台湾的弱势产业() '不会要求台湾方面进一步

扩大大陆农产品入岛(和 '无意对台湾实施劳务出口(等承诺$

!!

表
"

"

+&U9

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及两岸贸易额 累计价值%

8J

千元

编号 产业
大陆 台湾

进口价值 降税幅度 进口价值 降税幅度

%

蔬菜及水果
8D9D !#7;" 8D9D 8D9D

;

其他农作物
8D9D !%7K$ 8D9D 8D9D

!$

畜产品
8D9D #$7$$ 8D9D 8D9D

!%

渔产
8D9D !!7#K 8D9D 8D9D

#K

其他食品
8D9D !K7$$ 8D9D 8D9D

#>

纺织
!<<;K%K ?7!! %!%!;" "7!;

#;

成衣
!#<K; !%7>; 8D9D 8D9D

#?

皮革及其制品
!?;"# !K7## 8D9D 8D9D

"#

石油及煤产品
#>K$";; ?7$$ #$#>> "7"$

""

化学塑料橡胶制品
!!%>;;K% K7"# #<";><" "7??

"%

非金属矿物制品
<";!$ !$7$K K>$<> %7;?

"K

钢铁
?"<;%! K7K? #K!;#! "7$$

"<

非铁金属
#K%K#%% %7>; ##?$" !7#$

">

金属制品
>"!$K ;7<> !">##; <7#$

";

汽车及零件
!$!!<% !$7$$ 8D9D 8D9D

"?

其他运输工具
!"$"< !#7;; 8D9D K7$>

%$

电机及电子产品
8D9D 8D9D #!<>< "7K$

%!

机械
##"#?K> >7>; !>;!%!? "7<<

%#

其他制品
K<K!; !K7$> 8D9D "7??

平均值
!<;;<;? !!7#! K?"?#<7"$ "7;#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台湾'关税总局(历年进出口数据)1

+&U9

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2和

PJ9\>

数据库整理所得#不包含暂无两岸贸易往来数据且
+&U9

早期收获清单未涉及的产业$表中

'编号(为
PJ9\>

数据库中的产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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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U9

对两岸三地的影响"早期收获与全面实施

本文采用
#$!$

年
K

月出版的
PJ9\>

数据库#目前最新的第七版数据库

已在
PJ9\<

的基础上将
;>

个国家和地区扩展为
!!"

个#贸易时间序列数据

从
#$$#

年扩展至
#$$<

年#投入产出表从
!<

个增加为
"<

个#并进一步完善了

生产)双边服务贸易和能源数据#美元币值数据的计价基础从
#$$!

年扩展为

#$$%

年 !

O*B1(*)B M*4.C43

5

#

#$$;

"$考虑到研究和讨论需要#本文将

PJ9\>

数据库中的
!!"

个国家分为
+&U9

相关的九个区域%中国内地)中国

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东盟)美国)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

部门分类则仍按
PJ9\

设定的
K>

个产业进行分析$

本文根据两岸加入
MJN

)中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内地与香港

&+\9

协定等进行关税和贸易自由化校准#模拟出更新的全球贸易数据库并

作为校准的模拟基准#再基于表
"

中
+&U9

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和全面实

施零关税两种情况设定两岸贸易自由化的降税冲击#并根据资本是否积累比

较
+&U9

对两岸三地影响的静态和动态两种效应$本文采用
#$!$

年
>

月发布

的
PJ9\

最新版实证模拟软件
X0)PJ9\"7KK

#并采用
P1*

EE

求解方法提高

模拟结果的精确度$

!一"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

+&U9

早期收获计划与全面实施的经济)贸易和福利效应如表
%

所示$早

期收获计划将使大陆的进出口均显著增加#然而由于大陆对台湾进口品的降税

幅度较高#使其进口增加幅度大于出口#贸易余额减少#因此在静态条件下的

短期内#早期收获计划将对大陆的
PZ\

和福利产生负面冲击#其中
PZ\

将下

降
$7!"L

#福利水平降低
;<!7?;

百万美元$不过#在长期资本积累的动态条件

下#早期收获计划将促进大陆
PZ\

增长
$7$KL

#福利水平增加
%""7$K

百万美元$

早期收获计划对台湾
PZ\

)进出口量)贸易余额)贸易条件及社会福利

等均有正效应#且对经济总量较小的台湾的影响幅度大于大陆#在静态和动

态条件下台湾的
PZ\

分别增长
#7%%L

和
"7!;L

#福利增加
#;$K7<>

百万美

元和
K%K$7"#

百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作为
+&U9

实施前的两岸重要的贸易中转地#早期

收获计划的实施将降低两岸贸易往来的税收等障碍#造成香港转口港地位减

弱#导致其
PZ\

)进出口量)贸易余额)贸易条件及福利等均受影响#在动

态条件下
PZ\

将下降
$7#>L

#福利减少
"K?7#%

百万美元#若
+&U9

全面实

施则将进一步加深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此外#由于日本)韩国和东盟在制造

业和农业方面与中国台湾地区存在竞争和替代效应#

+&U9

实施将使这些地

区的
PZ\

分别降低
$7$#L

)

$7!<L

和
$7$?L

#福利分别减少
%>>7<<

百万美

元)

<#K7?<

百万美元和
<$$7"!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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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两岸在
+&U9

早期收获计划的基础上如果全面实施贸易自由

化#则将加大对两岸三地的影响幅度#但变化方向基本不变$此外#由于静

态模型假设要素禀赋固定#而动态模型则考虑了现实存在的厂商资本积累效

应#导致
+&U9

的动态效应普遍大于静态效应$

!二"进出口)贸易余额与贸易条件

+&U9

早期收获计划将显著促进两岸的贸易往来%在动态条件下大陆进出

口分别增加
!7";L

和
!7$"L

#进口增加幅度大于出口#导致贸易余额减少

!#K!7>%

百万美元&台湾进出口分别增加
"7"KL

和
"7"$L

#早期收获计划刺激

台湾经济增长及进口需求的同时#由于贸易条件改善和出口大幅增加使其贸易

余额增加
!">>7>?

百万美元$可见#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东盟)美

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仍维持对中国台湾地区较高关税的情况下#

+&U9

产

生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使两岸区域内贸易量增加#而且台湾的进出口和

贸易余额增加幅度均大于大陆$与此同时#早期收获计划也对周边地区贸易产

生一定的冲击#其中香港作为两岸重要的贸易中转地#所受影响最为显著#进

出口减少
$7#?L

且贸易余额减少
<"7%#

百万美元&而日本)韩国和东盟的出口

量将分别减少
$7$KL

)

$7$;L

和
$7$%L

&美国和欧盟由于自身的贸易总量较大#

变化并不显著$此外#由于
+&U9

实施前大陆的平均进口关税率远高于台湾#

导致早期收获计划使台湾贸易条件改善
!7!!L

#而大陆贸易条件却下降
$7##L

$

!三"各产业出口结构

贸易自由化往往能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但两岸
+&U9

协议如

果在早期收获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实施#则对相关各产业的影响必然存

在差异$即使
+&U9

的全面实施未必达到所有产业零关税的程度#考虑到两

岸进一步开放的趋势#分析贸易完全自由化政策冲击对各产业出口及产业竞

争力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U9

全面实施对两岸各产业的动态效

应如表
K

所示$

两岸全面零关税使大陆农产品将受竞争力较强的台湾农产品的冲击并导

致出口普遍下降#降幅最大的产品包括稻谷 !

"7?!L

")羊毛 !

#7<<L

"和生

乳 !

#7K$L

"#但蔬菜及水果)纤维作物和渔产以及肉类制品)食用油脂)乳

制品和米及制粉等食品加工出口增加$而台湾除纤维作物)畜产)生乳和渔

产出口略有下降外#其他农产品出口普遍提高#提高幅度较大的包括羊毛)

稻谷)小麦)蔬菜及水果等农产品以及屠宰生肉)米及制粉和乳制品等食品

加工产品$此外#大陆将增加煤)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出口而台湾则相对减

少$当然#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产品往往受特殊保护#且存在运输和保质

期等问题#而且两岸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贸易量和所占比重较低#因此现

实中其影响可能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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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

的
经
济

!
贸
易
和
福
利
效
应

"
早
期
收
获
与
全
面
实
施

"
#
$
%

影
响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中
国
香
港
地
区

日
本

韩
国

东
盟

美
国

欧
盟

静
态

动
态

静
态

动
态

动
态

动
态

动
态

动
态

动
态

动
态

早 期 收 获

&
'
(

变
化

#

)

$

*
+
,
-
.

+
,
+
/

0
,
!
!

.
,
-
1

*
+
,
0
2

*
+
,
+
0

*
+
,
-
3

*
+
,
+
4

+
,
+
-

+
,
+
+

总
出
口
量
变
化

#

)

$

+
,
1
0

-
,
+
.

0
,
0
3

.
,
.
+

*
+
,
0
4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总
进
口
量
变
化

#

)

$

-
,
-
1

-
,
.
1

0
,
!
4

.
,
.
/

*
+
,
0
4

*
+
,
+
3

*
+
,
+
2

*
+
,
+
.

+
,
+
+

+
,
+
+

贸
易
余
额
变
化

#
百
万
美
元

$

*
-
/
0
3
,
+
+

*
-
0
/
-
,
2
!

/
1
.
,
+
+

-
.
2
2
,
2
4

*
3
.
,
!
0

*
0
0
,
.
-

*
/
1
,
-
-

*
3
/
,
!
+

*
3
0
,
2
!

0
-
,
0
4

贸
易
条
件
变
化

#

)

$

*
+
,
-
4

*
+
,
0
0

-
,
0
4

-
,
-
-

*
+
,
-
0

*
+
,
+
/

*
+
,
+
4

*
+
,
+
.

*
+
,
+
0

*
+
,
+
-

福
利
变
化

#
百
万
美
元

$

*
1
3
-
,
4
1

!
.
.
,
+
/

0
1
+
/
,
3
2

/
!
/
+
,
.
0

*
.
/
4
,
0
!

*
!
2
2
,
3
3

*
3
0
/
,
4
3

*
3
+
+
,
.
-

*
.
/
.
,
4
2

*
2
4
3
,
/
+

全 面 实 施

&
'
(

变
化

#

)

$

*
+
,
-
3

+
,
-
+

.
,
.
-

!
,
!
3

*
+
,
.
1

*
+
,
+
.

*
+
,
0
!

*
+
,
-
2

+
,
+
-

+
,
+
+

总
出
口
量
变
化

#

)

$

-
,
0
!

-
,
/
/

.
,
3
2

/
,
-
1

*
+
,
!
0

*
+
,
+
3

*
+
,
-
!

*
+
,
+
1

+
,
+
+

+
,
+
+

总
进
口
量
变
化

#

)

$

-
,
2
4

0
,
+
1

!
,
-
3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贸
易
余
额
变
化

#
百
万
美
元

$

*
0
0
4
/
,
0
3

*
-
1
3
!
,
4
+

2
3
3
,
!
4

-
2
4
4
,
!
1

*
1
2
,
-
.

*
-
,
3
!

*
1
0
,
4
4

*
-
-
!
,
4
3

0
/
,
/
!

-
+
2
,
0
!

贸
易
条
件
变
化

#

)

$

*
+
,
0
1

*
+
,
.
0

-
,
1
0

-
,
/
2

*
+
,
-
3

*
+
,
+
3

*
+
,
-
0

*
+
,
+
/

*
+
,
+
0

*
+
,
+
-

福
利
变
化

#
百
万
美
元

$

*
-
/
+
.
,
0
3

/
4
2
,
/
!

!
.
.
!
,
.
-

1
.
2
-
,
3
3

*
!
4
/
,
4
/

*
2
0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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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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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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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9

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
;;?

""

两岸大部分制造业产业将受益于
+&U9

的全面实施#其中大陆出口增加

幅度最大的产业包括钢铁)化学塑料橡胶制品)机械)其他运输工具)纺织

和金属制品#而台湾在化学塑料橡胶制品)纺织)皮革及其制品)汽车及零

件)机械)非铁金属和钢铁等出口的提高幅度均超过
!$L

#表明台湾在这些

行业均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且主要出口大陆$如大陆市场占台湾化学塑料

橡胶制品)机械)钢铁和纺织业的出口比例分别高达
%>7>!L

)

%?7%#L

)

%;7$<L

和
""7K!L

#而且大陆这些产业的关税均高于台湾#导致两岸贸易自

由化后大陆对台湾的进口需求大幅增加#从而带动台湾生产扩张 !史惠慈等#

#$$?

"$值得强调的是#两岸由于在钢铁)化学塑料橡胶制品)机械和纺织等

方面具有各自的行业竞争力#使得
+&U9

的全面实施导致两岸对其他地区的

出口均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大陆制造业的要素禀赋和成本优势对台湾出口

世界其他地区的部分产业存在一定的竞争效应#导致台湾的要素资源流入其

他具有比较优势和高收益产业#对台湾部分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的生产

和出口产生负面冲击#如成衣和木材制品出口分别下降
<7!$L

和
K7#%L

$

如果两岸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则大陆在除商品买卖外的水上运输)通

信服务)保险)空中运输)营造工程)工商服务等方面的服务贸易将全面增

加#而台湾除住宅服务外的其他服务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过#考虑

到营造工程和运输仓储等服务业涉及重要的就业问题#而金融保险产业则存

在资金安全问题#因此在两岸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这些服务业可能会受限而使

其实际影响减弱$

七!结
""

论

针对
#$!$

年
<

月
#?

日签署的 1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2#本文基于多国

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PJ9\

及其最新数据库#根据两岸

加入
MJN

)中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内地与香港
&+\9

协定等进行关

税和贸易自由化校准#模拟出更新的全球贸易数据库并作为校准的模拟基准#

再基于
+&U9

'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和 '全面实施零关税(两种情况设

定两岸贸易自由化的降税冲击#考虑作为两岸重要中转地的香港因素#分析

静态和动态条件下
+&U9

对两岸三地经济贸易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研究发现%短期内
+&U9

早期收获计划将对大陆
PZ\

)贸易余额和贸易

条件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但在长期动态条件下将显著促进两岸的经济增长)

贸易往来和福利水平#而且台湾的改善幅度均大于大陆$与此同时#早期收

获计划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冲击#其中作为两岸重要贸易中转地的中国

香港地区所受影响最为显著#日本)韩国和东盟在制造业和农业方面与中国

台湾地区存在竞争导致这些地区的出口量)

PZ\

和福利水平下降#而美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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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影响并不显著$

如果在早期收获计划的基础上全面实施零关税#则两岸三地的影响幅度

加大但变化方向基本不变$此外#由于静态模型假设要素禀赋固定#而动态

模型则考虑了现实存在的厂商资本积累效应#导致
+&U9

的动态效应普遍大

于静态效应$

+&U9

全面实施零关税对各产业的长期影响存在差异%大陆的食品加工)

能源以及蔬菜及水果)纤维作物)渔产等农产品出口略有增加#但其他农产

品出口将普遍下降#而台湾农产品出口普遍提高&两岸制造业出口普遍增加#

其中大陆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产业包括钢铁)化学塑料橡胶制品)机械)其

他运输工具)纺织和金属制品#而台湾在化学塑料橡胶制品)纺织)皮革及

其制品)汽车及零件)机械)非铁金属和钢铁等出口的提高幅度均超过
!$L

$

不过#台湾部分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如成衣和木材制品出口下降$如果

两岸开放服务贸易#则大陆在除商品买卖外的服务贸易将全面增加#而台湾

除住宅服务外的其他服务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当然#如何分析两岸贸易自由化对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如何评估

投资便利化及吸引非成员国投资产生的效应#以及如何考虑存在不同的市场结

构和失业状况对贸易自由化效应的影响#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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