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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RCEP的签署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形成，有助于中国减小对欧美国家的依赖，逐步成为

亚洲价值链的枢纽，中心地位不断增强，并促进中国更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RCEP与北美、欧盟自

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有助于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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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gning of RCEP marks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which 
helps China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gradually become a hub 
of the Asian value chain, continuously enhance its central position, and promote China’s better in-
tegration in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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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between RCEP, North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rea will help China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and promote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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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1 月 15 日，经过长达 8 年的谈判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成员国

共十五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RCEP 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起统一的市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促进区

域开放。RCEP 是一个现代化的、全面的、互惠的、高品质的自贸协定，意味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现在，该协定已涵盖了 15 个国家。到 2020 年，RCEP 成员国约 22.7 亿人，国内生产总值

为 26 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 10 万亿美元，两者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大约 30%，如表 1 所示，

高于现有的两大区域贸易集团“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及“美墨加三国协议”(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成为覆盖范围最广的自由贸易协定。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cale of the three major free trade agreements 
表 1. 三大自贸协定规模比较 

协定名称 人口(亿) 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 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 

RCEP 22.7 30 38.3 

CPTPP 4.98 13.2 34.8 

USMCA 4.97 27.3 28.3 

2. RCEP 背景与意义 

2.1. RCEP 签署背景 

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入 WTO。加入 WTO 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提供了动力，二十多年间中

国经济大幅增长。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8.7 倍和 7.4 倍，商品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服务贸易额则由世界第十一跃居世界第二。多次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

WTO 运行机制在争端解决、决策程序、承诺方式等方面面临着严重阻碍。不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机

制来看，目前 WTO 难以很好解决现有的国际贸易与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各国贸易与投资流动。因此，

我国在亟待 WTO 改革的同时开始寻求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签署前，由日本领导的 CPTPP 和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自由贸易协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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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希望通过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高产品管理、设计、安全、环保等壁垒，快速更迭产品，

迫使发展中经济体从其引进先进设备及配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创新。此外，为缓解

及转嫁国内的就业矛盾，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施加保护性关税等手段使得中国制造业回

流，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来自 WTO 的严峻挑战与外部贸易环境冲击，中国亟待变革以

往的贸易关系，并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构建自身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与产业链，从而使“中国制造”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更大的提高，实现价值链的地位升级。如果中国通过加入 RCEP，成为区域价值

链的制定者与管理者，将能获得更多话语权，克服经济逆全球化浪潮中的诸多风险挑战。 

2.2. RCEP 签署意义 

RCEP 签订与生效前，东盟同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签订并生效实施了双边“10 + 1”
自贸协定，协定相对较为复杂，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实施上存在困难。RCEP 是对现行“10 + 1”自贸协

定的系统性提升，旨在区域内形成一个统一、完善的规则体系，降低经营成本与经营不确定性风险。具体

对比如表 2 所示，RCEP 对亚太区域内已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并与其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使得区域内总体开放水平显著提高，构建区域内的供应链与价值链。RCEP 成员国间可以通过

彼此的比较优势互补推动多方贸易发展，促进了货物、技术、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跨界流动，形成“贸易

创造效应”与“福利效应”。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RCEP and the “10 + 1” Agreement 
表 2. RCEP 与“10 + 1”协定比较 

数量 东盟–中国 东盟–韩国 东盟–日本 东盟–澳新 RCEP 

关税减让 √ √ √ √ √ 

原产地规则 √ √ √ √ √ 

技术壁垒 √ √ √ √ √ 

海关措施 ⚪ ⚪ √ √ √ 

检验检疫 √ √ √ √ √ 

贸易救济 √ √ √ √ √ 

投资 √ √ √ √ √ 

服务贸易 √ √ √ √ √ 

知识产权 ⚪ ⚪ √ √ √ 

政府采购 × × √ × √ 

竞争政策 × × √ √ √ 

电子商务 ⚪ ⚪ √ √ √ 

劳工标准 × × × × × 

环境政策 ⚪ ⚪ √ × × 

经济技术与合作 √ √ √ √ √ 

争端解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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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非经济因素变量增多的挑战，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外溢至经济贸易领域，

不同程度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行。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

垒明显增多[2]。RCEP 成员涵盖了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在经济与产业结构间均存在较强的差异与

互补性，RCEP 的自由、便利化措施与统一的贸易规则，既能带来新的贸易投资增量，又能使该地区的

市场潜能得到充分挖掘，产生更多的新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 

3. RCEP 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及区域价值链的影响 

随着技术革命的完成，世界上信息成本、交易成本、运输成本纷纷下降，使得国际分工不断涌现，

不断利用各个国家、地区的比较优势，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到如今的产品内分工，从而使

得产品生产突破了地理限制，逐步形成了以美国、德国、日本为首的三足鼎立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以

及结构化的国际生产网络。过去三十年，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的构建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

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不需要从头开始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仅需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专业

化地从事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中的某一特定环节。 
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开始由高速发展转入调整期，同时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世界范

围内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全球价值链也出现了停顿和收缩[3]。许多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既得利

益者，为缓解自身就业问题等矛盾及出于巩固自身地位、防止发展中国家超越的考虑，一方面通过制裁

与加高关税等手段抑制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实现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向中高端产业的跃迁，另一

方面大力推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段回流。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停滞及萎缩的过程中，在发

展中国家，利益，机会，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等问题持续累积，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更严重制约了全球

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抑制了各国间资源及产品的流动，降低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效率。以上种种问题

的解决亟待区域价值链的形成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3]。 
中国当前正加快建设以周边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与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3]。RCEP 的签订将

对中国提升自贸区质量、开拓多元化市场、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具有重要影响。 

3.1. RCEP 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将最终产品生产到销售的过程进行跨国分工，将不同生产阶段分

散到不同地区以实现合作生产，借由中间产品将各个生产阶段连接起来，从而形成的全球范围内的生产

网络，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更多的产品附加值。RCEP 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水平方面具有巨

大的差异性与互补性。RCEP 的签署，有助于中国充分利用好各成员国间的差异性与比较优势，使中国

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RCEP 还通过降低关税，减弱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显著增强了中国与成员国

间贸易往来，降低贸易成本，也产生了中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转移效应[2]。RCEP 对中国嵌入全球

价值链的影响主要包含了生产技术、资源禀赋和贸易成本三个方面的比较优势[4]。 

3.1.1. RCEP 提升中国的生产技术 
加入 RCEP 增强成员国间的合作，使中国生产技术提升，技术优势增加，有助于中国加速嵌入全球

价值链。一国的生产技术决定了其研发水平，进而决定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技术优势的

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设计、营销、售后等全球价值链两端的活

动，往往具有极高的附加价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精密仪器的设计与研发往往需要专业的技术，只能通

过发达国家来进行，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配件、组装等往往是由发展中国家来进行。中国目前处于全

球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在缓慢向价值链高端进行攀

升。RCEP 的建立是中国首次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有助于中国向日本等区域内发达国家学习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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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此外，RCEP 的签订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有助

于中国吸引 FDI，从而对中国产生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外商还通过在中国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将

部分先进技术引入国内，促进了同行业企业的竞争产生溢出效应，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生产技术提升，

使得中国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促进中国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提升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1.2. RCEP 优化中国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特征的差异化是进行国际分工、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一国具有资源禀赋能决定其在全

球价值链的位置，RCEP 帮助中国改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RCEP 的签署标

志着一个更加统一、开放、宏大的市场，中国的跨国公司能够更加多元与快捷地获取资源，企业各种成

本大幅降低，并为企业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形成自身优势。因此，中国跨

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成员国资源禀赋优势主导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程度[5]。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水平方面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与互补性[6]。其中成员国

中既包含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也包含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上的优势对中国进行投资，加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参与程度。在资源

水平方面 RCEP 参与国也存在巨大差异，既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等自然资源优势国，也有新加

坡、日本、韩国等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中国可通过与自然资源优势国合作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降低

生产成本。 
中国字加入 WTO 以来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低端产品的“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

了动力。然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升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难以维持在长期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地位。RCEP 签订后，宽松的原产地规则与优惠政策更有利于吸引并激励实施全球采

购战略的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提升了对中国的投资区位优势，FDI 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增加

在产品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提高产业的比较优势，更有助于中国嵌入到投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

外加中国长期对教育的投入，人力资本不断增长，中国正逐步将全球价值链的末端环节向老挝等发展中

国家进行转移，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正逐步向中上游提升。 

3.1.3. RCEP 降低中国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必不可少，在跨国贸易中贸易成本会随之累积，在贸易成本中占有比

较优势时会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及区域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RCEP 的签订，关税和原产地

规则等优惠政策使得中间品价格下降，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使得全球供应链向 RCEP
区内转移，中国作为成员国必然会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提升。从 RCEP 中规定的关税条款来看，成

员国之间达到零关税的产品占比达到 90%以上，这就意味着在 RCEP 框架下货物贸易领域内开放水平要

高于 90%。一方面，由于 RCEP 的贸易创造效应，对于从事国内生产的企业会从区内进口成本更低的中

间产品，扩大了中间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为区内价值链的形成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奠定了基础。另一

方面，由于贸易转移效应，对于从事全球化采购战略的企业为享受优惠关税税率，在 RCEP 签订后会调

整产品的生产策略，提高区内中间产品的采购量，降低出口产品中的非原产成分。RCEP 签订后，贸易

成本降低所产生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改变了跨国企业的中间产品的采购策略，打破了原始的中间

产品供应链条，并以贸易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与区内成员国间建立新的供应链条，将区内中间产品供应

商纳入到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实现区域价值链的重构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促进区内中间产品供应

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而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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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CEP 对中国区域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必然会严重冲击亚太区域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的构

成中，国际分工因素导致全球贸易中间品占比越来越大。全球价值链重塑导致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以

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国家必然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公正待遇，而处于价值链枢纽的国家将受到更大冲

击。亚太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枢纽的是 RCEP 成员国中国与日本，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冲击风险更加严重，

因此亚太价值链参与者必须减少对欧美国家的经济依赖，加强彼此经济间的高度融合，使亚太价值链进

一步稳固[7]。RCEP 通过减少甚至消除地区成员间的市场准入壁垒，让本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变得更

为紧密和顺畅，逐渐建立起覆盖 15 个国家的、开放繁荣的地区一体化大市场，对促进地区贸易投资增长、

经济复苏与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合作伙伴，此前

并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存在关税障碍阻碍双边的贸易往来。日韩之前也未签订过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RCEP 正式实施后，中、日韩三国巨大市场形成，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空前的红利，并通过构建网

络化的产业链与价值链，与东盟国家建立更深的经济联系，使得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大大提

升，在亚太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 
在货物贸易方面，协定生效后，10 年内将实现 90%以上的货物贸易零关税，大幅降低了中国与成员

国间的贸易成本与价格，提升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就最终开放水平而言，各成员国之间的开放程

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自由化程度差别较大。自由化程度是一个国家总进口中可以自由进口的比例。具

体到非东盟国家来看，如表 3 所示，中国、日本、韩国承诺的自由化率分别在在 86%~91%、81%~88%、

83%~91%之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 RCEP 成员国承诺的自由率均为 98.3%和 91.8%。就东盟国家而言，

新加坡与文莱分别承诺 100%、98.2%自由化率，自由化承诺最高，其中新加坡的关税在协定生效后全部

取消；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的平均承诺自由化率在 90%以上，而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

的自由化率在 86%以上[1]。降低关税使得各国企业所面临的关税压力降低，有利于中国优质产品走出去，

开拓广阔海外市场，加快内外部竞争，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增强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 
 
Table 3. RCEP member countryfree trade rate 
表 3. RCEP 成员国贸易自由化率 

 东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中国 90.5 − 86 86 90 90 

日本 88 88 − 81 88 88 

韩国 90.7 86 83 − 90.5 90.6 

澳大利亚 98.3 98.3 98.3 98.3 − 98.3 

新西兰 91.8 91.8 91.8 91.8 91.8 − 

新加坡 − 100 100 100 100 100 

文莱 − 98.2 98.2 98.2 98.2 98.2 

菲律宾 − 91.3 91.1 90 91.1 91.1 

马来西亚 − 90.2 90.2 90.2 90.2 90.2 

印度尼西亚 − 89.5 89.5 89.5 90.8 91.5 

泰国 − 85.2 89.8 90.3 91.3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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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越南 − 86.4 86.7 86.7 89.6 89.6 

柬埔寨 − 87.1 87.1 87.1 87.1 87.1 

缅甸 − 86 86 86 86 86 

老挝 − 86 86 86 86 86 

 
在服务贸易与投资方面，成员间将以负面清单模式实现高水平开放，减弱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性

和歧视性措施，推动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的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通。7 个国家(日本，

澳大利亚，韩国，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做出了关于服务贸易和全部投资领域采用负面清单

模式的开放性承诺，同时，新西兰，菲律宾，泰国，越南，在协定生效 6 年内完成逐步转变，柬埔寨、

老挝和缅甸的服务贸易将在协议生效 15 年内过渡为负面清单模式。在投资方面，剩下的八个国家对

非服务行业做出了更高程度的投资开放承诺。各成员国的服务贸易与投资承诺均高于原有的“10 + 1”
自贸协定。中国的外资利用主要来源于东盟、日本和韩国，区域内统一规则使得投资者发展的市场空

间扩大，对区域外的投资者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加速对中国的投资。RCEP 的生效有助于巩固中国

在亚太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及亚太区域产业链、价值链的融合

[1] [4]。 

4. 总结 

RCEP 的签署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形成，对中国提升自由贸易区质量、开拓多元

化市场、构建“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意义[8]。与中国以往设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RCEP 规则条款

设置相对简洁，使用了大量的选择性标准，限制程度低，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

改变区内与区外的贸易流向和投资流向，扩大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提升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促进全

球价值链的重构，进一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与升级。RCEP 建立有助于顺应全球价值链中“多极雁

行”的发展趋势，加速了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的地位转变[9]。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充分

利用 RCEP 的东风，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促进以“美–中–德”为核心的三足鼎立

的全球价值链形成。因此，RCEP 对于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将深刻为中国经济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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