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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一韩 ＦＴＡ 的经济效应

＊

——

对双边贸 易 流 的经验分析框架

沈铭辉 张中元

【提 要 】 本文基于韩 国进出 口 贸 易情况 , 将贸 易 引 力模型和双重差法结合起来 , 实证

分析检验 、 预测 中韩 ＦＴＡ 建立对韩国进 出 口产品产生的 贸 易效应 。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 , 韩

国产品 出 口弄质性影响非常明显 , 韩国 与发展中 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能够显著促进其对 贸 易伙

伴的商品 出 口
, 但韩国 与发达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却显著地降低其对贸 易伙伴的 商品 出 口

；
另

外 , 韩 国对外签署的 ＦＴＡ对韩 国 的进口 影响不显著 。 因此 , 构建 中
一韩 ＦＴＡ 不仅有助 于

推动两 国双边贸 易的发展 , 更为重要的是 , 中
一

韩 ＦＴＡ 将为 东 亚合作提供新动力 , 帮助 中

韩两 国更好地参与 新
一轮的 国 际贸 易规则重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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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 1 1 月 ＡＰＥＣ 峰会期间 , 中国 国家主个章节 。 同时 , 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

席习近平与韩国 总统朴槿惠在北京会晤 , 双方面清单模式继续展开服务贸易谈判 , 并基于准

共同确认中
一

韩 ＦＴＡ 结束实质性谈判 , 随后两入前国 民待遇和负 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 ,

国政府签署了结束中
一

韩 ＦＴＡ实质性谈判的会中
一

韩 ＦＴＡ 有望成为
“

利益大体平衡 、 全面 、

议纪要 。 中
一

韩 ＦＴＡ 是迄今我 国对外签署的覆高水平
”

的 ＦＴＡ。

盖领域最广 、 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 ＦＴＡ。 根从 1 9 9 2 年中韩两国签署建交公报 , 到 1 9 9 8

据谈判成果 , 中
一韩 ＦＴＡ 货物贸易 自 由化水平年金大中 总统访华宣布建立

“

合作伙伴关系
”

,

较高 , 在 9 0 ％税 目上的商品或 占进 口额 8 5 ％ 的 2 0 0 3 年双边关系升级为
“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

,

商品上实现了关税减免 。 具体而言 , 中 国将在 2 0 0 8 年李明博总统访华将中韩关系又提高至
“

战

9 1％税 目商品上或占进 口 额 8 5％ 的商品上逐步

取消关税 ； 韩国将在 9 2 ％税 目商品上或 占进 口＊ 基金项 目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亚太主要区域贸易

额 9 2 ％的商品上逐步取消关税 , 其中 中方约 占协定的生产 网络效应 与 中国 对策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进 口额 4 4％的商品和韩方约占 5 2 ％的商品将立ｗｂｇｊ ｃ
ｗｗ 、 中国

一东盟研究院
“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

即实现零关税 。
①另外 , 中一韩 ＦＴＡ不仅涉及货团队发展计划

”

资助 ( 合同编号 ：
ＣＷ 2 0 1 4 0 5 ) 阶段性研究

物贸易 , 还包括服务贸易 、 投资 、 电子商务 、

① 宋志勇 ： 《中韩 ＦＴＡ对东亚区域格局的影响分析 》 , 《 东北

竞争政策 、 政府采购、 环境等 1 7 个领域共计 2 2亚论坛》 2 0 1 5 年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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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辉 张中元 ： 中一韩 ＦＴＡ 的经济效应
——对双边贸易流的经验分析框架


略合作伙伴关系
”

,

？ 中韩双边关系得到了快速和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 , 尤其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 中 国 巳经成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在中
一

韩 ＦＴＡ 经

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 最大的 出 口 市场 、 最济效应研究中 , 假设了 中
一

韩 ＦＴＡ 全部商品实

大的进 口来源地 、 最大的对外投资对象国 ； 韩现零关税和降低 5 0 ％ 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水平

国则是中 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投资来源两个情景 , 分别采用静态和动态两种一般均衡

地 。 如果顺利 , 中
一韩 ＦＴＡ 有望在 2 0 1 5 年上模型 , 对中一韩 ＦＴＡ 的部分经济效应进行了测

半年签署 , 在下半年就得 以实施 。 届 时 中韩双算 。 静态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 情景
一

(零关

边关系不仅会得到实质性推动 , 而且双边的经税 ) 下 , 韩 国 出 口 增 长 4 ． 7 5 6 ％
, 进 口 增 长

贸关系将会得到有约束力 的制度保障 , 两 国关 5 ． 1 5 2 ％
； 而中国 出 口 增长 3

． 5 3 7 ％ , 进 口增长

系有望进入
“

中韩新时代
”

。 4 ． 7 3 2 ％ 。 情景二下 , 韩国 出 口增长了 4 ． 7 8 7％
,

、进 口 则 增 长 了 5 ． 1 8 2 ％ ； 中 国 出 口 增 长 了
—

、

3 ． 5 6 1 ％
,
进 口增长了 4 ． 7 6 3 ％ 。 基于资本积累

自从 2 0 0 4 年 9 月 , 中韩两国经贸部长在
的动态模型 , 研究结果与静态模型基本一致 ,

“

1 0 ＋ 3
”

财长会议上就双方开展 民间 中
一

韩
只是进出 口贸易增长幅度稍有提高 赵金龙利

ＦＴＡ 可行性研究达成－致以来 , 中韩顧就－
用－般均衡 —到 了类似＿论 ’ 即 中

直在持续推动构建中
—

韩 ＦＴＡ
。 随后在 2 0 0 5

？

—

韩 ＦＴＡ国 的 出 口 和进 口 分别

2 0 0 6 年间 , 中 国 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ＤＲＣ ) 4 ． 6 2 ％和 7 ． 6 3 ％ , 使得中 国的出 口 和进 口增长

和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Ｋ ＩＥＰ ) 开展 了 中
一

韩 ＦＴＡ 的民 间可行性研究 。 2 0 0 6 年 1 1 月 ,

型基础上的研究 , 基本也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

中韩两国经贸部长在 ＡＰＥＣ 会錢间 , 就双方
例如黄鹏等 的研究发现 ,

一

中—韩打八可以令韩

开展中
一韩 ＦＴＡ 官产学联合研究达成—致 ,

经 国 出 口增长 1礼 2 7 亿美元 ’ 进 口增长 Ｉ 6 亿

过三年多的联合研究 , 麵政府于 2 0 1 0 年 5 月
美元 ； 中国出 口增长 1 2 9 ． 5 0 亿美元 , 进 口增长

宣布完成官产学联合研究 。 经过－系列准备和
1打． 7 2 亿美元 王琳采用了较为现实的假设 ’

预谈判后 , 中韩两国于 2 Ｇ 1 2 年 5 月 宣布正式启
即农产品 、 汽车■工产品等作为＿产品＆

动中
一

韩 ＦＴＡ 谈判 , 在经过了1 4 轮双边谈判
降税 5 0 ％ , 其他制成品实现零关税 , 其研究发

后 , 中
一韩 ＦＴＡ 终于在 2 0 1 4 年 1 1 月结束实质

现韩 国 的 出 口 和进 口 将分别 增长 0 ． 2 8 ％ 和
、

 0 ． 5 6 ％
, 中 国的出 口 和进 口 则分别增长 0 ． 2 4 ％

1 9 9 2 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 , 中韩双边贸易 和 0 － 3 3 ％ 。

⑤ 基于引力■的相关研究虽然采用

始终保持了约 2 0細物職 ,

的摊与前述－般職翻錢不同 , 但是宋

额如期于 2 0 1 5 年实现 3 0 0 0 亿美元的 目标 , 那么
晶恩对中一韩 ＦＴＡ进行妳研究结果表 日月 , 中

一

中韩双边贸易额将实现比建交时增长 6 0 倍的巨


大成就 。
一般而言 ,

ＦＴＡ 有助于提高参与方的① 胡〒 ：
辉 ：

？

中韩贸 易 如 年 ： 回顾与展望 》 , 《东北亚

双边贸易 , 进而推动其经济发展 。 中一韩 ＦＴＡ
② Ｈ (ｍ

ｇ
ｓｈｉｋ＆Ｈｙｅｊ

ｏｏｎＩｍ
, ＩｎｋｏｏＬｅｅ

, ＢａｃｋｈｏｏｎＳｏｎｇ

对韩国经济而言格外重要 , 这是因 为一方面  9ａｎｄＳｏｏｎｃｈａｎＰａｒｋ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Ｅｆ 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Ｋｏｒｅ ａ－Ｃｈｉｎａ

韩国 已经与美国 、 欧盟等大型经济体签署实施
■ 3 1 1 ( 1Ｐｏ 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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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3 0 ,  2 0 0 5
, ｐｐ．  7 0

—

7 2 ．

了ＦＴＡ , 
—旦与中 国签署实施 ＦＴＡ

, 将有助于
③ 赵金龙 ？

《 中韩 自 由 贸易 区的经济成效预测与分析 》 , 《 韩国

形成以韩国 为
“

轮轴
”

的
“

轮轴
一辐条

”

结构 ,研究论丛》 2 0 0 8 年第 2 期 。

；
国

2

享

＝
有

＝
国 0

棠
■基

面 , 中
一韩 ＦＴＡ 的建义 , 将为两国止业提供更 ⑤ 王琳

：
《 中韩 自 由 贸易协定经济效应 的再分＾

一基于

为可靠的贸易投资机制保障 , 有利于双边贸易ＧＴＡＰ模型研究》 , 《国际商务研究 》 2 0 1 3 年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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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ＦＴＡ对双边贸易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 贸易总这种差异对预测中
一

韩 ＦＴＡ 建立对韩国进出 口

额将会提高约 5 9 ． 8 ％ 。

？产品产生的贸易效应至关重要 , 本文的实证结

其他
一

些研究 , 则是将中
一

韩 ＦＴＡ 置于一 果也支持这一预判 。 第三 , 在对 比韩国与发展

个更大的比较研究的框架内 , 例如韩 国三星经中经济体 、 发达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带来的差异性

济研究所在农产品关税削减 5 0％ 和工业制成品影响基础上 , 本文有针对性的设定了几种情形 ,

实现零关税的假设基础上 ,
以资本积累模型对测算中

一

韩 ＦＴＡ 对中 国和韩国 的贸易效应 , 以

中一韩 ＦＴＡ 、 韩
一

美 ＦＴＡ 和韩 国
一

欧盟 ＦＴＡ期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

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对比研究 , 研究发现中
一韩＿＿

ＦＴＡ 的经济效应最为显著 , 能够推动 出 口 增长
一、 ？莫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4 ． 2 8 ％ , 推动进 口增长 4 ． 9 3 ％ 。

② 其他研究也得 (

一

) 估计模型设定与估计
出 了类似结论 , 即对韩国而言 , 中

一

韩 ＦＴＡ 比韩国只与部分经济体签署了
ＦＴＡ

, 这为本
ＬＦＴＡ巾—＃ ＦＴＡ

文考察打八 的双边贸易效应提供了一个 自然试
双＆

验 , 即我们可以将韩睡对外贸易伙伴分别归
ＦＴＡ 的 3 1 ％ , 甚至可以和北美 自 贸区提高了美 人对照组和处纖 , 用欢重差分 (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ｉｎ

－

Ｓ与墨西哥双边贸易的 6 0％？ 7 0 ％ 巨大贸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检验 ＦＴＡ 实施前后 , 不同组别进 、

应相媲美
：

③ Ｙｏｏｎ 的研究发现 , 中
一

韩 ＦＴＡ 将
出 口额的变化情况 。 具体来说本文将与韩 国签

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发展 , 韩国 的货物贸易 出 署 ＦＴＡ 的经济体归人处理组 , 没有与韩国签署
口将增长 1 ． 9 2 ％

, 进 口增长 4 ． 6 0 ％
；
而中 国的

ＦＴＡ 的经济体归 入对照组 , 比较与韩 国签署
出
＾
将增长 2 ． 2 7 ％ , 进 口增长 3 ． 1 2 ％ , 对韩国 ＦＴＡ前后 , 处理组和对廳之间进 、 出 口额变

ｍ言 ’ 中
一

韩 ＦＴＡ 的 贸 易 效 应 优 于韩一 日
化的差异 。 按照双重差分法的基本设计方法 ,

ＦＴＡ。

？ 更有研究将 ＴＰＰ 纳人了考虑 , 该研究 丨 ： 双

发现与仅加人中
—

韩 ＦＴＡ 比较 , 伴随着韩 国同Ｔｒａｄｅｋ
＝

ａ。＋ＡＤＦＴＡｔ
＋氏ＤＴｉ

时加人中
一

韩 ＦＴＡ 和 ＴＰＰ
, 韩国 的进出 口 贸易＋体 ( ＤＦＴ1Ａ＊ＤＴ ) ＋ｅ ( 1 )

将会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 , 而中 国 的进出 口 贸其中 ,
丨 表示经济体 ,

ｔ
‘示＆期 ；

Ｔｒａｄｅ

細会相应降低 。 働ｎ韩国仅加Ａ巾一韩 ＦＴＡ
,

是韩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流量 (
一般取

韩国 的 出 口 和进 口分别提高 2 ． 1 3％和 4 ． 3 0 ％ ,

自然对数 )
；
ＤＦＴＡ 和 ＤＴ分别为组别虚拟变量

中国 的 出 口 和进 口分别提高 1 ． 1 0％ 和 1 ． 5 1％ 。 和时期虚拟变量 , 如果某经济体属于处理组 ,

如果韩国同时成功加人中
一

韩 ＦＴＡ 和 ＴＰＰ
, 韩 即该经济体与韩国签署了ＦＴＡ

, ＤＦＴＡ 赋值为
国 的出 口 和进 口分别提高 4 ． 6 6 ％和 8 ． 6 3％ , 中
国 的出 口 和进口分别提高 0 ． 8 0 ％和 0 ． 8 2 ％ 。

⑤ｍ 邮 因 过不純引 ＋細他出驻白 士 概巨 他如电 、

＆① 宋晶恩 ： 《基于贸易 引力模型的 中韩 自 由贸易 协定研究 》 ,

本文在仏 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在以下方《当代经济研究 》 2 0 1 1 年第 5 期 。

面对中
一

韩 ＦＴＡ 经济效应的研究做了改进 ： 第② ＰＡＲＫＢｕｎ＂Ｓｏｏｎ
,
ＫＩＭ Ｈｗａ

－Ｎｙｅｏｎ ,ＫＷＯＮ Ｈｙｕｋ
－

Ｊａｅ ａｎｄ

一

, 基于 ＣＧＥ模型进行的模拟 , 其模型的假设
ＰＡＲＫ＾“

3 0 0
＇Ｋｏｒ 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Ｍｅａｎｉｎ
ｇ
ｓ^

Ｍａ
ｊ
ｏｒＩｓ ｓｕｅｓ

,Ｓａｍｓｕ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

即提和设定形式非常严格 , 因而其结果的可信Ｍｏｎｔｈｌｙ
Ｆ。ｅｕ ｓ Ｎ。 6

＿

2 0 1 1
, Ｊｕｎｅ  2 0 1 1

, ｐ
． 1 1 ．

性往往会受到质疑 , 本文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 ,③ Ｓｕｎｇｈｙｕｎ Ｈ ｅｎｒｙＫｉｍａｎｄＳｅｒｇｅＳｈ ｉｋｈｅｒ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

将贸易引力模型和双重差法结合起来进行实证
ｅｆｔｅＳ°ｆｔｈｅＫ°ｒｅａ

＂Ｃｈｉ
ｎａｆｒｅ＾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 ｒ
,  2 0 1 4 , ｐ． 1 5 ．

分析检验 , 有利于控制影响成员 国双边贸易的 ④ Ｙ。ｕｎ
ｇ
Ｍａｎ Ｙｏｏｎ

, ＣｈｉＧｏｎ
ｇ

ａｎｄＴａｋｅｄ。ｎｇＹｅｏ
,
ＡＣＧＥ

不可观测因素 , 提髙 了参数估计量的
一

致性 ,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ｓ ｏｆＦｒｅ 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 ｔｓ 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 ａ , Ｊ ａｐａｎ ＊

因而使用双重差法所得出 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
ａｎｄ Ｋ。ｒ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ＫｏｒｅａＴｒａｄｅ
, Ｎｏ． ｌ

,
 2 0 0 9 , ｐｐ． 5 5

－

5 7 ．

服力 。 第一 ’ 韩国与发展 中经济体 、 发达经济
⑤ 湖春 ： 《ＴＰＰ 背景下中韩 自 由贸易 区的经济效应一基于

体签署 ＦＴＡ 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 而区分ＧＴＡＰ模型的模拟分析 》
, 《亚太经济 》 2 0 1 4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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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辉 张中元 ： 中
一韩 ＦＴＡ 的经济效应

＾￣对双边贸易流的经验分析框架


1
, 如果该经济体属于对照组 , 则对 ＤＦＴＡ 赋值析时 , 不随时间变化的诸多因素都被差分掉了 ,

为 0
；
ＤＴ在经济体与韩 国签署 ＦＴＡ 之前赋值因此在模型 中加人 Ａ

,
( 不随时间变化 ) 个体效

为 0
, 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之后赋值为 1

；
ｅ

ｉ是误差应项 , 则包括了这些 因素变量 , 此外还在
一定

项 。程度上控制了影响双边贸易额的不可观测因 素 。

在对照组中 , 由于 ＤＦＴＡ＝ 0
, 因而在其他对面板数据模型 ( 2 ) 通常采用随机效应

经济体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前后 , 对照组成员与韩 (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 模型 、 固定效应 (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

国的双边进 、 出 口贸易额分别为 ：模 型或 混合 数 据 普通 最 小 二 乘法 ( ｐｏｏｌｅｄ

＾

ｔ
ａｏ＋ｅ ,ＤＴ

,

＝ 0ＯＬＳ ) , 随机效应与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之
‘

＼
ａｏ
＋＾2 ＋￡ ｉＤＴ

ｉ


＝
ｌ间的模型选择可以通过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统计量判

其中 ,
ＤＴ 

＝
 0 为其他经济体与－ 国签署断 ,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模型选择则 由 Ｈａｕｓ

－

ＦＴＡ 之前 ,
ＤＴ 

＝
 1 为其他经济体与韩国签署ｍａｎ统计量判断 。

ＦＴＡ 之后 。 (

二
)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相应地 , 对于处理组 , 某经济体与 韩 国签 1 ． 被解释变量

署 ＦＴＡ前后 , 其与韩国的双边进 、 出 口 贸易额本文以韩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流量

分别为 ：为被解释变量 , 处理为 出 口额 、 进 口额的 自然

＝

ｊ

ａｏ
＋Ａ＋＾ＤＴ

；

＝ 0对数值 , 分别标记为 ＬＮＥＸ 和 ＬＮ ＩＭ 。 贸易数
ｒａｅ

＂

 (

ａｏ
＋Ａ

＋Ａ 

＋
Ｊ
3ｓ＋ ｅ 4ＤＴ

ｉ 

＝
 1据来 自联合国

Ｕｎ
ｉ
ｔｅｄＮ ａｔ 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ｏｄ ｉ ｔｙ

Ｔｒａｄｅ

显然某经济体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前后 , 对照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数据库 , 样本中选择的韩国贸易伙伴

组的进 、 出 口 贸易额变动为 啟 , 而处理组的进 、 共有 1 5 1 个经济体 , 样本 区 间 为 1 9 9 9 年至

出 口 贸易额变动 为 Ａ ＋Ａ , 因此交叉乘积项 2 0 1 3 年。

ＤＦＴＡ ＊ＤＴ 的系数 译 是某经济体与韩国签署 2 ． 控制变量

ＦＴＡ对其双边进 、 出 口 贸易额变动产生的净效除了
ＤＦＴＡ 、 ＤＴ及其交叉乘积项等虚拟变

应 ( 即为平均处理效应 ) , 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系量外 , 方程还包括如下控制变量 ：

数 。 如果某经济体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能够促进双市场规模变量 ( ＬＮＧＤＰ ) ： 以 2 0 0 5 年价格

边进 、 出 口贸易 , 则 译 应该显著为正 。计算的经济体 ｉ 的 ＧＤＰ 自然对数值 。

在 ( 1 ) 式的基础上 , 我们希望控制其他因经济增长率 (ＧＤＰＧ ) ： 经济体 ｉ 的 ＧＤＰ 年

素对某经济体与韩国双边进 、 出 口 贸易额的影增长率 。

响 , 将以上双重差分估计模型与贸易引力模型人均收入 ( ＧＤＰＰＣ ) ： 以 2 0 0 5 年价格计算

结合 ：的经济体 ｉ 的人均 ＧＤＰ 自然对数值。

Ｔｒａｄｅ
, 

＝
？ 0 
＋ ？

ｉ

ＬＮＧＤＰ ,ＤＦＴＡ

,通货膨胀率 ( ＣＰＩ ) ： 以经济体 ｉ 的消费者价

＋
／＾
ＤＴ

, ＋＾ (ＤＦＴＡ ＾ ＤＴ＾
． ＋ｙ

＇

Ｘ
ｉ
＋ｄ,格指数计算的年度变化率 。

＋Ａ
,
＋ ｅｉ ( 2 )以上数据均来 自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其中 ,
ＬＮＧＤＰ是经济体 ｉ 的 ＧＤＰ ( 取 自然 ( ＷＤＩ ) 数据库 。 样本区间为 1 9 9 9 年至 2 0 1 3 年 。

对数 )
, 该变量反映了

一经济体的经济规模 , 在 (
三

)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经济体对贸易产品的供给截至 2 0 1 4 年 7 月 , 韩国 已与智利 ( 2 0 0 4 年

和需求能力
；

是控制变量 , 主要包括经济增 4 月生效 ) 、 新加坡 ( 2 0 0 6 年 3 月生效 ) 、 ＥＦＴＡ

长率、 人均收入水平 、 通货膨胀率等因素 ；
8
ｔ
 ( 2 0 0 6 年 9 月生效 ) 、 东盟 ( 2 0 0 9 年 9 月生效 ) 、

是时间虚拟变量 , 控制
一些趋势因素 , 如全球印度 ( 2 0 1 0 年 1 月 生效 ) 、 欧盟 ( 2 0 1 1 年 7 月 生

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 本文效 ) 、 秘鲁 ( 2 0 1 1 年 8 月 生效 ) 、 美 国 ( 2 0 1 2 年

没有添加贸易 引 力模型 中常用的距离 、 语言 、 3 月生效 ) 和土耳其 ( 2 0 1 3 年 5 月 生效 ) 等 国

文化等变量 , 是因为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 9 个 自贸协定 ,
此外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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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与哥伦比亚签署 自 贸协定 , 正待议会批准埔寨 、 印度尼西亚 、 老挝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生效 。 前 1 0 位贸易伙伴中 , 韩国 已同东盟 、 美新加坡 、 泰国和越南 。 本分组样本中包括了 1 1 3

国 、 欧盟 、 印度建成 自贸区 。个经济体 。

由于与发展 中经济体 、 发达经济体签署表 ！ 韩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样本组的数据统

ＦＴＡ 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 , 因此本文将计描述

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的经济体分为两类 , 考虑到东变量 样摊
｜

雕
｜

趙
｜Ｓ賴 最大值

盟 、 印度与韩■署 ＦＴＡ 生— 日麵接胆
—

 1 8 ． 3 8, 7 0, 7 9 2 5 , 7 1

同属于发展中经济体 , 因此将签署 ＦＴＡ 生效虚


…丄＝＾ＬＮＩＭ 1 8 0 9 1 7 ． 1 3 3 ． 6 4 4 ．
1 4 2 5 ． 1 8

拟变量 ( ＤＴ ) 自 2 0 1 0 年及以后赋值为 1
, 其他

情形为 0
； 东盟 、 印度是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的经 ＿＿ ＿＿ ＿＿＿＾＿＿^

济体 ’ 其虚拟变量 ( ＤＦＴＡ ) 赋值为 1
, 其他没ＬＮＧＤＰ 1 7 6 0 2 3 ． 9 6 2 ． 2 51 8

． 5 8 3 0 ． 3 1

有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的经济体为 0
。ＧＤＰＧ 1 7 5 3 0 ． 0 4 0 ． 0 6

－

0 ． 6 2 1 ． 0 4

表 1 给出了韩 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ＬＮＧＤＰＰＣ 1 7 5 3 8 ．
 0 3 1 ． 5 8 4 ．  8 7 1 1 ． 1 2

样本组的数据统计描述 , 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的 国ＣＰＩ 1 6 4 5 0 ． 2 5 6 ． 0 3
－

0 ． 1 0 2 4 4 ． 1 1

家是东盟与印度 , 其中东盟 国家包括文莱 、 柬

表 2 东盟、 印度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对其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ＤＴ1 ． 2 9 6 

…

 1 ． 3 5 2 

＾

 1 ． 3 6 2
—

 1 ． 8 6 4 

…

 1 ． 9 7 4 

…

 1 ． 9 9 3 

—

( 1 1 ． 6 5 ) ( 1 3 ． 6 6 ) ( 1 3 ．
8 0 ) ( 7 ． 9 2 ) ( 9 ． 9 2 ) ( 1 0 ． 0 5 )

ＤＦＴＡ 2 ． 5 1 3
＊ ＊＊

 3 ． 5 1 9

^

( 3 ． 2 4 )( 3
．

4 1 )

ＤＴ ＊ ＤＦＴＡ 0 ． 2 6 0
＊＊

 0 ． 2 7 1

＃

 0 ． 2 5 6
＊ ＊－

0 ． 1 9 3
—

0 ． 1 3 0—

0 ． 1 8 3

( 2 ． 2 4 ) ( 2 ． 3 3 ) ( 2 ． 2 1 ) (

—

0 ． 7 9 ) (

—

0 ． 5 3 ) (

—

0 ． 7 5 )

ＬＮＧＤＰ 0 ． 2 7 0 0 ． 2 0 4
＿

 0 ． 1 7 7

＊

 0 ． 1 1 0 0 ． 3 1 4
＊ ＊

 0 ． 2 7 0
＊

( 1 ． 2 1 ) ( Ｘ．  9 9 ) ( 1 ． 7 2 ) ( 0 ． 2 3 ) ( 2 ． 1 4 ) ( 1 ． 8 4 )

ＧＤＰＧ 0 ． 9 3 8
＿

 0 ． 9 4 1
—

 0 ． 9 3 8
— 0 ． 3 3 3 0 ． 3 3 8 0 ． 3 2 7

( 3 ． Ｉ Ｘ ) ( 3 ． 1 2 ) ( 3 ．  1 2 ) ( 0 ． 5 2 ) ( 0 ． 5 3 ) ( 0 ． 5 1 )

ＬＮＧＤＰＰＣ
—

 0 ． 0 8 8 0 0 ． 0 1 8 1 0 ． 0 3 7 4 0 ． 3 4 0 0 ． 0 6 8 6 0 ． 0 9 8 4

(

－

0 ． 3 8 ) ( 0 ．  1 4 ) ( 0 ． 3 0 ) ( 0 ． 7 0 ) ( 0 ． 3 6 ) ( 0 ． 5 2 )

ＣＰＩ—

0 ． 0 0 2 8 1
一

0 ． 0 0 2 8 5
—

0 ． 0 0 2 8 3 0 ． 0 0 2 8 2 0 ． 0 0 2 7 8 0 ． 0 0 2 8 1

(

—

1
． 0 7 ) (

－

1
． 0 9 ) (

－

1 ． 0 9 ) ( 0 ． 5 1 ) ( 0 ． 5 0 ) ( 0 ． 5 1 )

常数项 1 2 ． 1 7
＊＾ 1 2 ． 8 4

＊ ＊＊

 1 3 ． 1 1
＾1 1 ． 0 2 8 ． 2 8 4

— 8
．

7 7 2
…

( 3 ． 0 9 ) ( 6 ． 5 0 ) ( 6 ． 6 4 ) ( 1 ． 3 2 ) ( 2 ． 8 6 ) ( 3 ． 0 3 )

样本数 1 5 9 2 1 5 9 2 1 5 9 2 1 5 9 1 1 5 9 1 1 5 9 1

因变量出 口出 口出 口进 口进 口进 口

Ｒ 2 0 ． 4 9 9 0 0 ． 4 9 8 9 0 ． 4 9 8 9 0 ． 2 7 6 4 0 ． 2 7 6 20
． 2 7 6 3

模型选择ＦＥＲＥＲＥＦＥＲＥＲＥ

注 ： 括号中的数值是 ｔ 统计量 。

＿

广 、

？

分别表示 1％ 、 5 ％ 、 1 0 ％显著水平 。 回归时包括了 2 0 0 0
？

2 0 1 3 年度时间虚拟变量 。 ＦＥ

表示 固定效应方法 ,
ＲＥ表示随机效应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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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双边贸易流的经验分析框架


表 2 给出 了东盟 、 印度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对净效应 , 该系数虽然为负 ,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

其双边贸易 流量影响 的估计结果 , 表 2 中第表明东盟、 印度与韩国签署的 ＦＴＡ 没有对韩国

( 1 ) 、 ( 2 ) 栏分别列示了 因变量是双边出 口流量从上述经济体的进 口产生显著影响 。

时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 , 该实证表 3 给出了韩国与发达经济体签署 ＦＩＡ 样本

结果显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差别组的数据统计描述 , 与韩国签署 ＦＩＡ 的国家是欧

不大。 第 ( 3 ) 栏是将 ＤＦＴＡ虚拟变量 ( 表示与盟与美国 , 本分组样本中包括了
1 3 3 个经济体 。

韩国是否签署 ＦＴＡ ) 加人方程后的随机效应估表 ；ｊ 韩国与发达经济体签署 ＦｒＡ样本组的数据统计

计结果 , 交叉乘积项 ＤＦＴＡ＊ＤＴ 的系数为东描述

盟 、 印度与觀签署 ＦＴＡ＿＿ ｎ 所产生的变量
｜

測Ｓ
｜

職
｜

錯
｜

频ｔ
｜

最大值
｜

净效应 , 这种双重差分形式消除 了随时间而变ＬＮＥＸ 2 1 1 0 1 8
． 6 0 2 ． 6 2 7

． 7 9 2 5 ． 7 1

化的混淆因素的影响 , 得到签署 ＦＴＡ 的平均处 1 7 ． 3 6 3 ． 4 9 4 ． 1 4 2 5 ． 1 8

理效应 , 该平均处理效应为 2 9 ． 2 ％ ( (严一

 1 )
—

＾ＩＴ 0 ． 1 3 0 ． 3 4＾
“一

“ 0 0 ％ ) 
’麵东盟 、 印度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 2 4 ． 0 5 2 ． 2 5 1 , 5 8 3 0 ． 3 1

进韩国产品出 口额多增长了 2 9 ． 2 ％ 。 第 (
4

)

？

0 ． 0 4 0 ． 0 6
－

0 ． 6 2 1 ． 0 4

( 6 ) 栏是 因变量为双边进 口 流量时的结果 , 第ＬＮＧＤＰＰＣ 2 0 3 7 8 ． 1 9 1 ． 6 3 4 ． 8 7 1 1 ． 3 8

( 6 ) 栏中交叉乘积项 ＤＦＴＡ潘 的系数表示东
—

0 ． 2 1 5 ． 5 4
－

0 ． 1 02 4 4 ． 1 1

盟 、 印度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对韩国进 口所产生的




表 4 欧盟 、 美 国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对其双边贸易流置的彩晌


( 1 ) ( 2 ) ( 3 )( 4 ) ( 5 ) ( 6 )

ＤＴ 1 ． 2 3 4
＊ ＊＊

 1 ． 3 0 6
—
 1 ． 3 2 8

＊＂

 1 ． 8 5 1
＂＊＊

 1 ． 9 4 4
＊＊＊

 1 , 9 8 2
＂＊

( 1 1 ． 4 1 ) ( 1 3 ． 6 6 ) ( 1 3 ． 9 1 ) ( 8 ． 9 9 ) ( 1 1 ． 0 9 ) ( 1 1 ． 3 2 )

ＤＦＴＡ 1
．

7 4 4
＊＊＊
2 ． 1 6 8

＊＊＊

( 3 ． 7 4 ) ( 3 ． 5 1 )

ＤＴ ＊ ＤＦＴＡ
－

0 ．
2 4 5

＇ ＂－

0
．

2 4 3
＂一

0 ．
2 5 5

－—

0
．

1 2 3
—

0 ． 0 8 7 9
－

0 ． 1 1 8

(

—

2 ． 3 1 ) (

—

2 ．

3 0 ) (

—

2 ． 4 2 ) (

—

0 ． 6 1 )(

—

0 ． 4 4 ) (

—

0 ． 5 9 )

ＬＮＧＤＰ 0 ．
2 2 4 0 ．

1 8 3 ＊ 0 ．
1 7 5 ＊

—

0
． 0 3 2 2 0 ．

2 8 0
＊＊

 0 ．
2 6 6

＃

( 1 ． 0 2 ) ( 1 ． 9 5 ) ( 1 ． 8 6 ) (

—

0 ． 0 8 ) ( 2 ． 1 5 ) ( 2 ． 0 5 )

ＧＤＰＧ 1 ． 0 5 3 

＿
1 ． 0 6 5 

■1 ． 0 8 4 

… 0 ． 4 0 3 0 ． 3 8 5 0 ． 4 2 7

( 3 ． 4 9 ) ( 3 ． 5 2 ) ( 3 ． 6 0 ) ( 0 ． 7 0 ) ( 0 ． 6 7 ) ( 0 ． 7 4 )

ＬＮＧＤＰＰＣ 0 ． 3 5 9 0 ． 2 4 9 

＾ 0 ． 2 0 6 
＊ 0 ． 7 1 6＊ 0 ． 1 8 5 0 ． 1 1 4

( 1 ． 6 1 ) ( 2 ． 1 8 ) ( 1 ． 7 9 ) ( 1 ． 6 9 ) ( 1 ． 1 2 ) ( 0 ． 6 9 )

ＣＰＩ
—

0 ． 0 0 2 8 9
—

0 ． 0 0 2 9 7—

0 ． 0 0 2 9 5 0 ． 0 0 2 9 3 0 ． 0 0 2 8 4 0 ． 0 0 2 8 6

(

—

1 ． 0 7 ) (

—

1 ． 0 9 ) (

—

1 ． 0 9 ) ( 0 ． 5 7 ) ( 0 ． 5 5 ) ( 0 ． 5 6 )

常数项 9 ． 8 2 7
＊＊

 1 1 ． 6 5
＾ 1 1 ． 7 9

—

 1 1 ． 4 9 8 ． 3 1 6
＿
 8 ． 7 0 9 

—

( 2 ． 5 4 ) ( 6 ． 4 5 ) ( 6 ． 5 4 ) ( 1 ． 5 6 ) ( 3 ．
2 6 ) ( 3 ． 4 1 )

样本数 1 8 7 2 1 8 7 2 1 8 7 2 1 8 7 1 1 8 7 1 1 8 7 1

因变量出 口出 口出 口进 口进口进口

Ｒ 2 0 ．
4 6 9 9 0 ． 4 6 9 5 0 ． 4 6 9 2 0 ． 2 9 4 8 0 ． 2 9 4 1 0 ． 2 9 3 7

？ 模型选择ＦＥＲＥＲＥＦＥＲＥＲＥ

注 ： 括号中的数值是 ｔ统计量 。

－

、

＃

、

＊

分别表示 1％ 、 5 ％ ,  1 0 ％显著水平 。 回归时包括了 2 0 0 0
？

2 0 1 3 年度时间虚拟变量 。 ＦＥ

表示固定效应方法 ’ＲＥ表示随机效应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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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给出了 欧盟 、 美国 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对易伙伴的商品出 口 , 但韩国与 发达经济体签署

其双边贸易流量影 响的估计结果 , 欧盟 、 美 国ＦＴＡ却显著地降低其对贸易伙伴 的商品 出 口 。

与韩 国签署 ＦＴＡ 生效的 日 期很接近且同属于发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 , 韩 国与发展中经济体 、 发

达经济体 , 因此 将签署 ＦＴＡ 生效虚 拟变量达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没有对韩国从上述经济体的

( ＤＴ ) 自 2 0 1 2 年及以后赋值为 1
, 其他情形为进 口产生显著影响 。 为 了考察韩国签署 ＦＴＡ 带

0
,
欧盟 、 美国是与韩 国签署 ＦＴＡ 的经济体 ,

来出 口 贸易异质性影响的深层次原因 , 下面分

其虚拟变量 ( ＤＦＴＡ ) 赋值为 1
, 其他没有与韩析韩国与签署 ＦＴＡ 经济体之间进出 口 贸易产品

国签署 ＦＴＡ 的经济体为 0
。 表 4 中第 ( 1 ) 、 ( 2 )的互补性 , 如果一国集中 出 口 的产品结构与另

栏分别列示了 因变量是双边出 口 流量时的固定 一国集中进 口 的产品结构吻合 , 那么两国 的贸

效应和随机效应的 回归结果 ,
Ｈａｕｓｍａｎ 统计量易具有互补性 。 如果两国 的贸 易具有互补性 ,

为 0 ． 0 1
, 其概率值为 1

, 因此选择随机效应的估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与 实现规模化生产可以给贸

计结果 。易双方带来较大的利益 。 相反 ,

一方集中 出 口

第 ( 3 ) 栏是将 ＤＦＴＡ虚拟变量 ( 表示与韩的产品并非另一方集 中进 口 的产品 , 那双方贸

国是否签署 ＦＴＡ ) 加人方程后的随机效应估计易的互补性较小 ,
两国 贸易 发展潜力将受到

结果 , 交叉乘积项 ＤＦＴＡ ＊ＤＴ 的系数为欧盟 、 限制 。

美国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对韩 国 出 口所产生的净效本文采 用贸 易 互补指数 ( ｃｏ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应 , 该平均处理效应为
一

2 5 ． 5％ (  ( ｅ

＂

° － 2 5 5 －

ｌ )ｉｎｄｅｘ ) 来度量
一经济体与韩国在贸易上互相促

＊ 1 0 0 ％ ) , 表明欧盟 、 美国 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降进的潜力 , 该指数度量了韩国与经济体 ｊ 在进出

低了2 5
．
 5 ％左右的韩国产品 出 口额 。 第 ( 4 )

？口贸易的结构上的匹配程度 , 出 口 贸易互补指

( 6 ) 栏是因变量为双边进 口流量时的结果 , 第
数计算公式为

－

工
, ｜

( 6 ) 栏中交叉乘积项 ＤＦＴＡ＊ＤＴ 的系数表示欧 2

盟 、 美国与韩国签署 ＦＴＡ 对韩国进 口 所产生的其中 叫为 出 口产品 ｉ 占韩国总出 口 的 比重 ,

净效应 , 该系数虽然为负 ,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

々为进 口产品 ； 占经济体 ｊ 总进口 的比重 , 如果

表明欧盟 、 美国与韩国签署的 ＦＴＡ 没有对韩国 韩国产品 〖 的 出 口与经济体 ｊ 的产品 〖 的进口完

从上述经济体的进 口产生显著影响 。全匹配 , 该指数取值为 1
, 表明韩国与经济体 ｊ

以上结果显示韩国与发展中经济体 、 发达 在出 口贸易上存在完美的互补 ； 如果韩国产品 ＜

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异 , 特别是
的出 口与经济体 ｊ 的产品 ｚ

？

的进 口 完全不匹配 ,

对韩国的商品 出 口 异质性影响非常 明显 , 韩国
该指数取值为 0

。 进口 贸易互补指数计算公式也

与发展中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能够显著促进其对贸

表 5 韩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进 口 、 出 口互补性指数 (
2＿？

2 0 1 2 年
)

年份出 口互补性指数
—




进 口互补性指数



东盟印度中国美国欧盟东盟印度中国美国欧盟

2 0 0 0 0 ． 4 9 0 ． 3 7 0 ． 5 7 0 ． 5 5 0 ． 5 1 0 ． 3 40 ． 3 0 0 ． 5 7 0 ． 5 9 0 ． 3 7

2 0 0 1 0 , 4 8 0 ． 3 9 0 ． 5 9 0 ． 5 5 0 ． 5 2 0 ． 3 40 , 3 4 0 ． 5 9 0 ． 5 7 0 ． 3 9

2 0 0 2 0 ． 4 7 0 ． 3 9 0 ． 5 8 0 ． 5 3 0 ． 5 1 0 ． 3 40 ． 3 5 0 ． 5 8 0 ． 5 8 0 ． 4 0

2 0 0 3 0 ． 4 8 0 ． 4 1 0 ． 5 9 0
． 5 3 0 ． 5 0 0

． 3 40 ． 3 6 0
． 5 9 0 ． 5 7 0 ． 3 9

2 0 0 4 0 ． 4 7 0 ． 4 3 0 ． 5 7 0 ． 5 2 0 ． 5 00 ． 3 4 0 ． 3 5 0 ． 5 7 0 ． 5 5 0 ． 3 9

2 0 0 5 0 ． 4 7 0 ． 4 2 0 ． 5 9 0 ． 5 1 0 ． 5 0 0 ． 3 40 ． 3 5 0 ． 5 9 0 ． 5 5 0 ． 3 9

2 0 0 6 0 ． 4 7 0 ． 4 0 0 ． 5 9 0 ． 5 0 0 ． 5 00 ． 3 5 0 ． 3 6 0 ． 5 9 0 ． 5 5 0 ． 3 9

2 0 0 7 0 ． 4 7 0 ． 4 0 0 ． 5 7 0 ． 4 9 0 ． 4 9 0 ． 3 5 0 ． 3 8 0 ． 5 7 0 ． 5 4 0 ． 4 1

1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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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

出 口互补性指
．

数进 口互补性指数



东盟印度
丨

中国
丨

美国
丨

欧盟

—

东盟
｜

印度
丨

中国
｜

美国
｜欧盟

2 0 0 8 0 ． 4 8 0 ． 3 70 ． 5 3 0 ． 4 7 0 ． 4 80 ． 3 4 0 ． 3 8 0 ． 5 3 0 ． 5 3 0 ． 3 9

2 0 0 9 0 ． 4 8 0 ． 3 80 ． 5 4 0 ． 4 6 0 ． 4 5 0 ． 3 4 0 ． 3 9 0 ． 5 4 0 ． 5 4 0 ． 4 1

2 0 1 0 0 ． 4 8 0 ． 3 70 ． 5 5 0 ． 4 7 0 ． 4 6 0 ． 3 3 0 ． 3 9 0 ． 5 5 0 ． 5 5 0 ． 4 1

2 0 1 1 0 ． 4 9 0 ． 3 5 0 ． 5 1 0 ． 4 8 0 ． 4 7 0 ． 3 2 0 ． 3 8 0 ． 5 1 0 ． 5 3 0 ． 4 0

2 0 1 2 0 ． 5 2 0 ． 3 3 0 ． 5 1 0 ． 5 0 0 ． 4 6 0 ． 3 4 0 ． 3 9 0 ． 5 1 0 ． 5 2 0 ． 4 0

数据来源 ：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

表 5 给出 了 2 0 0 0 ？ 2 0 1 2 年间韩 国与东盟 、 以及进 口 份额 ( 自 美国商品进 口 占其总进 口 的

印度 、 中国 、 美国 、 欧盟等经济体之间 的进 口 、比例 ) 自 2 0 0 0 年来
一直呈下降趋势 , 特别是韩

出 口互补性指数 。 在 2 0 0 7 年以前 , 韩国与东盟国 自美国 的进口 份额从 2 0 0 0 年的 1 8 ．  2 5 ％—直

的出 口互补性指数低于韩国与美国 、 欧盟的出下降到 2 0 1 3 年的 8 ． 1 ％ ； 韩国对美国的出 口份

口互补性指数 , 但 2 0 0 8 年以后 , 韩 国与东盟的额从 2 0 0 0 年的 2 1 ． 9 5 ％—直下降到 2 0 1 1 年的

出 口互补性指数开始超过韩国与美国 、 欧盟的 1 0 ． 1 6 ％ ,
2 0 1 2 年 稍 有 提 升 , 达 到 1 0 ． 7 3 ％ ,

出 口互补性指数 ,

一

直到 2 0 0 9 年韩国 与美国 、
2 0 1 3 年进一步增加到 1 1 ． 1 4 ％ , 韩一美 ＦＴＡ 生

欧盟的出 口互补性指数
一直呈下降趋势 ,

2 0 1 0效对韩国的出 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受金

年以后 , 韩国与美国的出 口 互补性指数才有所融危机影响 , 2 0 0 9 年韩国对美 国 的进 、 出 口 增

上升 ； 但韩国与 东盟的 出 口互补性指数 自 2 0 0 4长率均大幅下滑 ,
2 0 1 0

、 2 0 1 1 年又出现大幅 回

年以后基本上一直呈上升趋势 , 到 2 0 1 2 年达到升增长 ,
2 0 1 2 年韩

一

美 ＦＴＡ 生效后 , 韩国 自美

0 ． 5 2 。 而韩国与 中 国的 出 口 互补性指数
一直较国的进口 仍出现负增长 , 韩国对美国的出 口 增

高 , 虽然 2 0 0 8 年后有所降低 , 但高于以上其他长率也只在 4 ％？ 6 ％之间 。

经济体 。 因此可以预测 中韩签署 ＦＴＡ 后还会进表 6 韩国对美 国的进 、 出 口份额及增长率 (
2 0 0 0

？

一步促进韩国对中国 的商品出 口 。 2 0 1 3 年 )

从进 口 互补性指数来看 , 韩 国与东盟 、 印年份 进 口份额 进 口增长率 ａ
ｓ
口份额

｜

出 口增长率

度的进口互补性指数一直低于韩 国与美国 、 欧 Ｉ
2 0 0 0

｜ 1 8 ． 2 5％ ｜1 7 ． 4 1 ％｜ 2 1 ． 9 5％ ｜
2 7 ． 7 2％

 ｜

盟的进 口互补性指数 , 除了美国外 , 韩 国 与东 2 0 0 1 1 5 ． 9 0 ％
－

2 3 ．  4 1 ％ 2 0 ． 8 5 ％－

1 7 ． 0 6％

盟 、 印度 、 欧盟 的进 口 互补性指数均低于 0 ． 5

｜
2 0 0 2

 ｜ 1 5 ． 1 9 ％｜ 3 ＿ 0 3 ％ ｜
2 0 ．

2 8 ％ ｜ 5 ． 0 6 ％ ｜

的水平 , 而韩国与 中国 的进 口 互补性指数虽然 2 0 0 3 1 3 ． 9 4 ％ 7 ．

 8 9 ％ 1 7 ． 7 3 ％ 4 ． 3 3 ％

一

直高于 0 ． 5 的水平 , 但近年来低于韩国与美国 2 0 0 4 1 2 ． 8 8 ％ 1 5 ． 9 8 ％ 1 6 ． 9 5 ％ 2 5 ． 1 9 ％

的进口互补性指数 , 因此中韩签署 Ｆ 1Ａ 后是否会 2 0 0 5 1 1 ． 7 9 ％ 6 ． 4 6％ 1 4 ． 5 9 ％－

3 ． 5 5％

进一步促进韩国 自 中国的商品进 口还有待观察 。 2 0 0 6ｌ ｏ． 9 2 ％ 9 ．
 7 7％ 1 3 ．  3 1 ％ 4 ．  3 9 ％

—

韩国中国签署
ＦＴＡ

对
2 0 0 7 1 0 ． 4 8 ％ 1 0 ． 6 4 ％ 1 2

．
3 5 ％ 5 ． 9 2 ％

— 、

防 曰 ｉＵ彭 由伽 丨八 ：ｔｃ
2 0 0 8 8 ． 8 6 ％ 3 ． 1 1％ ｌｈ 0 2 ％Ｌ 3 4 ％

贸易的影响 ： 案例分析 —

2 0 0 9 9 ． 0 3 ％
—

2 4 ． 3 7％ 1 0 ． 4 0 ％—

1 8 ． 7 1 ％

1 ． 韩国
一美国 ＦＴＡ 效果评估 Ｉ 2 0 1 0 Ｉ9 ． 5 5 ％ 3 9 ． 1 9％ 1 0 ． 7 2 ％ Ｉ 3 2 ． 2 4 ％ Ｉ

表 6 给出了韩国对美国 2 0 0 0
？

2 0 1 3 年间的如 1 8 ．  5 5％ 1 0 ． 4 1％ 1 0 ． 1 6 ％ 1 2 ．  8 6 ％

进、 出 口份额及增长率 ,
2 0 1 2 年韩

一美 ＦＴＡ生2 0 1 2 8 ． Ａ 0 ％—

2 ． 5 9％ 1 0 ． 7 3 ％ 4 ． 2 3 ％

效后 , 对双方贸 易的影响 ： 韩国对美国的 出 口｜ 2 0 1 3 ｜ 8
．

1 0 ％ ｜
－

4
．

3 3％ ｜1 1 ． 1 4 ％ ｜ 5 ． 9 9 ％ ｜

份额 ( 对美 国商品 出 口 占韩国总 出 口 的比例 )数据来源 ：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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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韩国
一印度 ＦＴＡ 效果评估共和 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 自 由 贸 易协定 》 于

表 7 给出了韩国对印度 2 0 0 0 ？ 2 0 1 3 年间的 2 0 0 8 年开始生效 , 协定生效后对中新贸易产生

进 、 出 口份额及增长率 ,
2 0 1 0 年韩

一

印 ＦＴＡ 生了显著影响 ： 协定生效前新西兰对中 国商品进

效后 , 对 双 方 贸 易 的 影 响 ： 协 议 生效 当 年口增长率除了个别年份外
一直髙 于商品 出 口 增

( 2 0 1 0 年 ) 韩国对印度的出 口增长率大幅提升为长率 , 但协定生效后进 口 增长率除了个别年份

4 2 ．
7 ％

, 出 口 份额 ( 对印度商品 出 口 占韩国总外一直低于商品 出 口增长率 ,
2 0 0 9

？

2 0 1 3 年间

出 口 的比例 ) 也 自 2 0 0 9 年的 2 ． 2 ％提高到 2 0 1 0新西兰对中国商品出 口平均增长率高达 3 5 ． 6 ％ ,

年的 2 ． 4 5 ％
；
韩国 自 印度的进 口增长率也大幅远高于 2 0 0 4

？

2 0 0 8 年间 Ｉ 7 ． 8 ％ 的平均增长率 。

提升为 3 7 ％ , 到 2 0 1 1 年更是提髙到 3 9
． 1 ％

, 进协定生效前 ( 2 0 0 4
？

2 0 0 8 年 ) 新西兰对中 国商

口份额 (对印度商品进 口 占韩国总进 口的 比例 ) 品 出 口份额 ( 对中 国商品 出 口 占其总出 口 的比

也 自 2 0 0 9 年的 1 ． 2 8 ％提高到 2 0 1 1 年的 1 ． 5 1 ％ 。例 )
一直保持在 5 ％ ？ 6 ％ , 但协定生效后新西

自 2 0 1 2 年起 , 韩国对印度的进 、 出 口增长率均兰对中 国商品 出 口份额迅速提高 , 2 0 0 9 年达到

出现负 增长 , 进 、 出 口 份额也 出 现下 降 , 到 9 ．
1 4％ , 到 2 0 1 3 年更是高达 2 0 ． 7 ％

；
反观协定

2 0 1 3 年分别降低到 1 ． 2 ％ 、 2 ． 0 3 ％ 。生效前后新西兰对中 国商品进口 份额 ( 自 中 国

表 7 韩国 对印度的进出 口份额及增长率 (
2 0 0 0 、商品进 口 占其总进 口 的 比例 ) 则一直保持比较

2 0 1 3 年 )
平稳的趋势上升态势 。

年份 进 口份额 进口增长率 出 口份额 出 口增长率表 8 新西兰对中国的进 出 口 份额及增长率 (
2 0 0 0 ？

2 0 0 0 0 ．  6 1 ％ 2 8
．
 2 4 ％ 0 ．  7 7 ％－

2 ． 6 6 ％ 2 0 1 3 年 )





2 0 0 1 0 ． 7 8 ％ 1 2 ． 2 8 ％ 0 ． 9 4 ％ 6 ． 1 5 ％年份进 口份额 进 口增长率 出 口份额 出 口增长率

2 0 0 2 0 ． ＆ 2 ％ 1 2 ． 9 6 ％ 0 ．
8 5 ％—

1 ． 6 8 ％ 2 0 0 0 6 ． 2 6 ％ 1 5 ． 3 3 ％ 3 ． 1 8 ％ 2 8 ． 0 2 ％

2 0 0 3 0 ． 6 9 ％
—

1 ． 2 9 ％ 1 ． 4 7 ％ 1 0 6 ． 1 2 ％ 2 0 0 1 6 ． 9 7 ％ 6 ． 4 9％ 4 , 1 3％ 3 4 ． 2 2 ％

＾ ＾ ＾
＂＂

“

＾ ＾＿＿

＾＿

＿＾ ＿＿

1 6 ． 8汍

＾ ＾ ＾ ＿＿＾＿

＿＾＿＿

＾＿＿



；



：

一

 2 0 0 4 9 ．  6 7％ 3 4 ． 8 6 ％ 5 ．  6 8 ％ 4 4 ．  3 4 ％
2 0 0 6 1

．
1 8 ％ 7 2

．
3 8％ 1

．
7 0％ 2 0 ．

3 3 ％


 2 0 0 5 1 0 ． 8 2 ％ 2 6 ． 5 6 ％ 5 ． 0 8 ％一

4 ． 5 3 ％
2 0 0 7 1 ． 3 0 ％ 2 7 ． 0 2％ 1 ． 7 8％ 1 9 ． 2 9 ％


 2 0 0 6 1 2
．

1 9 ％ 1 3 ． 5 3 ％ 5
．

4 2 ％ 1 0 ． 0 2 ％
2 0 0 8 1 ． 5 1 ％ 4 2 ． 3 1％ 2 ． 1 3％ 3 6 ．  0 2 ％



；



；



—

 2 0 0 7 1 3 ． 3 4 ％ 2 7 ． 9 2 ％ 5 ． 3 4 ％1 8 ． 5 0 ％

＿＿＾＿＿

—

聽％ 2 ． 2 0％－

1 0 － 7 4 ％ 2 0 0 8 1 3 ． 2 8 ％ ＾ ^
2 0 1 0Ｌ 3 3 ％ 3 7 ＇ 0 1＾ 2 ． 4 5％ 4 2 ．讓

＂

＾Ｔ 1 5 ． 0 8＾1 5 ． 5 2 6 ． 2 5 ％

2 0 1 1 1 ． 5 1％ 3 9 ． 1 1％ 2 ． 2 8 ％ 1 0 ． 6 6 ％ 2 0 1 0 1 5 ． 9 6 ％ 2 4 ． 8 5 ％ 1 1 ． 0 9 ％ 5 0 ． 4 8 ％

2 0 1 2 1
．

3 3％－

1 2
． 3 2％ 2

． 1 8 ％
－

5 ．
7 9 ％ 2 0 1 1 1 6 ． 0 3 ％ 2 0 ．

2 1 ％ 1 2 ． 3 5 ％ 3 5 ． 4 6 ％

2 0 1 3 1 －
 2 0 ％—

1 0 ． 7 0 ％ 2 ． 0 3 ％
－

4 ． 5 8 ％ 2 0 1 2 1 6 ． 3 4 ％ 7 ． 9 8 ％1 4 ． 8 9 ％ 1 9 ． 5 2 ％

数据来源 ：
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 2 0 1 3 1 7 ． 5 1 ％ 9 ． 8 9 ％ 2 0 ． 7 2 ％ 4 6 ． 2 5 ％

3 ． 中国
一新西兰 ＦＴＡ 效果评估ｍｍ ：ＵＮＣＴＡＤ ｊｇｔＳ＾ ．

2 0 0 8 年 4 月 7 日 中新 ( 西兰 ) 正式签署 4 ． 中
一

韩 ＦＴＡ 效果预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 自 由 贸易协通过以上对韩国 、 中国签订的 ＦＩＡ 分析发现 ：

定 》
, 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 自 由贸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签署 ＦＩＡ ( 如韩国

一

美

易协定 ,
也是中 国与其他 国家签署的第

一

个涵国 )
, 对经贸的影响要弱于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

盖货物贸易 、 服务贸昜 、 投资等多个领域的 自经济体签署的 ＦＩＡ ( 如中 国
一

新西兰 、 韩国
一

印

由贸易协定 。 表 8 给出 了新西兰对中 国 2 0 0 0 ？度 )
；
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 、 韩国为发达经济体 ,

2 0 1 3 年间的进、 出 口份额及增长率 。 《 中华人民如果双方签署 ＦＩＡ
, 则属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

1 4 2



沈铭辉 张中元 ： 中
一

韩 ＦＴＡ 的经济效应
——

对双边贸易流的经验分析框架

经济体之间签署 的 ＦＴＡ
,
因此与中 国一新西兰在情景 1 下 , 中

一韩 ＦＴＡ 签署后 , 韩国对

ＦＴＡ 、 韩 国
一

印度 ＦＴＡ 具有较大的可 类 比性。中 国的 出 口大幅增长 , 到 2 0 1 6 年就可突破 2 0 0 0

因此 下 面将 中 国
一

新 西兰 ＦＴＡ 、 韩 国
一

印度亿美元 , 到 2 0 1 8 年可增长到 3 0 0 0 亿美元。 而韩

ＦＴＡ 作为中韩签署 ＦＴＡ 的参照对象 , 设定如下国 自 中 国 的进 口 则 增长缓慢 , 到 2 0 1 7 年突破

情景预测中
一

韩 ＦＥ＼ 对双方进出 口贸易的影响 ：
 1 0 0 0 亿美元 , 但到 2 0 1 8 年也只增长 到 1 1 2 1 亿

情景 1
： 以 中 国

一新西兰 ＦＴＡ 为参照对象 , 美元 。 在情景 2 下 , 中
一韩 ＦＴＡ 签署后一年韩

假设中
一

韩 ＦＴＡ 签订后 , 韩国 对中 国 的 出 口增国对 中国 的 出 口就大幅增长 , 2 0 1 5 年就可 突破

长率 ( 以 2 0 0 9
？

2 0 1 3 年平均增长率为计算基础 , 2 0 0 0 亿美元 , 2 0 1 6 年又小幅增长后 , 出 口 贸易

经计算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1 0 ． 6 ％ ) 增加 1 倍 , 即额开始下降 , 到 2 0 1 8 年维持在 2 0 0 0 亿美元左
2 0 1 5

？
2 0 1 8 年平均增长率为 2 0 ％

；
韩国 自 中 国的右 。 韩国 自 中 国 的进 口也在 2 0 1 5 年就可 突破

进口增长率 ( 以 2 0 0 9
？

2 0 1 3 年平均增长率为计算ｌｏ ｏｏ 亿美元 ,
2 0 1 6 年继续上升到 1 7 0 0 亿美元 ,

基础 , 经计算期 间平均增 长率为 3 ． 9％ ) 增加随后进 口 贸易额开始下降 , 到 2 0 1 8 年维持在

5 0 ％ (新西兰自 中国的进 口为 1 1 ％增长到 1 6％ )
, 1 3 0 0 亿美元左右 。 在情景 3 下 , 中

一韩 ＦＴＡ签

即 2 0 1 5
？

2 0 1 8 年平均增长率为 6 ％ 。署后
一

年韩国对中 国 的 出 口 开始均勻平滑增长 ,

情景 2
： 以 韩 国

一印 度 ＦＴＡ 为参 照对象 ,

2 0 1 5 年就可 接近 2 0 0 0 亿美元 , 到 2 0 1 8 年增加

假设中一韩 ＦＴＡ 签订后 , 韩国对 中 国的 出 口增 到 4 7 0 0 亿美元左右 。 韩 国 自 中 国 的进 口 也在

长 率 在 2 0 1 5
？

2 0 1 8 年 间 为 ： 4 2 ．
 7 0 ％ 、 2 0 1 5 年就可 突破 1 0 0 0 亿美元 , 2 0 1 7 年继续上

1 0
．

6 6 ％ 、

－

5 ． 7 9 ％ , 
－

4 ． 5 8 ％
； 韩 国 自 中 国 的 升到 1 5 0 0 亿美元 , 到 2 0 1 8 年上升到 1 8 0 0 亿美

进 口 增 长率在 2 0 1 5
？

2 0 1 8 年间 为 ：
3 7 ． 0 1 ％ 、元左右 。

3 9 ． 1 1 ％ 、

一

1 2 ． 3 2 ％ 、

一

1 0 ． 7 0 ％ 。

情景 3
： 东盟 、 印度 与韩 国签署 ＦＴＡ 对韩四 、 结论及思考

国出 口所产生 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2 9
． 2 ％ , 即东

盟 、 印度与韩 国签署 ＦＴＡ 促进韩国产品 出 口额从本文 的分析来看 ’ 由 于韩 国 产 品 出 口异

增长 了 2 9 ． 2 ％ , 假设中韩签署 ＦＴＡ后也能促进
质性影响非常 明显 , 韩国 与发展 中 经济体签署

韩国产品对 中 国 的 出 口 , 且其出 口 额增长 1 5 ％ＦＴＡ 能够显著促进其对贸易伙伴 口 ’

( 即为以上平均处理效应的
一

半 )
； 东盟 、 印度

但韩国与发达经济体签署 ＦＴＡ 却显者地降低其

与韩 国签署 ＦＴＡ 对韩 国进 口所产生的平均处理
对贸易伙伴的商品 出 口

。 基于两国过往 ＦＴＡ 的

效应不显著 , 因此假设中韩签署 ＦＴＡ后韩国 自
经验分析 , 以不同 的 已实施 ＦＴＡ 为参照系 ’ 本

中国进 日额增长为 0 ％ 。文模拟得到的 中
一韩 ＦＴＡ 对双边进出 口贸易影

、 Ｈ°

响预测值结果是比较乐观的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

％＝＝＝＝, 中
一韩 ＦＴＡ 将为两国双边贸易发展提供强大的

＾


＝
动力与支持 , 有鉴于此 , 中韩 两国有必要尽快

Ｚ＾Ｉ ．Ｉ结束谈判并推动实施 中
一

韩 ＦＴＡ , 并为即将到

4 0 0 0来的服务 贸 易谈判 和投资协定谈判做积极 的

3 0 0 0
 ｜Ｊ｜准备 。

誦
｝Ｉ ：

｜｜
￣Ｕ

ｊ中
一

韩 ＦＴＡ 对中国 而言 , 是一次全新的挑
1 0 0 0

隱 ｜
1
｜ 8 1

｜Ｉ ｆ 1
｜

“战 。 这是因 为中
一

韩 ＦＴＡ 是 中国第
一次与 中等

2 0 1 4 2 0 1 52 0 1 6 2 0 1 72 0 1 8发达经济体构建的 ＦＴＡ 。 中
一

韩 ＦＴＡ 的货物贸
■情景咖 丨情景拙 口 《備拙 0易开放水平不仅达到了 贸易额 8 5 ％ , 税 目 9 0 ％
■悄景 1进 口■情 景 2进 口 《情景 3 进口

的高水平 , 更为重要的是该 ＦＴＡ 涉及到不少全
ｍ ＇

＇

新的领域 , 比如在过去签署的 ＦＴＡ 中较少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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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出现的政府采购 、 环境 、 电子商务 、 竞争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提供有益的经验 , 而中
一

政策等
“

2 1 世纪贸易议题
”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韩 ＦＴＡ也有望成为 中短期 内中 国构建 ＦＴＡ 的

国政府也承诺在后续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范本 。

过程中 , 将采用负 面清单模式和准入前国 民待通过构建中
一

韩 ＦＴＡ
, 中韩两 国将 向对方

遇开展谈判 ,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 因为到开放大部分货物贸易市场 , 并将积极开放服务

目前为止 , 中 国仅与美国确定 以负 面清单模式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 。 中韩两国都巳经意识到 ,

和准人前国 民待遇为基础谈判中美双边投资协 2 0 0 8 年国际金融危机透露出亚洲经济长期依赖

定 ( ＢＩＴ ) 。 可以说 , 中一韩 ＦＴＡ 是中 国的一次欧美等传统市场是不可持续的 , 中韩两国长期

重要新尝试 , 表明 中 国在对外开放上有了新的以来以零配件和半成品为主的区域 内贸易发展

承诺和方向 , 中
一韩 ＦＴＡ 将为 目前在谈的 中 日至今 , 即将走到尽头 , 未来中韩两国双边贸易

韩 ＦＴＡ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ＣＥＰ )增长的空间一方面来 自最终产品市场的开放与

等重要的 ＦＴＡ 谈判提供相当的动力 , 东亚合作增长 , 另一方面主要来 自潜力 巨大的服务贸易

有望再一次迎来发展机遇 。市场 。 中韩两国通过构建 ＦＴＡ
, 积极开放市场

面对 国 际上 以 跨太 平 洋伙 伴关 系 协 定准人 , 同时对包括知识产权 、 电子商务 、 投资

( ＴＰＰ ) 、 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关系 协定条款等一系列 的规则进行了相当幅度的调整 ,

(ＴＯＰ ) 和服务贸易协定 ( Ｔ ｉＳＡ ) 等为代表的这不仅有助于两国企业的经营活动 , 更为重要

新一轮国 际贸易规则重塑期 , 中 国正在以积极的是 , 这将有助于推动两 国 的国 内 改革 , 更好

的态度加以对待 。 以 中
一

韩 ＦＴＡ 为例 , 中 国不地适应当今的 国际市场变化 , 构建规范 、 透明

仅认真对待 了政府采购 、 电子商务 、 环境 、 知的商贸环境 , 提高两国 的国际竞争力 。

识产权等规则议题 , 同时还以开放水平更高的

负面清单模式和准入前国 民待遇为基础谈判服本文作者 ： 沈铭辉是经济 学博士 , 中 国 社

务贸易和投资协定 , 上述议题和模式与新贸易会科学 院亚 太与 全球战略研 究院 副研究

规则强调的方向是
一

致的 。 考虑到韩 国 巳经与员 ；
张 中元是经济 学博士 , 中 国 社会科

美国 、 欧盟等大型经济体签署 了ＦＴＡ , 中
一

韩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

ＦＴＡ将为中 国进一步融人国际市场 , 参与新一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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