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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主要背景，兼涉及其他地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从各国相互关系
上、从产业发展的客观运动上，论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开放型经济的影响与各国所应采取的对策。
全书以三个基本概念作为构架，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互动”、“产业对接”，阐述有关的
理论与务实。
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探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平台上，通过加强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
动关系，实现国际产业对接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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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贸易转移效应。
它是指组建关税同盟所带来的贸易由非成员方向成员方的转移及因此造成的福利的损失。
它主要是用关税同盟内的成员国的贸易去替代成员国与关税同盟以外的国家间的贸易，其结果有可能
是高成本的国家替代低成本的国家，造成成员国福利的减少。
假定有甲、乙、丙三国，在关税同盟建立之前，丙国某些商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低于乙国，这时甲国
就从丙国进口这些商品。
甲国和乙国建立关税同盟之后，两国之间互免关税，而仍然维持同丙国的关税壁垒。
这时如果丙国和乙国价格差距小于关税，则甲国从乙国进口商品就比丙国便宜，于是甲国就把贸易合
作对象从原来的丙国转到乙国。
由于这种转移是高成本的国家替代低成本的国家，甲国的经济福利将随之减少。
　　关税同盟是自由贸易区的更高阶段，其效应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的比较。
贸易创造效应越有可能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建立关税同盟就越有利，反之就是不利。
一般来说，本国进口需求的弹性越大、国内生产成本与伙伴国之间的差异越大而伙伴国与非成员国的
成本差异越小，贸易创造效应越有可能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建立关税同盟就越有利。
这是因为，本国的进口需求弹性越大，本国与伙伴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
。
而伙伴国与非成员国的成本差异越小，贸易转移效应就越小。
　　除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之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还包括以下方面：（1）降
低行政支出。
关税同盟建立以后，成员方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被废除，与之有关的海关和其他行政机构将削减，
人员将缩减，从而可以降低行政开支。
（2）减少走私。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以后，随着商品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成员国之间的走私行为将消失，
避免了福利的损失和打击走私的行政费用。
（3）改善贸易条件。
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一般会减少同盟对外部的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导致其出口价格上升而进口价格
降低，从而改善同盟的整体贸易条件。
关税同盟建立以后，各成员国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参与国际经济谈判，使谈判的地位和筹码大大提升，
可以争取并且制定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条款。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　　除了静态效应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具有动态效应。
主要是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
分析这些效应的理论的权威性学者包括小岛清、科登、西托夫斯基等。
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如下：　　1.规模经济效应。
区域经济集团建立以后，可以把原来分散的小的市场连接成统一的大市场，使企业摆脱市场规模的限
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尽管通过向世界或者其他国家出口也可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世界市场竞争激烈，存在着许多
不确定性，而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建立则可以使企业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稳定市场。
　　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规模经济效应最著名的是小岛清的协议性分工理论。
小岛清在考察经济共同体内部分工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其代表著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这一理论
。
该理论认为，为了使经济一体化集团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并能和谐地扩大成员之间的分工和贸易，除
了考虑到成本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减外，还应该考虑到成本相同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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