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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自贸区路在何方？① 

克强总理月初的欧洲之行再一次抛出了启动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可行性

研究的橄榄枝，但向来浪漫的欧洲人对此却一直不解风情，羞答答的给出了欲

拒还迎和暧昧不清的反应。 

 

“一厢情愿”的憧憬 

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官方讨论开始于 2013年 11月的第十六次中国

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宣布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提出积极探讨开展中

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之后在研究层面的讨论络绎不绝，直至 2014年 7月克强

总理提出启动中欧自贸区研究的决定，11 月中国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建立

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和方案。2015年 4月，欧盟内部对中国提出的自贸

区方案进行讨论，一场口水战之后是毫无结果的“静悄悄”。 

中欧自贸区的议案，出人意料的遭到了欧盟成员国的集体反对，28 个成员

中仅有德国、英国和瑞士表示支持。欧盟成员主要担忧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

冲击欧洲市场，给“欧债危机”后举步维艰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德国和英国一直支持中欧自贸区的构想，并力图说服和鼓动欧盟成员开启

谈判。德国认为自贸区有利于降低欧洲商品生产成本，增强欧洲商品竞争力。

瑞士在钟表等高档奢侈品领域具有优势，更多希望建立自贸区以扩大海外市场。 

克强总理 6 月底 7 月初的欧洲访问之旅中，在布鲁塞尔出席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时，再次呼吁双方就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开展可行性研究，以抵制贸易

保护主义，促进亚洲和欧洲的相互往来。但欧洲人一如既往的“羞答答”，暧

昧而不言。 

 

                                                             
①

 李春顶，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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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的缘分 

欧盟对于和中国建立自贸区的暧昧态度从经济利益角度上是让人费解的。 

相互贸易方面，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

易伙伴，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由贸易区会

大大促进相互贸易的发展而实现共赢。另一方面，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可能导致欧盟成员的不满，担心自贸区会进一步扩大贸易不平衡，受到更多“中

国制造”的竞争和威胁。但必须看到，中国和欧盟产业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互补性较强，自贸区带来的中国市场开放会为欧盟产品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相互投资方面，中国是欧盟的重要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且中国对欧盟的

投资也在快速增长。相互投资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增速很快。相比较而言，

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大于中国对欧盟的投资。自贸区在投资领域的开放将会更多

惠及欧盟。但欧盟显然对于单方面的投资协定更加感兴趣，希望在投资协定达

成之后再考虑双边自由贸易区。 

对于中国来说，欧盟已经连续 10多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

市场，与欧盟构建自贸区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并且与单方面的投资协定比

较起来，自贸区对于中国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中欧自贸区还将具

有抵御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美欧启动的贸易和投资伙

伴关系协定（TTIP）负面冲击的作用。 

当然，必须看到，中欧自贸区虽然具有建设和发展的潜力，但在短期内是

很难实现的，障碍来自于方方面面。其一，欧盟有 28个成员，内部达成协调一

致非常不易，更何况各成员的诉求和意愿存在差异，中国欲与欧盟谈判自贸区

需要克服各方的刁难，从欧盟内部对于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态度足以管中

窥斑。其二，欧盟是发达经济体，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两者所处的阶段决定

了相互的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难以协调。欧盟更多的会关注知识产权、倾销

和补贴、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环境、市场开放和投资限制等条款，而中国更

关心绿色壁垒、碳关税、贸易摩擦、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议题。且对于高标

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国仍需要考虑产品和产业的承受能力。其三，中国和

欧盟相互的贸易摩擦频繁，法国等部分国家对“中国制造”存在偏见，背负这

样的背景讨论自贸区实属不易。纵然如此，中欧自贸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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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何“有缘无份” 

事实上，欧盟一直以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关注自身的一体化。直到

全球金融危机和相继的“欧债危机”之后，一方面希望借助自贸区扩大贸易投

资以推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受到蓬勃发展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才开始顾

及对外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近年来，欧盟的自贸区“朋友圈”不断扩张，已经与除中国、俄罗斯、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开展了自贸区的谈判。截止目前，与韩国

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新加坡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处于国内批

准阶段，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自贸协定处于谈判中。同时，2012 年以来欧盟

还相继启动了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如果说欧盟仅仅关注与发达经济体的自贸区，而对中国-欧盟自贸区的态度

不温不火，则可以解读为考虑现实谈判的难度和可行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欧

盟启动了与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自贸区谈判，

着实让人难以理解缘何单单对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的态度扑簌迷离。 

欧盟的“暧昧而不表”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担心“中国制

造”的竞争与冲击，带来更大的贸易逆差，影响增长与就业。第二，内部各成

员的诉求不同，确实难以协调一致。第三，更加关注投资协定，希望中国开放

更多的投资市场，以自贸区为砝码施压投资协定谈判，换取中国更多的让步。

第四，当前欧盟自贸区建设的重点是美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无暇顾及与中国的自贸区。第五，考虑到中欧自贸区谈判的众多障碍，认为在

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后启动自贸区谈判更加可取。第六，欧盟和美国希望暂时把

中国排除在外，等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达成后施压中国，获得更大的让步和市场开放。 

 

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在当前阶段只是个空中楼阁，并且面临着重重障

碍。但任何时候的谈判过程都是困难的，中欧在贸易和投资上互为重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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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未雨绸缪的尽早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

究甚至谈判，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是正当其时的明智选择。那么，中欧自贸

区的“爱情之路”在何方? 

首先，欧盟对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兴趣更浓，希望在达成投资协定后启

动自贸区谈判。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于自贸区谈判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完成了投

资领域的自由化。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后再启动自贸区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路径。

故而，应该加快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尽快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启动自

贸区谈判，循序渐进的推进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其次，选择欧盟内部单个国家作为对象谈判自由贸易区，再寻求与欧盟整

体的自贸区。欧盟内部成员众多且复杂，一次性谈判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并不

容易。可以选择单个重要且有意向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和瑞典等先行启动谈判，

等到时机和各方意愿成熟再谈判整体的自贸区。 

再次，事实上，无论是先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还是先谈判单个国家的“两步

走”路径，都存在重复谈判且浪费时间和精力的问题。一次性谈判中国-欧盟自

贸区虽然困难更多，但一步到位从长远来看可能更加有效。因而，需要进一步

加强沟通，促使欧盟成员认识到自贸区的潜在收益，不断的抛出我们的“橄榄

枝”并送上“鲜花”，撮合中国-欧盟自贸区的“爱情”。 

我们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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