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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展望① 

一、 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背景与进程 

2014 年 11 月，中韩自由贸易区完成实质性谈判，2015 年 2 月 25 日,双方完

成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这标志着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酝酿后，东亚一体化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韩自由贸易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2004 年 11 月-2006 年

11 月的民间研究、2006 年 11 月-2010 年 6 月的 5 轮官产学联合研究，在 2012

年 1 月韩国李明博总统访问后，双方于 2012 年 5 月启动双边 FTA 协定谈判，经

过 14 轮谈判，于 2014 年 11 月完成实质性谈判。 

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 2010 年以前，中韩自由

贸易区是在东亚一体化的框架下被讨论的。当时的观点认为：东亚一体化有三

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一是以东盟为主导，在东盟与中、日、韩签订三个“1O+1”

然后扩展到“1O+3”；二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主导，日韩双边协定为基础，扩展到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再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三是中

国、韩国为主要推动力的东亚一体化，在中国一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签

订后，形成中韩自由贸易区，然后扩展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再形成东亚自由

贸易区。 2010 年以来，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各方利益争夺的焦点，亚太区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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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两条路线图的竞争和融合中不断演进。一是美国主导的以 TPP 为代表的“美

国路线图”，这对原有东亚一体化模式带来冲击。2012 年，东亚地区对美国的

TPP 战略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

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宣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

同时，中日韩三国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由此形成

“亚洲路线图”。面对两条路线图，韩国采取摇摆的态度，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签

订后，韩国又表明加入 TPP 的意向。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确定了东亚一体，

特别是中日韩 FTA 的演进中，中国韩国将成为主要推动力，同时，对于亚太一

体化发展，中国逐渐突破没有加入 TPP 的不利地位，在亚太一体化中占据有利

地位。 

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展缓慢，除了受上述谈判双方面临的复杂的国际政

治经济博弈影响外，还因为协定所涉及的范围广，程度深，标准高，涉及诸多

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等诸多新议题。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中国在建

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二、 中韩自由贸易区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韩经贸联系日趋密切，这为双方在制度层面确立深化合作机制奠定了现

实基础。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 年,中国和韩国双边贸易总额为 289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9％。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 100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自韩

国进口 190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项全面的合作

协定，不仅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条款，还包括服务贸易条款和投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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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如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环境、经济合作

等。 

从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看，贸易自由化将为中韩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中国

零关税的产品将达到税目的 91%，进口额的 85%。韩国最终零关税的产品将达

到税目 92%，进口额 91%。韩国是中国第三大国别出口市场，2014 年中国对美

国，日本，韩国的出口额分别为 3960.8 亿美元、1494.4 亿美元和 1003.4 亿美元，

同比变动率分别为 7.5%、-0.5%和 10.1%，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

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强劲增长，中韩 FTA 签订后将促进中国对韩国出口有显著的

提升。中国对韩国贸易处于逆差状况，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占韩国其全部出口额

的 26%，中国进口关税的下降，将进一步提高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双方在服务

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将促进两国更紧密的经贸往来，促进市场融合，发挥竞

争效应，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 

中韩 FTA 将进一步发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潜力，对双边服务贸易也

将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促进东亚生产网络的深化。生产的国际化将带动服务

的国际化，制造业等跨国企业在外国生产时，需要取得全球化的通讯、运输、

贸易、金融等服务。在中韩形成的“高水平、全面”的新型 FTA 协定中，包括

电子商务等新规则，这些新规则有由于消除那些专属于国家管辖、制约跨境贸

易和服务转移的法律和管制政策的行动，通过协调与合作来降低国内管制政策

所导致的市场分割。新规则有利于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相整合，对

于推进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的发展，促进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商品、投资、服

务、知识及人员在区域生产网络中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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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韩自由贸易区对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是亚太区域一体化亚洲路线图的重要环节，可以

促进 RCEP 谈判的达成，同时，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日韩的三角竞争中，中韩率先达成 FTA 协定，对于日本将有较大的刺激作

用，日本商品在中、韩市场中将面临不利地位，日本在亚太一体化中的谈判力

也将受到牵制。中韩 FTA 的签订，也标志亚太区域一体化两个路线图的博弈中，

“亚洲路线图”又前进了一步。 

当前，中国正在逐步确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新战略，

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中韩

FTA 协定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了双方的利益，并融入了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协定，

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提供了探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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