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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期，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日韩三国

签署国际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区建设势在必行。 本文基于较长时间跨度（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日

韩三国区域内贸易数据，研究三国区域内贸易总量和贸易产品结构，运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重

点研究中日韩 ＦＴＡ 贸易流量与发展潜力问题，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

进程，提升三国经贸合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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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使得中日韩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２００７ 年中

日韩三国成立联合研究委员会，负责探讨建立中

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中日

韩领导人第一次专门会议，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

关系的定位。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中日韩三国第二次

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

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

声明》，达成十项合作倡议。 构成东亚中心的中

日韩三国已正式脱离东盟“１０＋３”东亚框架，组建

成单独合作机制。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中日韩三国第四

次领导人会议中，明确表示三国将加快自由贸易

区的谈判进程，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充分发

挥三国比较优势，挖掘贸易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

和必要手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中日韩三国政

府签署《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该
协定共包括 ２７ 条和 １ 个附加议定书，囊括了国际

投资协定通常包含的所有重要内容，包括投资定

义、使用范围、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征收、转移、
代位、税收、一般例外、争议解决等条款。 三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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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要落实投资协定内容，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区的

谈判。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日韩三国代表团在

青岛举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第二次磋商会议，做
好启动谈判的准备工作。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东北亚区域顺应经

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趋势，共同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推进东北亚国家间经济交流和融合，
提升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实现共赢的关键。 建

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具有紧迫性与现实的可能

性，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中日韩区域内贸易状况
（一）中日韩区域内贸易规模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双边贸易额遥遥领先中韩与韩日贸易，见
图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率

为 １７． ２７％， ２０１０ 年贸易增长幅度最高， 达到

３４．９８％。 ２００２ 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 １ ０１５．３７ 亿

美元，首次突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１３ ８％。 ２０１１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１５．
１３％，达到３ ４２８．３７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双边贸易略

有下浮，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规模为 １ ５１６．２７ 亿

美元，中国从日本进口规模为 １ ７７８．３２ 亿美元，逆
差额为 ２６２．０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日本对华贸易额

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为 １９．５６％。 中国仍继续

保持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

口来源国。
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中韩贸易呈现跨越式

增长的态势。 ２００２ 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 ４４８．２ 亿

美元，２００５ 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１ ０２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突破两千亿美元大关。 ２０１２ 年双边贸易

额已经达到 ２ ５６４．０２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出

口 ８７６．７４ 亿美元，中国从韩国进口 １ ６８７．２８ 亿美

元，逆差额 ８１０．５５ 亿美元。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

边贸易年均增长率为 ２０．７９％，增幅最大的年份出

现在 ２００４ 年（４０．５８％）。 ２００９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

的影响，双边贸易额骤然下滑，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２７ ５９％。 在两国经济刺激性计划的支持下，２０１０
年双边贸易反弹，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随着中日韩三国际投资协定的签

署，两国经贸关系将迎来全新发展时期。 值得注

意的是，中韩双边贸易一直以逆差为主，且逆差额

远远大于中日和韩日贸易，２０１２ 年中韩贸易逆差

额超过中日贸易逆差额 ５４８．４９ 亿美元。 中国庞

大消费市场已经成为韩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２０１２ 年是中韩建交 ２０ 周年，两国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谈判已经启动。 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韩 ＦＴＡ 建设

将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全面升级。
韩日双边贸易稳中求进，增幅缓慢，未来双边

贸易增长空间有限。 ２０００ 年韩日双边贸易额突

破 ５００ 亿美元大关，２００２ 年略有下浮，降至 ４５０ 亿

美元。 ２００９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额

降幅度最大（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韩日

双边贸易额迅速反弹，上升势头明显。 其中，２０１１
年突破千亿美元，达到历史双边贸易最高点

（１ ０７９．９９亿美元），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６．７９％，２０１２
年的双边贸易略有下浮为 １ ０３１．５９ 亿美元。 韩日

贸易以逆差为主，逆差额最大年份出现在 ２０１０
年，其中韩国对日本出口 ２８２ 亿美元，韩国从日本

进口 ６４３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韩日贸易逆

差有所缓和，逆差额分别降至 ２８６ 亿美元和 ２５６
亿美元，比 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７５ 亿美元和 １０５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韩日双边贸易逆差远小于中日、中
韩贸易逆差。 韩国对日本出口主要以半成品、中
低端技术产品为主，而韩国自日本进口主要以半

成品、中高端技术产品为主。 韩日贸易结构差异

性较小，趋于合理。
中日韩三国贸易占本国对外贸易的比重状况

见表 １。 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呈现缓慢

下降的趋势，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６．４２％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

的 ８．５２％。 然而，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比重

却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２ 年为１３．５１％，２０１１
年已经达到 ２０．４２％，２０１２ 年虽然略有下浮，但仍

然达到 １９．５６％。 这说明中国市场对于日本的重

要性要大于日本市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日本也

越来越重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
中韩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一直在 ７％

左右徘徊，每年略有波动，但是起伏不大。 然而，
中韩贸易占韩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呈现快速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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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２０１２ 年已经达到了 ２４．０２％，这意味着韩国

对外贸易中近 １ ／ ４ 是与中国发生的，韩国对中国

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加大。 韩日贸易占韩国的贸

易比重 ２０１２ 年已经降至 ９．６６％，说明韩国对日本

市场的依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 然而，日本对韩

国的贸易比重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始终在 ６％
左右徘徊。 由此可知，中日韩 ＦＴＡ 战略中，中国

庞大的消费市场将会对日韩两国产生较大的贸易

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使两国获得一定的区域规

模经济效益。

图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１ 年中日韩区域内贸易状况　 单位：亿美元

表 １　 中日韩三国贸易占本国对外贸易比重

年份

中日贸易

占中国贸易

比重（％）
占日本贸易

比重（％）

中韩贸易

占中国贸易

比重（％）
占韩国贸易

比重（％）

韩日贸易

占韩国贸易

比重（％）
占日本贸易

比重（％）

２００２ １６．４２ １３．５１ ７．２２ １４．２５ １４．３０ ５．９７

２００３ １５．６９ １５．６１ ６．８２ １５．５７ １４．３８ ６．２６

２００４ １４．５４ １６．４４ ７．０７ １７．０５ １４．１８ ６．６４

２００５ １２．９７ １８．９９ ７．２３ １８．８４ １３．２７ ７．４６

２００６ １１．７８ １６．９１ ７．４５ ２０．６５ １２．３６ ６．４０

２００７ １３．５１ １７．６６ ９．５１ ２２．８１ １１．３４ ６．１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４１ １７．２８ ８．５５ ２５．５８ １０．４１ ５．７８

２００９ １０．３７ ２０．２０ ７．１９ ２３．１２ １０．３７ ６．２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１ ２０．３６ ６．８４ ２２．８０ １０．３７ ６．３２

２０１１ ９．４１ ２０．４２ ６．７３ ２２．７１ １０．０ ６．４３

２０１２ ８．５２ １９．５６ ６．６３ ２４．０２ ９．６６ ６．１２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二）中日韩区域内贸易产品结构

如图 ２—图 ４ 所示，将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韩、中
日、韩日双边贸易各类产品所占的比重大致描绘

出来。 根据 ＳＩＴＣ Ｒｅｖ．３ 的分类标准：０ ～ ４ 类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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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级产品，ＳＩＴＣ５ 和 ＳＩＴＣ７ 大多数是资本或技

术密集型产品，ＳＩＴＣ６ 和 ＳＩＴＣ８ 为劳动密集型产

品，ＳＩＴＣ９ 是一些未分类的产品。
１．中韩双边贸易产品结构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边贸易中初级产品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见
图 ２。 １９９８ 年之前，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两国第

一位贸易商品；１９９８ 年之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贸易比重占据第一位。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资本技术

密集型产品年均贸易比重为 ４７．４％，２０１１ 年贸易

比重为 ６０．０％，贸易额为 １ ４７２．８７ 亿美元。 劳动

密集型产品由 １９９２ 年贸易比重的 ４４％（２２．４５ 亿

美元），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０． ３％ （７４４． ９０ 亿美

元），排在第二位。 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下降幅

度最大，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３０．３％（１５．２４ 亿美元）下降

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２２８．２８ 亿美元）。 这说明中韩

双边贸易结构正不断改善，趋于合理化。 另外，未
分类产品（ＳＩＴＣ９ 类）所占比重一直是微乎其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该类产品贸易比重年均仅为 ０．１％。
所以分析中，该类产品忽略不计。

图 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边贸易产品分类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表 ２　 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边贸易前十位主要商品　 单位：亿美元

中国出口韩国 中国从韩国进口

商品代码 出口额 商品代码 进口额

７６ 电信、录音设备 １１８．５０ ７７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 ４５９．９４

７７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 １０６．９８ ８７ 科学仪器设备 ２２７．２２

６７ 钢铁 ９２．９７ ５１ 有机化工品 １２７．５１

７５ 办公仪器和数据自动处理设备 ４８．５８ ３３ 石油及相关制品 １２６．２５

８４ 办公用品及设备 ３６．１３ ５７ 塑料制品 ８７．２４

８７ 科学仪器设备 ３５．３８ ７６ 电信、录音及复制设备 ７９．３２

６５ 纺织纤维及纺织制品 ２９．１９ ７２ 专业性工业机器制品 ５１．２７

６９ 铁制品 ２６．７４ ７８ 公路行驶车辆 ４９．８７

５１ 有机化工品 ２６．５３ ６７ 钢材 ４８．９０

７４ 一般工业制成品 ２５．６０ ７５ 办公仪器和数据自动处理设备 ４１．７０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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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边贸易前十位的主要商品见

表 ２。 中国出口韩国排在第一位的商品是电信、
录音设备等，出口额为 １１８．５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１．５％；排在第二位的是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
出口额为 １０６．５８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２．９％。 其余

依次是钢铁、办公仪器和数据自动处理设备、办公

用品及设备、科学仪器设备。 这些产品具有典型

的低附加值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征。 中国传

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纤维及纺织制品，是
中国对韩国出口第七大类商品。 ２０１０ 年出口规

模为 ２４．７１ 亿美元，２０１１ 年为 ２９．１９ 亿美元，同比

增长 １８．１０％。 另外，有机化工产品和一般工业制

成品也是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出口商品。
然而，中国从韩国进口商品主要以高附加值

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能源制成品、技术密集型产品

为主。 中国进口韩国排在第一位的是电子机械、
家用电器。 ２０１１ 年该类商品进口同比增长 ９％。
电子产业一直是韩国的优势产业，中国的电子行

业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在产品高端领域仍然依赖

韩国电子产品。 排在第二位的是知识技术密集型

产品———科学仪器设备。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

大从韩国进口该类产品，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７ 亿美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２． ７ 亿美元，同比增幅为

９ ８％。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及相关制品是中国从

韩国进口的第四大类产品。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

加大从韩国进口该类商品的规模，２０１０ 年进口规

模为 ７７．８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２．１６％；２０１１ 年进口

规模为 １２６．２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２．３４％。 中国

从韩国进口的前十位商品还包括：塑料制品、电信

设备、专业性工业机器制品、公路行驶车辆等。
２．中日双边贸易产品结构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日双边贸易产品分类比重

见图 ３。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５＋７ 类）为双边贸

易的主导产品，贸易比重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１９９２ 年该类商品贸易比重为 ３８．４％（９７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贸易比重达到 ６０．４％（２ ０７０ 亿美元），年
均贸易比重为 ５１．０％。 劳动密集型产品（６＋８ 类）
为双边贸易的第二大类产品，贸易比重呈现下降

势头，降幅不大，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３８．５％降至 ２０１１ 年

的 ３２．５％（１ １１４ 亿美元）。 初级产品（０～４ 类）在
中日双边贸易中的比重下降趋势明显，１９９２ 年该

类产品贸易比重为 ２３．２％，２０１１ 年降至 ６．８％（２３２
亿美元），这说明中日双边贸易产品结构正逐步

改善，趋于合理化。 未分类产品（ＳＩＴＣ９ 类）所占

比重仍然微乎其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贸易比重年

均仅为 ０．２％，所以仍然不作为分析的重点。

图 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日双边贸易产品分类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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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１ 年中日双边贸易前十位主要商品　 单位：亿美元

中国出口日本 中国从日本进口

商品代码 出口额 商品代码 进口额

８４ 办公用品及设备 ２２０．４１ ７７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 ４０７．８３

７７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 １５３．３０ ７２ 专业性工业机器制品 １７３．６１

７６ 电信录音设备 １４６．３５ ７８ 公路行驶车辆 １６７．４０

７５ 办公仪器和数据自动处理设备 １２９．３４ ８７ 科学仪器设备 １２６．６５

８９ 混杂的工业制成品 ７２．４５ ７４ 一般工业制成品 １１８．５０

７４ 一般工业制成品 ６８．２５ ６７ 钢铁 ９８．２９

６５ 纺织纤维及纺织制品 ４９．５８ ５１ 有机化工品 ７９．０５４

６９ 铁制品 ４３．９５ ７１ 发动机设备 ７４．４３

５２ 无机化学制品 ４０．３６ ７３ 金属加工机械 ６５．７５

０３ 鱼类、甲壳纲动物等 ３９．１１ ５７ 塑料制品 ６０．９４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２０１１ 年中日双边贸易前十位的主要商品见

表 ３。 中国出口日本主要以低附加值的资本或技

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型商品为主。 出

口排在第一位的商品是办公用品及设备，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１ 年的出口额分为 １８４．５ 亿美元和 ２２０．４１
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５．７９％和１９．４７％。 出口

排在第二位的是电子机械、家用电器商品。 该类

商品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商品。 金融危机

之后该类商品的出口增幅较大，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年均增幅分别为 ３２．４５％和 １２．９２％。 中国的传

统比较优势商品———纺织纤维及纺织制品排在第

七位。 金融危机之后该类商品出口略有增加。 另

外，中国的鱼类、甲壳纲动物等农产品对日出口规

模也比较大，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达到 ３．１ 亿美

元和 ３． ９ 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２１． ０７％ 和

２５．２８％。
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主要以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为主。 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专业性工业机器制成品和公

路行驶车辆，这些商品在金融危机之后仍然表现出

强劲的出口势头，２０１１ 年同比增幅分别为 ８ ３７％、
１４．４５％和 ８．４１％。 另外，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科学

仪器、一般工业制成品、发动机设备、金属加工等日

本传统优势产品一直是中国进口的主导商品。
３．韩日双边贸易产品结构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韩日双边贸易产品分类比重

见图 ４。 韩日双边贸易中各类产品始终保持合理

的贸易结构，没有明显变动趋势。 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品（５＋７ 类）贸易比重一直处于第一位，并遥

遥领先其他大类的贸易商品。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该

类商品年均贸易比重为 ５６．７％，２０１１ 年贸易比重

为 ５２．８％（５７０．１９ 亿美元）。 劳动密集型产品（６＋
８ 类）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排在第二位，且亦呈现

平稳的发展态势。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该类产品的平

均贸易比重为 ３１．８％。 韩日双边贸易中处于第三

位的是初级产品（０～４ 类），贸易比重始终在 １０％
左右徘徊，２０１１ 年的贸易比重最高（１５．４％），贸
易额为 ４１．４０ 亿美元。 未分类产品（ ＳＩＴＣ ９ 类）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贸易比重平均为 ０．３％，所以该类产

品也不作为分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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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韩日双边贸易产品分类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表 ４　 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边贸易前十位主要商品　 单位：亿美元

韩国出口日本 韩国从日本进口

商品代码 出口额 商品代码 进口额

３３ 石油及相关制品 ８７．０２ ６７ 钢铁 ９１．６７

６７ 钢铁 ４１．４９ ７７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 ７８．８７

７７ 电子机械、家用电器 ４０．９６ ７２ 专业性工业机器制品 ６９．８１

７６ 电信录音设备 ３０．１２ ５１ 有机化工品 ４３．６１

６８ 有色金属 ２３．３２ ５８ 塑料制品（无固定形式） ３８．１８

７４ 一般工业制成品 １４．６３ ７４ 一般工业制成品 ３５．５４

６９ 铁制品 １３．９７ ５９ 化学材料及其制品 ３４．４０

５１ 有机化工品 １１．２９ ８８ 照相及光学设备 ２７．０９

８９ 混杂的工业制成品 ９．８４ ８７ 科学仪器设备 ２５．２９

７２ 专业性工业机器制品 ９．６１ ６６ 非金属矿产品 ２４．３８

　 　 　 　 　 资料来源：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整理计算。

　 　 ２０１１ 年中韩双边贸易前十位主要商品见表

４。 韩国出口日本排在第一位的商品是石油及相

关制品。 日本是自然资源和能源贫瘠的国家，国
内能源需求严重依赖进口。 金融危机之后，日本

扩大了从韩国进口石油及其相关制品的贸易规

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韩国出口日本石油及相关制

品贸易规模分别为 ２２．９１ 亿美元、３６．３４ 亿美元和

８７．０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同比增幅分别

为 ５８．６０％和 １３９．４３％。 钢铁、有色金属和铁制品

等金属矿物制成品是韩国出口日本的又一大类主

要贸易商品。 而韩国从日本进口商品的主要包括

钢铁、电子机械、家电制品，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

特定专业性工业制成品、科学仪器设备等。 从整

体上分析，韩国和日本的出口商品贸易结构趋同，
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三、中日韩区域贸易流量与潜力实证

分析

对双边贸易流量与潜力进行测算，更多的是

应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 拓展模型是在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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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模型中引入更多的解释变量以提高其解释力

与说服力。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传统引力模型

进行拓展，增加了人口、金融危机以及 ＦＴＡ 变量，
重点探讨 ＦＴＡ 变量对中日韩区域贸易流量与贸

易潜力的影响。
ｌｎ ＥＸＰ ｉｊ ＝ α０ ＋ α１ ｌｎ Ｐ ｉＰ ｊ ＋ α２ ｌｎ ＰＧＤＰ ｉＰＧＤＰ ｊ ＋

α３ ｌｎ Ｄｉｊ ＋ α４ＦＴＡ ＋ μ （１）
　 　 上式中 ＥＸＰ ｉｊ表示中日韩三国对其贸易伙伴

国的出口额。 Ｐ ｉＰ ｊ 表示中日韩与其贸易伙伴国人

口的乘积。 ＰＧＤＰ ｉＰＧＤＰ ｊ 表示中日韩三国与其贸

易伙伴国人均 ＧＤＰ 乘积。 Ｄｉｊ表示中日韩三国与

贸易伙伴国的距离。 ＦＴＡ 是虚拟变量，表示中日

韩三国是否与贸易伙伴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应用 Ｓｔａｔａ１１． ０ 软件，运用 ＯＬＳ 估计方法对

（１）式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中日韩的区域贸易流

量问题，重点研究 ＦＴＡ 的签署对中日韩的区域贸

易流量与潜力的影响。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表 ５ 展示了不同模型设定下的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 １ 不包含虚拟变量 ＦＴＡ 而且没有控制

年度时间效应；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

虚拟变量 ＦＴＡ，以衡量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的签

署对中日韩三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模型 ３ 则在模

型 ２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以控

制不同年份的时间效应（限于篇幅且并非本文研

究重点，所以并未展示年度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

值）。 表 ５ 结果表明，变量 ＦＴＡ 的加入以及时间

效应的控制提升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而且降低

了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的数值，这表明加入的解释变量是

合理的，因此基于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进行深入

分析。
表 ５　 回归结果

因变量
中国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日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韩国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ｌｎＰｉＰｊ
０．４９２∗∗∗

（２１．７５）
０．４７１∗∗∗

（２１．５０）
０．．４０１∗∗∗

（１８．７０）
０．３７３∗∗∗

（１７．９９）
０．３７１∗∗∗

（１８．０３）
０．３７０∗∗∗

（１７．７６）
０．３９７∗∗∗

（１７．２３）
０．３９３∗∗∗

（１６．６３）
０．３７１∗∗∗

（１７．４７）

ｌｎＰＧＤＰｉ

ＰＧＤＰｊ

０．９０１∗∗∗

（５７．１３）
０．８７３∗∗∗

（５５．９５）
０．．７５５∗∗∗

（３９．７８）
０．４９４∗∗∗

（１９．４７）
０．４８９∗∗∗

（１９．３９）
０．４８５∗∗∗

（１８．０８）
０．３８０∗∗∗

（１２．６９）
０．３８４∗∗∗

（１２．６９）
０．２９７∗∗∗

（１０．６６）

ｌｎＤｉｊ
－０．８４９∗∗

（－２０．３５）
－０．７３６∗∗∗

（－１７．２５）
－０．８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９５０∗∗∗

（－１４．１９）
－０．．９１８∗∗∗

（－１３．７３）
－０．．９２２∗∗∗

（－１３．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０２４
（０．３５）

ＦＴＡ —
０．７３７∗∗∗

（７．８６ ）
０．４０８∗∗∗

（４．３５）
—

０．５８２∗∗∗

（３．７９）
０．５６８∗∗∗

（３．４１）
—

０．１８７
（０．８４）

０．２００
（０．９９）

截距项
－０．１０５
（－０．１０）

－０．４３９
（－０．４２）

４．１５８∗∗∗

（３．８０）
１２．１４∗∗∗

（９．１０）
１１．８５∗∗∗

（８．９５）
１２．０６∗∗∗

（８．９１）
０．３６４
（０．２５）

０．４９６
（０．３４）

１．６３４
（１．２２）

时间

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数 ７８１ ７８１ ７８１ ７７９ ７７９ ７７９ ７７７ ７７７ ７７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１２ ０．８２５ ０．８５１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５ ０．４９６ ０．３３５ ０．３３５ ０．４６４

ａｉｃ １ ７７８．１ １ ７２０．２ １ ６１３．６ ２ ２６４．０ ２ ２９７．１ ２ ２７６．３ ２ ６１１．２ ２ ６１２．５ ２ ４６２．６

ｂｉｃ １ ７９６．７ １ ７４３．５ １ ７２５．４ ２ ２８７．３ ２ ４０８．９ ２ ２９５．０ ２ ６２９．８ ２ ６３５．８ ２ ５７４．３

　 注：（１）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 ｔ 统计量；（２）∗、∗∗、∗∗∗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３）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分别为回

归方程的赤池信息原则和贝叶斯信息原则统计量。
资料来源：根据 ｓｔａｔａ １１．０ 计量回归结果整理，原始数据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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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中的回归结果大部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符号都与贸易引力模型的预期相符。 人口和人

均 ＧＤＰ 的增长都有助于促进中国出口贸易规模

的增加。 在中日韩三国中，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人

口和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中国对外对贸易的促进作

用最大。 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人口乘积总规模增加

１％，将带动中国贸易出口额增长 ０． ４０１％；人均

ＧＤＰ 乘积总规模增加 １％，将带动中国贸易出口

额增长 ０．７５５％。
距离因素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出口贸易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分别减少出口贸易规模 ０． ８％ 和

０．９％左右，但对韩国的出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

品为主，出口企业对运输成本比较敏感的。 运输

成本对于日本的出口贸易流量有一定的阻碍作

用。 日本的贸易伙伴比较分散，日本的出口贸易

对于运输距离还是比较敏感的。 建立中日韩自由

贸易区，充分发挥区域内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效

应，有助于降低中国和日本企业的出口运输成本，
促进两国出口贸易流量的进一步增长。

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的签署对于中国和日本

的出口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额净增加

分别为 ５０．４％ （ｅ０．４０８－１）和 ７６．５％ （ｅ０．５６８－１）。 而

ＦＴＡ 对韩国出口虽然也存在促进作用，出口贸易

额净增加 ２２．１％ （ｅ０．２０－１），但这种促进效果并不

显著。 韩国国内市场狭小，一直奉行出口导向型

的经济发展战略，致力于扩大对外贸易出口，因此

ＦＴＡ 签署前后韩国出口整体贸易流量无明显差

异。 韩国对中日韩 ＦＴＡ 态度虽然比较积极，但是

一直坚持慎重的态度。 与中日韩 ＦＴＡ 相比，韩国

更倾向于中韩 ＦＴＡ。 其原因是通过中韩 ＦＴＡ，韩
国可以确保占领中国的汽车和半导体电子产品市

场，抢占在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先机并以中韩

ＦＴＡ 为杠杆启动韩日 ＦＴＡ 谈判。
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模拟理论状态下潜在的双

边贸易，然后将实际双边贸易额与模拟贸易额相

比，来对双边贸易潜力进行估算。 若实际贸易额

与模拟贸易额的比值远大于 １，称之为“过度贸

易”；反之，则称之为“贸易不足”。
首先采用计量拟合效果最好的引力方程，即

表 ５ 中的模型 ３ 来模拟理论状态下中日韩三国双

方的潜在贸易额（因为中日韩三国分别在一方贸

易伙伴 ４０ 国之内，就中国而言，日韩在其贸易伙

伴国 ４０ 国之内；就日本而言，中韩也在其贸易伙

伴国 ４０ 国之内；韩国也是如此），然后用实际双边

贸易额与之相比，得到三国的双边贸易潜力，结果

见表 ６。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实际值与

模拟值的比值基本保持 ０．８ 以下，而中国对日本

的比值在金融危机之后也保持在 ０．８ 以下，因此

中韩和中日贸易基本属于“潜力巨大型”。 说明

在现有贸易条件下，两国贸易流量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中国与日韩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贸易壁

垒，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因此应通过 ＦＴＡ 贸易

协定的签署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促进贸易流量

的大规模提升。
日本对中国出口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值超过

１．２，属于“潜力再造型”。 这说明日本对中国扩大

出口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充分发

挥，应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发展培育其他

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
日韩之间以及韩国对中日的出口贸易实际值

与模拟值的比值位于 ０．８ ～ １．２，整体上仍然属于

“潜力开拓型”，双边贸易仍然有较大的拓展范

围。 在继续保持原有双边规模的基础上，可以通

过积极培养新贸易增长点、发展多元化的贸易形

态来进一步扩大中日韩区域内贸易规模。

四、主要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双边贸易额遥遥领先中韩与韩日贸易，中
国仍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

场和进口来源国地位；中韩贸易则呈现跨越式增

长的态势，增长势头迅猛，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

伙伴，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韩日贸易则

稳中求进，增幅缓慢，未来双边贸易增长空间有

限。 值得注意的是，中韩、中日和韩日双边贸易一

直以逆差为主，且中韩逆差额远远大于中日和韩

日贸易。 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已经成为韩国和日

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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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中日韩区域贸易潜力分析（实际值 ／模拟值）

中国→日本 中国→韩国 日本→中国 日本→韩国 韩国→中国 韩国→日本

１９９２ １．５３４ ０．７４３ １．０６２ ０．７０８ １．０４５ １．０９３

１９９３ １．２７３ ０．５６２ １．４４６ ０．７００ １．０７８ １．０８５

１９９４ １．３５３ ０．６４３ １．５８２ ０．９３２ １．０５２ １．０８７

１９９５ １．３９４ ０．７０７ １．４１６ ０．９４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７０

１９９６ １．７２３ ０．７７８ １．３９９ ０．９１４ １．０４８ １．０６７

１９９７ １．４８２ ０．７８８ １．２８３ ０．８１９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２

１９９８ １．３３５ ０．６５７ １．３２３ ０．６７７ １．０６５ １．０５９

１９９９ １．２３９ ０．６３３ １．３６３ ０．８１４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８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３ ０．６１９ １．５６０ ０．９２４ １．０７３ １．０７７

２００１ １．２７４ ０．６５５ １．７５０ ０．９０３ １．０７９ １．０６１

２００２ １．１９５ ０．４１２ ２．１１７ ０．９４２ １．０６４ １．０４８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０ ０．３８０ ２．５８５ ０．９７６ １．０９８ １．０４８

２００４ １．０１２ ０．３９２ ２．６１８ ０．９９９ １．０７８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５ １．０２９ ０．３８６ ２．６１０ ０．９６８ １．０７６ １．０４８

２００６ ０．９６７ ０．３７２ ２．７００ ０．９６１ １．０９０ １．０４０

２００７ ０．８６１ ０．３５１ ２．５８９ ０．９１２ １．０７５ １．０４８

２００８ ０．７９０ ０．４４１ ２．４７４ １．００３ １．０５８ １．０３７

２００９ ０．７３６ ０．３９６ ２．８８０ １．１６９ １．０８６ １．０３８

２０１０ ０．６７８ ０．３４９ ２．７３４ １．０６２ １．０７０ １．０３３

２０１１ ０．７０９ ０．３５２ ２．６０１ １．０４６ １．０７７ １．０４１

　 　 　 资料来源：根据 ｓｔａｔａ １１．０ 计量结果整理

　 　 中韩与中日的双边贸易产品种类结构基本相

似，趋于合理化。 韩日双边贸易产品种类比重基

本维持原有的格局，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

主。 另外，中日、中韩出口商品结构存在一定互补

性，而韩日出口商品结构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中日韩 ＦＴＡ 的签署对于中国和日本商品的

出口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韩国促进作用不显著；
人口和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都有助于促进出口的增

加，距离因素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出口贸易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中国对韩国以及中国对日本出口贸

易潜力属于“潜力巨大型”，在现有条件下，中国

与日韩之间的贸易流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日本

对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属于“潜力再造型”，应积极

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 日韩之间以

及韩国对中日贸易潜力属于“潜力开拓型”，可以

通过积极培养新型贸易增长点以及发展多元化的

贸易形态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二）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推进中日韩 ＦＴＡ 谈判进程，早日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三
国签署 ＦＡＴ 对本国的贸易流量都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其中，对中国和日本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对韩国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中日韩三国具有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 另外，三国是

东亚区域的经济大国，人均 ＧＤＰ 在东亚区域排在

前列。 三国与一些小规模经济体国家已经签署了

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果。
而中日韩区域三个大的经济体之间建立稳定、制
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将会获得更大的区域规模

经济利益。
第二，调整双边经贸结构调整，充分挖掘贸易

潜力，培育新兴贸易形态。 日韩两国继续占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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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与技术转移的主导地位，通过“在国外进

行工业研发、以先进技术换资源开发权、区域技术

合作、参与国际战略技术联盟”等方式，不断提升

产业体系核心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由传统

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变的新契机，制造业的产

品由产业价值链低端向高端逐步升级。 中日韩之

间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努力挖掘贸易潜力，
进一步扩大贸易流量。

第三，有效地降低运输成本及其他交易成本。
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减少贸易双方的信息搜

集成本。 通过建立开放的交易平台，加强海关合

作，可以减少相互的报关时间。 通过关税政策协

调，实施明晰化、透明和非歧视的原则，简化海关

的通关制度，促进电子海关的发展，促进海关之间

的数据共享平台，简化申请签证的手续，为三国的

经贸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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