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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自中國大陸邁入了全球社會化(global socialization)發展以來，在多邊互動的經

貿場域中，中國大陸先後參與了曼谷協定、世貿組織、與香港達成「更緊密的經

貿關係安排」，（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與東協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架構」，預計於 2010年建成自由貿易區、參

與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湄公河次區域開發項下的區域合作，以及開展與OECD

經合組織的對話。2004年杪，中共和東協又進一步簽署了「中國-東協全面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易協議」，承諾五年內逐步取消大部分貨物關稅，象徵建立

東協加中共「10+1」自由貿易區的進程邁入新紀元。 

未來中國大陸並將陸續納入日、韓兩國成立「10+3自貿區」、考慮建立「中

國－香港－澳門自由貿易區」、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基礎，進一步與中亞國家

建立經貿合作。此外，籌建「東亞自由貿易區」、參與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圖們江開發計畫，以及與印度組建自由貿易區等均在醞釀中。 

勿庸置疑的，中共對外積極參與各類區域經濟整合，無論是加入世界貿易組

織，抑或簽訂區域貿易協定與特定的經濟體進一步加強經濟聯繫，均有其政經利

益的考量。值得注意的是，除了基於對外政經因素的考量外，在其對外行為表象

的背後，實蘊含了與對內政經政策相互聯繫作用的深層思考。 
（二）、研究目的 
中共在縮小地區差距和扶持西南發展上，對內推動了西部大開發政策，對外

則有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10+1，以及近期甫建立的「9+2」泛珠江三角區域
的經濟合作。這些蘊含著內外聯結的國內-國際鑲嵌的區域整合政策，究竟將對
經濟發展遠遠落後的西南地區發揮多大的作用？中國大陸內部此種區域整合的

新趨勢，其運行機制如何？是否具區域整合的實質功能？西南地區能否掌握發展

契機，振衰起蔽提升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從而承東啟西裨益於解決長期困擾中

國的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均為本研究的主要問題。 
（三）文獻探討 
當前雖不乏中國大陸區域經濟整合的相關研究，但多數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地

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探討，鮮少從結合外在環境及內在發展的角度，探討區域

經濟整合對西南地區影響的論著。尤其是因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框架甫提出不

久，本身即屬嶄新的議題，尚未見相關的論述出版，因此值得對此問題進行研究。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強調國內事務與國際政策的交互滲透影響，

並以與中國大陸西南地區相關的中國內部以及與鄰國組建的區域經濟整合為觀

察主體，進行對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評估與探討。本研究主要以質化研究為

主，亦包括相輔的量化分析。主要的探討方式將首先針對西南地區、內陸 9 省、

東協國家、湄公河流域鄰國等的相關宏觀經濟指標、主要經濟社會統計包括境內

總產值、人均總產值、FDI、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零售等進行經濟概況的

基本分析，以掌握地區間經濟和產業分工的基礎。其次就中共所推動與簽訂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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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經濟整合探究其動機，以及相應的配套措施。最後則從西南地區本身的條件、

考量與作為，評估對地區的總體影響。有關資料的蒐集，主要以中國大陸、東協

各國、亞洲開發銀行，聯合國亞太統計年鑒等與經濟發展相關的一手資料為主，

包括官方的書面資料、聯合國歷年貿易統計數據，以及利用World Trade Atlas 資
料庫的數據進行分析。 

（五）結論與建議 
中國境內區域經濟整合不斷升溫之際，中國亦積極建立對外區域經濟合作

關係，並形成內外鑲嵌的區域經濟整合格局。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大陸已建立了

包括四個構面的基本架構：深化粵港澳貿易區，以CEPA、ASEAN+1以及9+2的區

域經濟整合，聯結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建立東協自由貿易區、參與湄公河次區域

經濟合作，以促進西南地區的發展；籌建東北亞自由貿易區以帶動東北、環渤海

地區的發展以及建構中亞自由貿易區，藉此促進西北與內陸地區的發展。 
在此格局下，涵蓋地處偏遠中西部省分的泛珠三角洲乃格外引人矚目，並為

西南地區的發展帶來有利的客觀條件。泛珠三角經濟整合中，內陸省分雖各有盤

算，但皆希望藉由參與區域整合以提振區內經濟發展。泛珠三角地區九省面積直

可與歐盟相比，但長期以來省際活動仍受貿易壁壘所限。因此「9+2」的簽署，

一方面是回應急遽發展的長江三角洲所產生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旨在力圖在國內

形成地區性的「共同市場」，以消除區域內阻滯產品和生產要素自由流動的各種

體制障礙，充分發揮市場在區域之間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以追求地區的經濟

發展。西南地區在參與此項區域經濟整合架構中，其觸角突破了以往僅限於本區

域的橫向聯繫，進一步延伸至涵蓋港澳在內的華南經濟圈。西南地區並冀望藉由

此項區域整合在國內所形成的地區性「共同市場」，消除區域內阻滯產品和生產

要素自由流動的各種體制障礙，充分發揮市場在區域之間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

用，以追求地區的經濟發展。 
在中國大陸所參與的亞洲地區之區域經濟整合中，以「中國－東協自由貿易

區」（以下稱 10+1）對西南地區的經貿發展關係最為密切。西南地區由於與東協

間地理接近交通便利，以及資源互補，尤其是在製藥工業、水力、礦產資源開發

以及旅遊等方面互補性較強，因此具有與東協發展經貿關係的優勢。此外，10+1
的架構下，亦有利於西南地區的出口、工程承包、勞務合作、對外直接投資、外

資流入，以及產業結構優化。西南地區中，廣西和雲南兩省因與東南亞國家毗鄰

的特殊地理位置，此兩省對 10+1 的發展顯現出強烈的企圖心。 

中共當局在看待國內方興未艾的區域整合上，抱持了樂觀其成的態度。從北

京當局在泛珠三角的整合過程中，所展現出正面積極的態度即可見一般。泛珠江

三角洲經濟區的實踐，可謂是順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新探索。然而先聲奪

人的「9+2」能否發揮其作用，並帶動西南地區的發展，首先必須解決現存的障

礙，包括 1）體制性的障礙，導致國內市場分割、統一的產品和要素市場難抑建

立，市場機制不能在區域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作用以及區域內優勢互補的產業分

工難以形成 2）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障礙 3）重複建設和產業趨同但若仍停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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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論壇或政府首長聯席會議的型是，則難以落實合作的收益。除了體制性、基

礎設施，以及重複建設和產業趨同的障礙外，其中最大的爭論焦點乃在於能否在

體制創新方面有所突破，而真正落實合作的收益？截至目前為止，泛珠三角經濟

區因缺乏市場機制的推動，尚未能發揮應有的成效，以致西南地區無法充分利用

電力、水力、礦產等資源豐富的優勢，帶動其經濟發展。 

至於中國與東協自貿區的建立，基本上是中國對外關係上的一種戰略需求，

中國以對外經貿發展與技術合作為立足點，參與和東協的區域經濟合作，藉此發

揮其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國意圖利用其最近的經濟實力擴大影響

力，而拉攏東協國家是增強其集團力量的最廉價途徑，同時加強其在東協地區的

經貿發言權，從而提高其綜合國力。因此，基於政治上的企圖，中國從經濟外交

著手，與東協共建自由貿易區，並採取低姿態給予泰國進口農產品優惠關稅、給

予寮國、柬埔寨和緬甸優惠關稅，在經濟層面上多所讓步。就此而言對外戰略犧

牲了國內利益，尤其對於收當其衝的西南各省農產品出口東協，產生了相當的衝

擊。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乃出現與中央在利益上搏奕的局面，要求中央予以稅

收等優惠以平衡局部利益。北京當局亦針對促進滇桂兩省的經濟發展，先後做出

了選擇在廣西舉辦東協博覽會以及滇桂共同參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安排，藉

此平衡局部利益。再者，中越兩國自 2004年以來所積極推動構築的“兩廊一圈＂

經貿合作計畫，亦即建設“昆明－老街－河內－海防－廣寧＂和“南寧－諒山－

河內－海防－廣寧＂兩個經濟走廊，以及北部灣經濟圈，亦為中共為平衡西南地

區利益以及鑲嵌 10+1、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對外區域合作機制的另一舉

措。 

    經本研究發現，當前泛珠三角經濟區尚難發揮帶動西南地區經濟作用之際，

西南各省在原有地區經濟協調會的基礎上，於 2005年年會上提出深化合作，結

合政府推作的方式，積極推動市場機制以促進地區發展以及與其他經濟區的合作

關係。此外西南地區亦開始規劃與建設地區內以成渝為核心地位包括以四川盆地

為主、總計 35個城市所組成的成渝經濟區來帶動全區的發展；以及南貴昆經濟

區的發展。必須指出的是，兩廊一圈的推動尚須克服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路、鐵

路、紅河水路、北部灣港口群以及口岸等、規範貿易秩序，以及通關便利化機制。

此外，無論是成渝經濟區、南貴昆經濟區的發展均需克服基礎設施薄弱、區域協

調仍待加強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除有賴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外，更重要的

是國家可扮演平衡局部利益的角色，建立規範性的財政轉移支付制度以再分配方

式進行補貼，俾利於地區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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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陸地區出差報告 

計畫執行人：趙甦成 

 

關於本研究計畫中國大陸參訪活動，計畫執行人於本（2006）年 10月 8日
至 16日間，共計 8天，完成以北京地區為主之調研行程，行程內容包括：1）訪
問北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天則經濟研究所參與成員皆為具經濟專業背景之重要學

者，該所自成立以來，針對中國當前重要之經濟、社會問題每雙週邀請相關專家

學者舉辦論壇，同時透過該所網站傳佈，此外，並出版有各類專書，目前該所已

成為極具影響力之民間智庫。本訪談與該所相關人員從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中國

區域發展政策演變與趨勢、國內外區域經濟合作新格局以及中國與鄰國經濟合作

概況進行意見交換，並參閱選購該所之出版圖書等資料。 
2）訪談社科院相關單位包括社會所、經濟所以及農村所等：先後與相關研究人
員從社會政策角度交換中國推動與東協經濟合作、區域整合對農村社會層面之衝

擊與相關政策之制訂；其次就中國東協邁向自貿區發展過程中，金融工具在各邊

境省區之運用與問題，以及與研究人員針對實行農產品零關稅後，滇、桂兩邊境

省區農產品產銷政策之調適、地方與中央對衝擊之回應、鼓勵政策等主題進行交

流。 
3）訪談單位：商務部國際貿易經濟合作研究院，與該院相關人員座談，該院是

商務部下屬之重要機構，其主要功能包括從事國家經濟研究、信息諮詢、新聞出

版、教育培訓等功能，係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諮詢機構。院內擁有較完整、

高素質的人力，包括高職稱、高學歷、專業化、年輕化的研究人力。目前該院各

類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人員近 100名，碩士研究生以上學歷 70名，全院有 30餘名
人員獲中共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派駐中國大陸駐外使（領）館商務部門

及其它國際機構工作人員數十人。此外，該院擁有中國大陸境內商貿系統最大的

圖書資料庫。該院對於中國對外經濟貿易的發展，尤其是在對外貿易、國際經濟

合作的理論與政策研究、諮詢和信息服務等方面，有其重要地位。 
該院人員曾到訪筆者服務之單位，筆者去年執行相關研究案時亦曾前來該所

訪問，年來與該所相關人員維繫良好互動關係。本次前來由於已較熟稔，雙方廣

泛交換意見交流熱烈。本訪談主要針對日本加速開展 FTA、中越經貿合作、中方
商務部、越方發展改革委員會對 10+1的政策主張與行動、聯合國 UNDP項目對
跨國經濟區北部灣、昆河經濟帶等的影響，並在該院進行資料蒐集。 
4）訪談單位：對外經貿大學、北京大學區域經濟、國際關係學者，其中一位對

區域經濟整合素有研究，並為中國加入WTO出謀獻策之核心學者，幾位學者針
對筆者的研究主題進行訪談，渠等表示貿易自由化與政體關係密切；中國與東協

實現合作與中國加入WTO相關，已奠定自由貿易區的基礎。中國加入東協對外

戰略犧牲國內利益尤其是西部落後地區的利益。相關地區之地方政府與中央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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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犧牲的利益進行搏奕，中央以再分配方式來補貼地方。 
5）：北大圖書館、北京圖書館資料檢索複印。 
    本次訪談調查研究經事前多次協調安排，與不同領域學者交流不僅有助於掌

握研究動向，並有利於從不同層面觀察本研究課題，總體而言此次訪談對研究工

作助益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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