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正式签署，包括东盟 10国+5国?中、日、
韩、澳、新），涵盖全球 30%以上人口、GDP、贸易和

投资的最大自贸区诞生。对百姓来说，RCEP协定
中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 90%，将促

进更多优质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百姓可以买
到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

RCEP协定签署不仅对中国经济、全球经济产
生重大影响，而且和百姓的生活、投资息息相关。

协定中货贸零关税产品超90%

RCEP由东盟于 2012年发起，邀请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6个对话伙伴国

参加。历经 8年、31轮正式谈判，全面完成市场准
入谈判。除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

暂时没有加入协定，15个国家在今年 11月 15日
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包括 20个章节，涵盖货物、服务、投资

等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是一份全面、现代、高质
量、互惠的自贸协定。货物贸易整体自由化水平达

到 90%以上；服务贸易承诺显著高于原有的“10+

1”自贸协定水平；投资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做出市

场开放承诺；规则领域纳入了较高水平的贸易便
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

内容。
RCEP协定还充分考虑了成员间经济规模和

发展水平差异，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
合作等章节，以帮助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

成员充分共享 RCEP成果。
RCEP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

区成功启航，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
形成一体化大市场。这将有力支持自由贸易和多

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抗疫合作，稳定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助推区域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

带来显著“贸易创造”效应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团队发布的

报告认为，在当前贸易保护、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

三重冲击下，RCEP达成能够带来显著“贸易创
造”效应。RCEP的实施，将会带来 95%以上范围

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投资壁垒取消，极大促
进以 14亿人口的中国和 6亿人口的东盟两大经

济体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发展潜力，有望成为疫情

中后期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

广发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张静静发布的报告

认为，全球进入第四轮产业转移下半场。二战后全

球已经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上世纪 50-60

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德国及日本等国转移；上

世纪 70-80年代，日德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
和亚洲四小虎转移；上世纪 90年代至 2010年，全

球中低端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
金融危机后，全球正在发生第四轮产业转移，

也即———中国大陆中低端产业向东盟 6国?越南、

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印尼）等经济体转

移，同时中国大陆承接全球中高端产业。每轮产业
转移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各 10年。上半场对应

弱资本开支周期，下半场对应强资本开支周期。
疫情冲击过后，全球将进入二战后第四轮产

业转移的下半场，应对一轮强资本开支周期。

可买到更多便宜的进口商品
RCEP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自

贸协定。协定的优惠成果，直接惠及消费者和行业

企业，将为丰富消费市场选择、降低企业贸易成本
发挥重要作用。

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 90%这一
条，意味着百姓可以买到更多的便宜的进口商品，

也对企业产生很大影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

李旭红表示，未来协定成员九成以上税目实现零
关税，会降低区域内零关税商品及原材料购进成

本。其中，原材料成本的降低有双重效应，一是企
业利润增加，二是产成品价格下降。当然，进口商

品关税成本下降，也会促使以进口原材料国内加
工的企业增强盈利能力，失去了关税壁垒，企业间

竞争更为公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

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在 RCEP协定下，随着中日相互降低关税，中

国自日本进口的水产品、矿产品、化工品、纺织服
装、机械产品和电气设备等商品，以及日本自中国

进口的水产品、部分坚果、果蔬、肥料、日用化工
品、机械产品、电气设备、部分光学设备等商品，有

望降低贸易成本、扩大贸易规模。
RCEP也对投资产生重大影响，机构普遍认

为对 A股市场是利好。兴业证券认为，开放的红
利，将使股、债、汇、房等中国优质资产价值长期得

到支撑，其中最为受益的是股市，有望迎来历史上
第一次“长牛”。 首席记者 连建明

全球最大自贸区启航
给老百姓带来啥福利

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历史会记住这一刻。
北京时间 15日中午，东盟 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共 15个国家在视频会议后，由各国经贸部
长正式签署了 RCEP协定。包括约 23亿人口、GDP总和超

过 25万亿美元，均接近全球三分之一的水平，可谓世界最
大的自由贸易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5日上午出席第四次 RCEP领导

人会议时表示，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
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这不仅仅是东亚区域合作极

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更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
必将为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为世界经济实现

恢复性增长贡献新力量。
专家表示，与全球正在运行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相

比，RCEP还是一个新型的自贸协定，拥有更大的包容性。
该协定不仅涵盖货物贸易、争端解决、服务贸易、投资等议

题，也涉及知识产权、数字贸易、金融、电信等新议题。
“RCEP涵盖了许多经济体和商品，在如今这个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实属罕见。”标普全球评级亚太首席
经济学家肖恩·罗奇表示。

历经波折终于诞生
历史也不会忘记，一份重要协议的诞生，历经波折。
在签署 RCEP的成员国里，日本态度令人玩味。去年

11月，在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退出 RCEP

谈判后，日本官员放言称，日本绝不会在没有印度参与的

情况下签署 RCEP。但今年 7月，日本又表示，将争取在今
年底前签署 RCEP。

日本最后之所以签署协议有诸多盘算。首先，RCEP是

区域内所有国家心向往之、合力推进的协定，尤其得到主导
方东盟的坚定支持。日本近年来极其重视对东盟的外交。

其次，RCEP涉及区域经济的深度整合，影响深远。日
本多年来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经贸往来频繁，投资众多，

无法置身其外。再加上受人口老龄化等影响，经济增长乏
力，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更是如此。最后，由于 RCEP

缔约方基本都主张，在协议达成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再对外
开放入盟机会，可以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而因种种原因“退群”与亚太地区重要区域自贸协定
失之交臂的国家，心情比较复杂。在最后一刻突然“退群”

的印度，其实不是真的不动心，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需
求与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莫迪选择讨好能稳固自己政权

的大量选民。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印度经济体系的脆弱与不
自信，担心外部商品与服务的冲击会引发印度的失业潮。

不过印度可能也不是最苦恼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在

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一直游
离于 RCEP和缩水版 TPP这两个亚太地区最热门的区域

自贸组织外。《华尔街日报》称，RCEP将给拜登带来更大
压力，促使他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填补在一

个世界关键地区的政策真空。

东亚经济整合提速
事实证明，历史在曲折中前进。RCEP的落地，充分表

明区域国家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进一步深化经贸联

系的积极意愿，也意味着东亚地区经济整合提速。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 RCEP谈判，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对于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来说，RCEP无疑意味着

巨大的商机———将覆盖全球最有增长潜力的两个大市场，
一个是 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另一个是东盟 6亿多人口

的市场。
作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并

实现经济复苏，助力地区国家对冲疫情冲击。今年前三季
度，中国与东盟经贸投资合作逆势上扬，持续为推动东亚

区域经济复苏作出贡献。中国连续 10年保持为东盟第一

大贸易伙伴，今年以来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中国与东盟合作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给双

方 20亿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随着 RCEP的签署，东盟方面普遍期待进一步分享中

国发展和开放的红利，地区国家也期盼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释放经 RCEP整合后的东亚

市场的潜力。 本报记者 杨一帆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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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EP来了! 15个国家昨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从 2012年 11月至今，历经无数次艰辛谈
判，覆盖全球近三分之一 GDP和贸易额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昨天诞
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疫情之下，这份协议尤为珍贵，让人们在阴
霾中看到光明和希望。迈出这一步的 RCEP成
员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这是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合作共赢，是 RCEP

诞生过程中最动人的故事，也将是 RCEP诞生
后最受期待的篇章。

    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领导人会议 15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会后 15 个
RCEP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定。这是 11月 15日在

越南首都河内拍摄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签署仪式现场。

新华社

合
作
共
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