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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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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亚 区域贸易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
,

通 过对东亚各 国家(地 区 )出口 额及世

界市场份额
、

出 口市场 结构
、

区域内贸易关系 以及进出 口商品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
,

论证了东亚 区域 贸易关系互补性大

于替代性
,

合作性大于竞争性
,

东亚地 区应 当加快 区域 经济 一体化的进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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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东亚 (指 日本
、

中国
、

香港
、

台湾
、

韩国 以及

东盟十国 )区域贸易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东

盟 自由贸易区 已于 2 0 0 2 年 1 月正式启动
,

中国与东

盟达成了建立 自由贸易区 的协议
,

日本和韩国也在

积极融人东亚经济合作中
,

然而
,

关于东亚贸易关系

是竞争还是合作仍然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
,

本文

运用数据统计和数据对 比的方法
,

通过对东亚各 国

(地区 )出 口 贸易额
、

出 口市场结构和进 出口商 品结

构的数据进行分析
,

旨在论证东亚区域 贸易关系 的

合作性大于竞争性
,

互补性大于替代性
,

东亚地区应

当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

一
、

出口额及在世界市场 的份额 (表 1
、

表 2)

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东亚经济 的

快速增长
,

东亚多数国家 (地区 )的出 口额 以及在世

界市场上的份额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
。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
,

2 0 世纪 80 年代
,

除文

莱等少数国家外
,

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出 口额及在

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从出 口增

长来看
,

越南在这一时期增长最快
,

达到 6 09
.

14 %
,

其次是香港
、

韩国
、

泰国和 中国
,

增长均超过 2 00 %
,

而 日本
、

台湾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老挝的增长也超过

10 0 %
,

东亚总体出口 增长达到 1 75
.

55 % ;从各国家

(地区 )的出 口 额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来 看
,

日本所

占的份额明显高于其它 国家
,

这和 日本 国民经济 的

规模相一致
,

此外
,

中国
、

韩国
、

香港等多数 国家 (地

区 )的市场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从以上分析可

以看出
,

2 0 世纪 80 年代东亚经济呈现较快增长
,

其

中 日本经济增长较快
,

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出

现
“

泡沫经济
” ,

亚洲四 小龙 经历了经济增长的
“

奇

迹
” ,

另外一些 国家如 中国和越南
,

由于采取改革和

对外开放的政策
,

经济也有较快增长
,

并且 由于其贸

易基数较低
,

出 口额也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

总

之
,

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经济呈现出欣欣 向荣 的景

象
。

表 1 东亚各 国 (地区 )出口额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国国家家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世界市场份倾(%)))

日日本本 1 980 年年 19 90 年年 20 00 年年 19 80 年年 1 990 年年 20 00 年年

中中国国 12 981000 2876 4888 47 733333 6
.

4 999 8
.

4 000 7 4 999

韩韩国国 18 09 999 6 20 9 111 24 91 9555 0
.

9 000 1
.

8111 3
.

9 111

香香港港 17 51222 65 01 666 17 18 2666 0
.

8888 1
.

9 000 2
.

7 000

台台清清 1975222 8216 000 20 187 111 0
.

9999 2
.

4 000 3
.

1777

新新加坡坡 2 261 000 67 21 000 14 8 31 666 1
.

1333 1
.

9666 2
.

3333

印印度尼西亚亚 1 937 555 52 73 000 1 37 93 222 0
.

9777 1
.

5444 2
.

1777

马马来西亚亚 2 190 999 25 67 555 62 10 222 1
.

0999 0
.

7555 0
.

9888

菲菲律宾宾 1 294 555 2 945 333 98 15 333 0
.

6555 0
.

8666 1
.

5444

泰泰国国 57 4 111 80 6888 38 20 777 0
.

2999 0
.

2444 1
.

5444

老老挝挝 65 0555 2 30 7111 6 51 6000 0
.

3333 0
.

6 777 1
.

0222

越越南南 2888 7 999 44444 0
.

0000 0
.

0000 0
.

0 111

文文莱莱 33 999 24 0444 1 25 9777 0
.

0222 0
.

0 777 0
.

2000

柬柬埔寨寨 4 51 999 221333 3 16 111 0
.

2333 0
.

0 666 0
.

0 555

缅缅甸甸 4 7222 4 222 1 35 888 0
.

0 222 0
.

0 000 0
.

0 222

合合计计 2 796 1666 3 2555 1 88444 13
.

9 999 0
.

0 111 0
.

0 333

77777770 81 8555 1 66 953 99999 20
.

6 777 27
.

1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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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亚各国 (地区 )出口增长率

国国家家 出 口增长率 (% )))

日日本本 1 9 9 0 年 / 19 8 0 年年 2 0 0 0 年 / 19 9 0 年年

中中国国 1 2 1
.

5 999 6 5
.

9 444

韩韩 国国 2 4 3
.

0 666 3 0 1
.

3 444

香香港港 2 7 1
.

2 777 1 6 4
.

2 888

台台湾湾 3 1 5
.

9 666 1 4 5
.

7 000

新新加坡坡 1 9 7
.

2 666 1 2 0
.

6 888

印印度尼西 亚亚 1 7 2
.

1 555 1 6 1
.

5 888

马马来西亚亚 1 7
.

1 999 1 4 1
,

saaa

菲菲律宾宾 1 2 7
.

5 222 2 3 3
.

2 555

泰泰国国 4 0
.

5 333 3 7 3
.

5 666

老老挝挝 2 5 4
.

6 777 1 8 2
.

4 333

越越南南 1 8 2
.

1 444 4 6 2
.

0 333

文文莱莱 6 0 9
.

1 444 4 2 4
.

0 000

柬柬埔寨寨 一 5 1
.

0 333 4 2
.

8 444

缅缅甸甸 一 3 1
.

1 444 3 1 3 3
.

3 333

合合计计 1 7 5
.

5 555 4 7 9
.

6 999

1111111 3 5
.

7 555

资料来源
:

同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
,

日本和亚洲 四 小龙 的出 口增

长幅度呈现递减趋势
,

日本 的出口增长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 21
.

”%减少至 90 年代的 65
.

94 %
,

而

韩 国
、

香港
、

台湾 和新加坡 的出 口 增 长率也分别从

2 7 1
.

2 7 %
、

3 1 5
.

9 6 %
、

1 9 7
.

2 6%
、

1 7 2
.

1 5 %减 少 至

1 6 4
.

2 8 %
、

1 4 5
.

7 0 %
、

1 2 0
.

6 8 %
、

1 6 1
.

5 8 %
。

可 以 看

出
,

伴随着 日本经济
“

失落的十年
” ,

其出 口 增长率也

在下滑
,

同时
,

亚洲四小龙 的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程度

的下滑
。

相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
,

中国与印尼
、

马来

西亚
、

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出 口 增长率有所提高
,

特

别是中国
,

其出 口增 长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超过 了

30 0 %
。

总体来看
,

东亚 20 世纪 90 年代 的出 口增长

率低于 80 年代
,

从市场份额也可 以看出
,

尽管有所

提 高
,

从 1 9 9 0 年 的 2 0
.

6 7 %增加 到 2 0 0 0 年 的 2 6
.

2 1 %
,

增加 了 5
.

5 4 个百分点
,

但 2 0 世纪 8 0 年代的

增幅为 7
.

8 3 个百分点
,

因此
,

东亚 20 世 纪 90 年代

出口 的增幅已低于 8 0 年代
。

从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20 世纪 90 年代东亚经济增长放缓
,

特别是 东亚经

济 的
“

火车头
”

—
日本的经济经历 了低速增长的十

年
,

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对一些 主要 国家和地 区 的

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

尽管如此
,

东亚各主要 国家 (地

区 )的 出 口 额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仍然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
,

反映出东亚经济仍然充满活力
。

·

2
.

从 上述分析可 以看 出
,

随着经济 发展
,

过去 20

年 里东亚各 国家 (地 区 )出 口额实现 了共 同增长
,

彼

此之间并不是替代的贸易关系
。

二
、

出口的市场结构 (表 3)

出 口的市场结构是一个 国家 (地区 )所出 口的商

品在一些 主要 国家 (地 区 )市场 上的分 布状 况
,

可 以

用双边 贸 易份 额 (B ila t e r a l T r a d e S h a r e )指标来 反

映
,

它由下式来表示
:

B S ij一T
、j/ T *w

其中
,

B Stj 表示双边贸易份额
,

Ti
,是国家 (地区 )i

对 国家 (地区 )j 的出 口额
,

Ti , 是国家 (地区 )i 对整个

世界的出 口总额
。

因此
,

双边贸易份额可 以反映一个

国家 (地 区 )贸易伙伴 国 (地 区 )的市场在该 国 (地 区 )

总出 口 中的相对重要性
。

表 3 东亚各国家 (地区 )出 口市场结构 (2 0 0 0) 单位
:

%

日本 中国 亚洲四小龙 东盟 东亚地区 美国 欧盟

日本 6
.

3 6 2 4
.

0 3 14
.

3 5 4 0
.

3 8 3 0
.

1 7 16
.

4 4

中国 16
.

7 2 2 6
.

73 6
.

9 6 4 8
.

0 9 2 0
.

9 3 15
.

3 4

韩国 11
.

9 1 1 0
.

74 14
.

19 11
.

7 2 45
.

2 7 22
.

0 0 13
.

65

香港 5
.

55 3 4
.

55 6
.

7 6 6
.

0 9 5 0
.

6 1 2 3
.

3 2 15
.

22

台湾 11
.

19 2
.

84 27
.

44 12
.

4 6 5 0
.

26 23
.

4 7 14
.

9 4

新加坡 7
.

54 3
.

90 17
.

3 9 30
.

13 5 8
.

9 6 17
.

3 2 13 2 3

印度尼西亚 23
.

21 4
.

46 23
.

85 17
.

53 58
.

4 8 13
.

67 13
.

9 8

马来西亚 13
.

0 2 3
.

08 30
.

0 1 26
.

56 54
.

28 20
.

5 4 1 3
.

69

菲律宾 14
.

68 1
.

7 4 23
.

7 3 15
.

65 47
.

62 29
.

85 17
.

88

泰国 15
.

68 4
.

30 2 0
.

7 3 19
.

7 7 5 1
.

2 8 2 2
.

5 4 1 6
.

68

老挝 2
.

48 1
.

3 5 1
.

1 3 4 9
.

32 54
.

0 5 2
.

0 3 22
.

30

越南 19
.

03 6
.

7 1 13
.

3 4 1 6
.

34 49
.

50 6
.

21 2 6
.

67

文莱 40
.

68 1
,

7 7 2 0
.

4 7 2 3
.

19 78
.

55 11
.

9 6 3
.

6 1

柬埔寨 0
.

8 1 1
.

7 7 21
.

3 5 4
.

86 27
.

47 54
.

4 9 1 7
.

01

缅甸 5
.

73 6
.

00 9
.

6 6 9
,

93 26
.

0 1 2 3
.

5 1 1 7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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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是东亚各国家 (地区 )对一些 主要国家 (地

区 )的双边贸易份额
,

从该表 中可以看 出
,

除柬埔寨
‘

以外
,

东亚各国家 (地 区 )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本地区
,

一般都达到了其出口 总额的一半左右
。

在发 达国家和地 区中
,

美 国是最主要的 出 口 市

场
,

一般 占到东亚各国家 (地区 )出 口总额 的 20 写以

上
,

特别是柬埔寨
,

一半 以上 的商品出 口 到美 国
,

日

本也有 30
.

17 肠的商 品出 口 到美 国 ; 其次是 欧盟和

日本市场
,

在东亚各国家 (地 区 )的出 口市场 比重也

达到 了近 20 %
,

但三个市场的差别并不大
。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中
,

亚洲 四小龙是 最主要



的出口市场
,

其次是东盟和 中国
。

当然
,

由于香港和

中国的特殊关系
,

中国是香港最主要 的出 口市场
,

此

外
,

新加坡
、

老挝
、

文莱
、

越 南的 出 口 主要集 中在东

盟
。

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 出
,

东亚区 域内贸易 比重较

大
,

同时
,

美
、

日
、

欧是东亚各国家 (地区 )主要的出 口

市场
。

三
、

区域内贸易关 系 (表 4)

为了全面了解东亚各个国家 (地区 )内部贸易的

一些典型特征
,

通过对区域 内各国家 (地 区 )双边 贸

易份额的计算可以得 出表 4 如下
,

从该表中可 以看

出
:

1
.

中国与东亚其它经济体的关系
。

东亚是中国

主要的出口市场
,

中国有近一半的商品出 口 到东亚
,

其 中主要是 日本和香港
,

出 口 到这两地 的份额均超

过 15 %
,

而 出 口 到 其它 国 家 (地 区 )的份额均不 到

5 %
。

此外
,

中国是香港和韩国的主要出 口市场
,

其份

额超过 10 %
,

而其它 国家 (地 区 )的份额均在 7 % 以

下
。

2
.

日本和东亚其它经济体 的关系
。

日本对东亚

地 区的 出口 达到 了其出 口 总额 的 40
.

38 %
,

说 明东

亚地区是 日本重要 的出 口市场
。

日本的出口主要集

中在 中国和亚洲四 小龙 国家
,

比重超过 30 %
,

而东

盟国家份额相对较低
。

由于 日本是东亚地区经济实

力最强的国家
,

尽管其经济不景气
,

但仍然成为多数

国家 (地区 )主要 的出 口 市场
,

说 明 日本对于东亚地

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贡献
。

3
.

亚洲 四小龙和东亚其它经济体的关系
。

亚洲

四小龙对东亚地区 的出 口 同样达到了较 高的比重
,

但其主要出 口市场呈现 出多样化格局
,

韩国的主要

出 口市场是 日本和中国
,

香港的主要出 口市场是 中

国
,

台湾的主要出 口 市场是香港和 日本
,

而新加坡的

主要出 口市场是 马来西亚等 东盟 国家
,

这一格局反

映出它们各 自地理位置 以及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不

同特点
。

4
.

东盟国家和东亚其它经济体 的关系
。

东盟多

数国家对东亚地 区的出 口达到 了较高的 比重
,

但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
,

主要 出 口 市场的状况较

为复杂
,

总体来看
,

对 日本的 出 口 比重较大
,

对东盟

内部的出 口只有少数 国家之间有较大 的比重
,

如 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
,

彼此都是对方最主要的出 口市场
,

而其它国家之间比重较小
。

表 4

、

进口国

东亚各国家 (地区 )区域 内出口市场结构 (2 00 0) 单位
:

%

.一八巴O曰,口

洲一似卿45.2出口 、嗽
国 (地区)

日本

中国

韩国

香港

台湾

新加坡

区 ) {日本 中国 韩国 香港 台湾 新加坡
印度尼

西亚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老挝 越南 文莱 柬埔寨 缅甸

6
.

3 6 6
.

4 3 5
.

7 0 7
.

5 4

1 6
.

7 2 4
.

5 3 1 7
.

8 7 2
.

0 2

1 1
.

9 1 1 0
.

7 4 6
.

2 3 4
.

6 7

5
.

55 3 4
.

5 5 1
.

9 0 2
.

5 3

1 1
.

1 9 2
.

8 4 2
.

6 3 2 1
.

1 3

7
.

54 3
.

9 0 3
.

5 6 7
.

8 6 5
.

9 6

2 3
.

2 1 4
.

4 6 6
.

9 5 2
.

5 0 3
.

8 3

13
.

0 2 3
.

0 8 3
.

3 0 4
.

5 2 3
.

8 0

14
.

68 1
.

7 4 3
.

0 7 4
.

9 9 7
.

4 9

15
.

6 8 4
.

3 0 1
.

9 5 5
.

3 3 4
.

2 5

4
.

3 6 1
.

5 9 2
,

9 1

2
.

3 1 1
.

2 3 1
.

0 3

3 2 9 2
.

0 4 2
,

05

2
.

3 4 0
.

4 7 0
,

8 9

3
.

6 8 1
.

1 7 2
.

4 4

2
.

7 5 1 8
.

1 5

1 0
.

57 3
.

18

18
.

39 1
.

7 4

8
.

1 8 0
.

4 8 3
.

60

9
.

2 1 2
.

0 3 4
.

4 0

2
.

1 5 2
.

8 6 0
.

0 0 0
.

4 1 0
.

0 1 0
.

0 1 0
.

0 4

0
.

5 9 0
.

9 0 0
.

0 1 0
.

6 2 0
.

0 1 0
.

0 7 0
.

2 0

9 6

0 0

1 7 0
.

0 0 0
.

9 8 0
.

0 1 0
.

0 6 0
,

1 7

0
.

9 1 0
.

0 0

1
.

7 3 0
.

0 0

4
.

2 6 0
.

0 2

0
.

27 0
.

0 3 0
.

1 4 0
.

0 4 5 0
.

6 1

1
.

1 2 0
.

0 1 0
.

1 3 0
.

1 3 50
.

2 6

52 0
.

3 5 0
.

3 1 0
.

3 2 5 8
.

9 6

6 5 0
.

0 0 0
.

5 8 0
.

0 4 0
.

0 8 0
.

1 0 58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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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非律宾

泰国

老挝

越南

文莱

7 6 3
.

6 2 0
.

0 0 0
.

48 0
.

26 0
.

0 7 0
.

24 5 4
.

2 8

3
.

1 6 0
.

0 0 0
.

20 0
.

0 1 0
.

0 1 0
.

0 3 4 7
.

6 2

0
.

5 8 1
.

29 0
.

0 6 0
.

5 5 0
.

0 0 51
.

2 8

柬埔寨

缅甸

2
.

4 8 1
.

3 5 0
.

2 3 0
.

0 0 0
.

68 0
.

2 3 0
.

2 3 0
.

0 0 0
.

0 0 1 6
.

2 2 3 2
.

6 6 0
.

0 0 0
.

0 0 0
.

0 0 54
.

0 5

1 9
.

03 6
.

7 1 2
.

3 3 1
.

7 2 3 38 5 9 1 2 1 9 3
,

2 9 1
,

1 4 2
.

4 2 0
.

7 1 0
.

0 1 0
.

6 6 0
.

0 2 4 9
.

5 0

4 0
.

68 1
.

7 7 1 2
.

88 0
.

0 3 0
,

0 0 7
.

5 6 0
.

7 9 0
.

2 2 0
.

0 0 1 4
.

6 2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78
.

5 5

0
.

8 1 1
.

7 7 0
.

0 0 1 9
.

2 9 0
,

74 1
.

3 3 0
.

1 5 0
.

00 0
.

0 7 1
.

6 9 0
.

2 2 1
.

4 0 0
.

0 0 0
.

0 0 2 7
.

4 7

5
.

7 3 6
.

0 0 1
.

1 1 1
.

5 4 1
‘

7 0 5
.

3 1 1
.

0 6 3
.

3 4 0
.

1 1 0
.

0 0 0
.

0 0 0
.

1 1 0
.

0 0 0
.

0 0 26
.

0 1

资料来源
:

IMF
,

D ir e e t io n o f T r ad e S ta t is t ie s Ye ar bo ok
,

2 0 0 1

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在区域内
,

东亚各经济体 出口 市场的分布不同
,

但东亚地区是各经济体主要



的出 口 市场
。

的进 出口状况
,

最后一项是 未分类项 目的进 出口状

四
、

进出口的商品结构 (表 5
、

表 6) 况
。

东亚各个国家 (地区 )在进出 口商品的种类上呈 从表 5 和表 6 可以看出
:

(1 )中国的 出 口 商品中

现 出一 定的差 别
,

可 以 用 商 品 份 额 (c o m m o di ty 第 6 类和第 8 类所 占的比重最大
,

进 口商 品中第 7

S har e) 指标来反映进出 口 的商品结构
,

它 由下式来 类所 占的 比重最大
,

说明在制成 品中劳动密集型产

表示
:

品是 中国的 比较优势
,

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则

C S豁一 T豁/ T 拓 是中国的比较劣势
,

这反映 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十

其 中
,

C S豁表示 一国 (地 区 )对世界 的某一类 商 分充裕
,

而资本缺乏
,

并且技术水平不高
。

但从动态

品 k 的出口 或进 口在其总出 口或总进 口 中的份额
,

来看
, 1 9 9 0 年到 1 9 9 9 年

,

第 7 类商 品的出 口有 了较

即商品份额
,

T 豁表示一国(地 区 )对世界 的某一类商 大幅度 的提高
,

说 明中国开始重视资本和技术密集

品 k 的出 口或进 口额
,

T 拓表示一国 (地区 )对世界的 型商 品的出 口
。

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
,

中国的进出口

某一类商品 k 的总出口 或总进 口 额
。

因此
,

商品份额 比重都不高
,

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基本可以 自给 自足
,

可以反映出一国(地区 )某一类商品的进出 口额在该 但值得注意的是
,

20 世纪 90 年代工业原材料 的进

国 (地 区 )进出 口总额 中的比重
,

进而反映出该国 (地 口有了大 幅度的提高
,

反 映出国内供给已 不能满足

区 )在各类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

同时可以 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 (2) 日本的第 7 类商品出口 的

得出东亚各经济体在商品类别上的贸易关系是竞争 比重最大
,

而第 O 到 4 类商品的进 口 比重较大
,

反映

还是互补 的基本判断
。

出其雄厚 的资本和技术实力 以及 医乏的资源 ; (3 )

根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SI C T )
,

进出 口商品可
“
四 小龙

”

中
,

只有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 所 占

以分为 10 大类
,

第 。到 4 类为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

的比重最大
,

韩 国和台湾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 功

第 5 到 8 类为制成品
,

其 中
,

第 6 类和第 8 类是劳动 地实现了优势逆转
,

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密集型产品
,

第 5 类和第 7 类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的 比较 优势
,

新 加坡

产品
,

第 9 类是未分类项 目
。

表 5 和表 6 是东亚各主 则巩固了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
; (4 )东盟 国家制成品

要 国家 (地 区 )1 9 90 年和 1 9 9 9 年这 10 大 类商品的 出 口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

其

份额状况
,

前 4 项是第 。到 4 类商品的进 出口状况
,

中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的第 7 类商品 出口 增

后面几项是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 幅较大
,

而印度尼西亚等其它国家的第 6 类和第 8

表 5 东亚主要国家 (地区 )各类商品出口在商品总出口中的比孟 单位
:

%

食品
农业

原材料
燃料

矿产品

及金属

化工制品

(S IT C S )

其它 制成品

制成品 合计

(S IT C 6 + SX S IT C S ~ 8)

未归类

项 目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日本 0
.

6 0
.

5 0
.

6 0
.

5 0
.

5 0
.

4

中国 1 2
.

7 6
.

0 3
.

5 1
,

3 8
.

4 2
.

4

韩国 3
.

3 2
.

0 1
.

3 1
.

0 1
.

1 4
.

1

香港 2
.

6 1
.

7 0
.

3 0
.

2 0
.

3 0
.

3

台清 4
.

0 1
.

4 1
.

5 1
.

1 0
.

6 0
.

9

新加坡 5
.

2 2
.

8 2
.

6 0
.

6 1 8
.

2 8
.

0

印度尼 西亚 1 1
.

1 1 1
.

7 5
.

1 3
.

8 4 3
.

8 2 3
.

0

马来西亚 1 1
.

7 8
.

0 1 3
.

7 2
.

9 1 8 3 6
.

8

菲律宾 1 8
,

9 4
.

5 1
.

9 0
.

5 2
.

2 0
.

6

泰国 2 8
.

7 1 7
.

0 5
.

1 3
.

0 0
.

8 1
.

8

文莱 0
.

0 0
.

1 0
.

0 0
.

0 9 9
.

5 88
.

6

0
.

9

2
.

1

1
.

2

2
.

0

机械及运

输设备

(S IT C 7)

1 9 9 0 1 9 9 9

7 0
.

6 6 8
,

5

1 7
.

4 3 0
.

1

3 9
.

3 5 4
.

2

24
.

8 2 2
.

9

3 9
.

0 5 5
.

8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9 9 9

5
.

4

6
.

0

7
.

1

5
.

2

19
.

9 18
.

5 95
.

9 9 4
.

1 1
.

6

9 5 2
.

9 7 1
.

4 8 8
.

3 1
.

9

3
。

3

0
.

1

7
.

4

3
.

2

1 28
。

0 9 3
.

2 8 9
.

5

7 6 7
.

3 9 4
.

5 9 3
.

3

0
.

3 2
.

3 2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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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3 5 0
.

4
.

4 4
.

7 1
.

2
.

1 1
.

2 3 5
.

8
.

2 1
.

5 1 2
.

1 6 6
.

4 1 0
.

7 6 2
.

4
.

0

6
.

2

5
.

7
.

3 3
。

9 9 2
.

6 9 5
.

3

1 1
.

9 7 1
.

2 8 5
.

9

0
.

1 0
。

2

8 1 4

8 2
.

4 3 1
.

4 3 8
.

2 3 5
.

2

1
.

3
.

3 1
.

6

4
.

8

3
.

2 1 6
。

6

2 2
.

4

1 4
.

8 5 3
,

9

5 3
.

8

8 0
.

3 4 0
.

9

2 3 1
.

7 3
.

2

1
.

9

0
.

8

5
.

0

8
.

8 3 7
.

9 4 1
.

2 3 0
.

9 5 1
.

6

1
.

0 1
.

0 2 1
.

9 4 1
.

9

0
.

0 0
.

1 0
.

0 4
.

8 0
.

0 0
.

3 9
.

3 2 6
.

9 6 3
.

1 7 3
.

0
.

5 5
.

9 0
.

5 1 0
.

9 1
.

2

8 0
.

0

3
.

2

0
,

5

注
:

食品
: S IT C O+ 1+ 22 + 4 ,农业原材料

: S I T C Z一 2 2一 2 7一 2 8 ;

燃料
: S IT C 3 ;矿产品及金属

: S I T C 2 7+ 2 8十6 8 。

资料来源
:
根据 U N C T A D 的数据计算得 出

。

.

4
.



表 6 东亚主要国家 (地区 )各类商品进口在商品总进 口中的比重 单位
:

%

其它

食品
农业

原材料
燃料

矿产品

及金属

制成 品

合计

(S IT C S ~ 8 )

化工制品

(S IT C S)
制成品

(S IT C 6 + 8 )

机械及

运输设备

(S IT C 7 )

未归类

项目

日本

中国

韩 国

香港

台湾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文莱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9 9 0 1 9 9 9

1 4
.

4 1 5
.

1 6
.

9 4
.

1 2 4
.

5 1 6
.

1 8
.

8 5
,

5 4 2
.

7 5 7
.

4 6
.

4 7
.

3 2 0
.

9 2 2
.

6 1 5
.

3 2 7
.

5 2
.

6 1
.

9

8
.

7 4
.

0 5
.

8 4
.

2 2
.

4 5
.

4 2
.

9 5
.

3 7 9
.

7 8 0
.

2 1 2
.

5 1 4
.

3 2 6
.

8 2 4
.

0 4 0
.

3 4 1
.

9 0
.

5 0
.

9

5
.

6 5
.

6 7
.

9 3
.

6 1 5
.

9 1 9
.

2 6
.

6 6
.

2 6 3
.

2 6 2
.

1 1 0
.

4 9
.

1 1 8
.

5 1 6
.

6 3 4
.

3 3 6
.

4 0
.

8 3
.

3

7
.

7 4
.

9 2
.

1 1
.

3 2
.

4 2
.

1 1
.

5 1
.

7 8 3
.

3 8 9
.

1 7
.

2 6
.

3 4 8
.

8 4 4
.

2 2 7
.

2 3 8
.

5 3
.

1 1
.

0

6
.

4 4
.

5 4
.

9 2
.

5 1 1
.

0 7
.

5 5
.

8 4
.

7 6 7
.

2 7 8
.

5 1 2
.

4 1 1
.

1 1 7
.

8 1 8
.

5 3 6
.

9 4 8
.

9 4
.

7 2
.

3

6
.

0 4
.

0 1
.

7 0
.

5 1 5
.

9 9
.

1 2
.

1 1
.

5 7 3
.

0 8 3
.

2 7
.

5 5
.

8 2 0
.

9 1 7
.

3 4 4
.

7 6 0
.

1 1
.

3 1
.

7

5
.

1 1 5
.

7 4
.

7 7
.

1 9
.

0 1 5
.

8 5
.

0 3
.

6 7 6
.

1 5 7
.

6 1 5
.

3 1 8
.

3 1 8
.

2 1 5
.

5 4 2
.

6 2 3
.

7 0
.

2 0
.

2

6
.

9 5
.

4 1
.

3 1
.

4 5
.

1 3
.

1 3
.

5 3
.

2 7 8
.

2 8 3
.

6 8
.

3 7
.

3 1 9
.

7 1 4
.

6 5 0
.

2 61
.

7 5
.

0 3
.

2

1 0
.

3 8
.

2 2
.

4 1
.

6 1 4
.

9 7
.

9 3
.

4 2
.

7 5 3
.

1 5 9
.

5 1 1
.

3 8
.

0 1 5
.

9 1 3
.

3 2 5
.

9 3 8
.

1 1 5
.

8 2 0
.

1

5
.

0 5
.

0 4
.

7 2
.

9 9
.

3 9
.

7 3
.

6 2
.

9 7 4
.

4 7 7
.

2 1 0
.

2 1 0
.

8 2 3
.

1 2 3
.

3 4 1
.

0 4 3
.

1 3
.

1 2
.

3

1 9
.

2 1 6
.

5 0
.

4 0
.

4 0
.

9 0
.

6 1
.

3 2
.

3 7 7
.

9 7 9
.

6 6
.

7 5
.

5 3 6
.

7 4 1
.

8 3 4
.

4 3 2
.

3 0
.

3 0
.

6

资料来 源
:

同表 5
。

类商品出 口 增幅较大
,

同时
,

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在某些国家仍然具有一定的比重
,

如泰国的食品以

及印尼和文莱的燃料
,

说明东盟国家的 比较优势在

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 以及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的产品转变
。

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 出
,

东亚各 主要 国家 (地 区 )

在商品的类别上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

因此
,

贸易合作能够有利于优势互补
,

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

五
、

基本结论

1
.

在过去 2 0 年的发展中
,

东亚各国家 (地 区 )在

世界市场上 的出 口份额都有 明显提高
,

说 明随着经

济的发展
,

东亚各经济体会共同繁荣
,

彼此之间的贸

易关系不是替代性的 ;

2
.

东亚各 国家 (地 区 )的出 口 市场结构 较为相

似
,

美 国
、

欧盟
、

日本并驾齐驱
,

成为它们向发达国家

出 口的主要 目的地
,

但尽管如此
,

由于出 口产品的差

异性
,

使它们至今 尚未 出现恶性的竞争关系 ;

3
.

东亚区域 内贸易关系较为紧密
,

几乎所有 国

家 (地区 )的最主要的出口 市场都在东亚地区
,

因此
,

建立 自由贸易区
,

加强 区域经济合作
,

会提高地区经

济效率
,

促进各国家 (地 区 )的共同繁荣 ;

4
.

东亚各国(地区 )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呈现梯

度特征
,

日本 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

亚洲四小龙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转变
,

而中国 的比较优势在于

劳动密集型产品
。

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但总体来看
,

正在从资源密集 型产品 向劳动密集型

以 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产品转变
,

因此
,

东亚 各国

(地区 )的贸易关系具有互补性
。

总之
,

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互补性大于替代性
,

合作性大于竞争性
,

东亚各国家 (地区 )应当加快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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