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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何以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王　勤

　　近年来 , 新加坡与多个国家与地区展开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 并已与新西兰和日

本等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进程中 , 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引起了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关注。

一、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目前 , 新加坡已与新西兰、

日本、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国家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并正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墨西哥等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此外 , 还拟与欧盟、中国的香港、台湾讨论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000 年 11 月 , 新加坡与新西兰正式签订了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即《新新紧密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根据该协定 , 两国同意废除所有的关税 , 并承诺开放更多的服务领域。

自 2001 年该协定实施以来 , 双边贸易与投资显著增加 , 新加坡出口到新西兰的非石油产品

和新西兰出口到新加坡的非牛奶产品均大幅增长。去年 11 月 , 两国贸易部长第一次讨论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 , 并宣布将进一步检讨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原产地原则、关

税程序合作、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消除投资限制等。

2002 年 1 月 , 新加坡与日本正式签订了第二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即《新日新时代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是 1999 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日时提出的 , 两国经过一年多前

后 12 轮的谈判后 , 在 2001 年 10 月初达成广泛的协定。根据新日自由贸易协定 , 两国所承

诺开放的程度超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协议范围。根据该协定 , 能享有免税优待的产

品占目前新日双边贸易的 9815 % , 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只须覆盖 65 %左右。在世界

贸易组织的协定下 , 新加坡和日本所承诺的免税产品比率分别为 70 %和 34 % , 而两国在新

日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承诺分别提高到 100 %和 77 % , 此比率也包括两国目前尚未交易的产

品。两国在开放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也远超过世界组织协定的规定 , 新、日分别承诺开放

8815 %和 86 %的服务业领域 , 两国服务供应商将与当地企业享有同样的待遇。该协定不仅包

括了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 , 而且涵盖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通讯、海洋运输、科学与技

术、人力资源开发、旅游业、医疗、教育服务等。日本将当地电信电话公司的外资持股比率

从 20 %增至 33 % , 新加坡为首个享有这一特权的国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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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3 月 , 新加坡与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由瑞士、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土登四国组

成) 开始探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同年 7 月 , 双边展开正式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2002 年 2 月 , 双边谈判结束并草签了自由贸易协定。6 月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并将

于 2003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协定包括了双边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竞

争条例、知识产权以及有效的纠纷调节机制。②

2000 年 11 月 , 新加坡与美国宣布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 到 2002 年 6 月共进行

了 9 轮谈判。新加坡谈判官员称 , 新美自由贸易协定超过 80 %的谈判工作已完成。③该协议

包括了货物与服务贸易、原产地原则、海关合作结构、开放大多数的服务业与投资活动、发

展电子商务等。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建议 , 采取一个“虚拟海关联盟” (Virtual Customs Union)

的概念 , 把新美自由竞争协定和利益也延伸到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的部分行业。在这一概念

下 , 那些不是原产于美国和新加坡却不需要在两国缴税的组件 , 将被归入原产于新加坡的组

件。这样 , 制成品的当地含量将会得以提高 , 更多的产品将因此受惠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税收

优待。目前 , 新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障碍 , 主要是美国希望新加坡开放零售银行业和

专业服务领域 , 允许美国银行、律师行、工程公司等专业服务业者在新加坡营业。同时 , 美

国还关注新加坡对转口贸易和转运货物的控制、知识产权的保护、新加坡政联企业 ( GLC)

的运作方式及其对政府采购与竞争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 , 新加坡认为美方仍无法向新方提

出关于劳工、环境、投资和纠纷调解机制的献议。

2001 年 2 月 , 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开始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 到 2002 年 5 月共进

行了 7 轮谈判。在过去的谈判中 , 双方就开放新加坡服务业的问题相持不下 , 尤其是电信、

金融、教育和法律等领域 ,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澳大利亚方面希望新加坡能让电信公司有更

自由的活动空间 , 以与新加坡电信公司公平竞争。而新加坡方面则希望澳大利亚取消进口制

成品和电子商务的关税壁垒 , 并给予完善的知识产权保障。④

2002 年 1 月 , 新加坡与加拿大开始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轮谈判 , 2 月进行了第二

轮谈判。新加双方就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资讯科技、投资、竞争、纠纷调解等

展开讨论 , 并取得显著进展。新、加是在 2000 年 6 月宣布将探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

的 , 2001 年 10 月宣布将正式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二、新加坡为何加速双边贸易自由化

可以说 , 新加坡加速双边贸易自由化 , 是在全球多边与双边贸易自由化浪潮下该国积极

调整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措施 , 而其自由商港和城市国家的地位则为双边贸易自由化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首先 , 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以全球的多边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兴起为国际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以贸易自由化为先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 , 世界贸易组织的全

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 , 有力推进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伴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 , 区

域性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迅速发展。90 年代以后 , 以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区域性协定不断涌

现。目前 , 全球已有 240 个自由贸易协定 ,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形成了 135 个自由贸易

区。1992 年 10 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 , 1994 年由美加墨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启

动。1994 年底 , 由 34 个南北美洲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上 , 同意在 2005 年建成泛美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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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992 年 , 东盟 6 国就签订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 , 计划在 2010 年将区内平均关税水

平降到 0 —5 %。此后 , 东盟成员国提出了加快实现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2002 年 1 月 , 东

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启动。1995 年 , 南亚经合组织签订了以实现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协

定。1999 年 ,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拟定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规划。与此同时 , 许多国家的

双边自由贸易框架也已建立。例如 , 墨西哥与智利、加拿大与智利、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

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欧盟迄今已与其他国家签订 27 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其中大多

数是欧洲国家 , 其余为中东、拉美国家和南非。同时 , 欧盟正与另外 15 个国家进行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作为传统自由港的新加坡 , 势必深受当今全球贸易自由化巨浪的影响而

为浪潮所裹挟。

其次 , 新加坡加速双边贸易自由化是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 在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下 ,

新加坡经济急剧波动 , 国内成本不断上升 , 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同时 , 周边国家的市场开

放和低成本竞争 , 直接影响到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为此实施了一系列减低成本和

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措施 , 加速双边贸易自由化则是这些政策体制性调整的重要方面。新

加坡与多个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出口竞争力和吸引更多外

资。新加坡与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 , 将近7 000种出口到日本的新加坡产品可免税 ,

约占新加坡对日出口产品的 94 %。由于从新加坡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将免税 , 新加坡出口商

在第一年就可节省约3 300万美元的关税 , 在五年内所节省的关税额可增至每年 1181 亿美元 ,

这将使新加坡的出口更具竞争力 , 并提高其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同时 , 它将吸引更多的跨

国公司到新加披投资 , 以便享有新日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例如 , 对 40 种出口到日本化学

产品的免税 , 势必吸引更多的化学公司前来新加坡投资设厂。⑤另据美国官方机构估计 , 如

果新美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新加坡经济每年将多增长至少 017 个百分点。若新美两国消

除所有双边关税壁垒 , 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每年可节省 111 亿美元的关税 , 五年内新加坡出口

增长率每年将增长 7 % , 五年的增长率将超过 40 % , 并为新加坡创造 5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第三 , 区域内多边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促使新加坡加快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

由于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差异性 , 区域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相对缓慢。

尽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订立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和时间表 , 但是APEC只是一个

论坛和协商机制 , 不具备采取共同行动的功能 , 因而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受到较大的阻

碍。1995 年各成员开始实施各自的“单边行动计划”, 计划的第一阶段期限已过 , 而如何评

审各成员计划执行情况却成为一个难题。1998 年 , APEC 的“部门提前自由化”的尝试宣告

失败。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早在 1992 年就已订立 , 而其正式启动则在 2002 年。同时 , 东盟

内部贸易量仅占其总贸易量的 20 %左右 , 且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上。

新加坡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在东盟之外 , 美、日、欧是其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2000 年 ,

新加坡对美、欧、日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3914 % , 进口占 4614 %。因而 , 新加坡在积极参与

区域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同时 , 更为注重发展双边自由贸易 , 尤其是促进与美、日、欧的双边

贸易自由化。

第四 , 新加坡经济开放度大且无农业拖累使之易于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 , 新加坡历来是一个低关税的自由港 , 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013 % , 因而它更易于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例如 , 新加坡与日本签订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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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 , 新加坡将向日本的出口商品全部免税。实际上 , 在此前新加坡只向

4 种日本产品征税 , 即啤酒、黑啤酒、药酒和烧酒。同时 , 农业是许多国家最不愿意开放的

产业部门之一 , 而新加坡的农业比重小 , 农产品出口仅占总出口的 2 % , 农业一般不会成为

双边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在新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 , 尽管日本最不愿开放农业 , 但仍同

意把列入免税名单的农产品数目增加 14 %。

三、新加坡加速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近年 ,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冲击下、区域内涌现出各种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构想 , 如

东盟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10 + 3) 、东盟 —中国自由贸易区 (10 + 1) 、东盟 —中日韩澳新自

由贸易区 (10 + 5) 等。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区 (1 + 1) 的出现 , 使得未来区域内经济合作

与贸易自由化的模式更趋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

新加坡寻求与多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 已引起区域内不少国家与地区的密切关注和

积极仿效。2001 年 4 月泰国与澳大利亚开始讨论和研究两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问题 ,

同年 12 月泰国向日本提议共同研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新美开始双边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后 , 泰国和菲律宾也表示有意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协定。香港与中国内地已就设立两地

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商讨 , 并将“类似自由贸易区”正式改名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

系安排”。2002 年 5 月 , 台湾也提出希望与美国、日本、新加坡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当然 , 新加坡与多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招致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忧虑。尽管新加坡

一再声称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都把东盟考虑在内 , 但是东盟一些成员

国认为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直接影响东盟内部的团结 , 破坏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市场

运作。它们担心与新加坡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将以新加坡为通道 , 借东盟自由贸易

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安排将其产品大量进入东盟其他国家市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

出 , 如果出口到新加坡的商品还可以自由进入东盟自由贸易区 , 那我们只能说“不”。⑦

从理论上说 , 双边贸易自由化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 , 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将推进

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是 , 在现实运作中 , 各国的双边贸易自由化机制会对多边的自由

贸易区域协调性产生不利影响 , 尤其是与区外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冲击到区内

多边贸易自由化体系。因此 , 如何处理和协调双边贸易自由化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 将

是新加坡推进双边贸易自由化中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注 　　释 :
①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1 月 14 日。

②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6 月 27 日。

③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3 月 17 日。

④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5 月 21 日。

⑤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1 月 14 日。

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3 月 23 日。

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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