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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魏高寿 汪 建

摘 要 澳大利亚推动开放性地区主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后

者对澳大利亚的经济 贸易产生双重的影响
。

从静态效应看
,

澳大利亚将主要扩大与亚

太经合组织中的发展 中成员的贸易
。

从 长期动态效应看
,

扩 大的市场带来规模经济的

利益
,

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部分产业转移海外
。

关键词 澳大利亚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开放性地 区主义

澳大利亚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 A P E C ) 创建国之一
。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

推行贸易自由化和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政策
,

A P E C 在澳大利亚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地位 日益

重要
。

随着 A P E C 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

澳大利亚国内外人士都十分关注 A P E C 对澳大利

亚经济贸易的影响
。

为什么澳大利亚要求倡建和积极推动 A P E C 的发展呢 ? 究竟 A P E C 对澳

大利亚的经济贸易可能有哪些影响呢 ? 我们认为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有必要先从澳大利亚对外

贸易政策的转变入手进 行阐析
,

而后再 以经济一体化理论
,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次来设释

A P E C 的开放性地区主义的特性及其可能给澳大利亚经济贸易和澳中经 贸的影响
。

一
、

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与 A P E C 的建立和发展

(一 ) 从保护贸易政策到贸易自由化
。

澳大利亚传统的保护贸易政策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

叶的淘金时代
,

主要是为了增加就业
、

提高工资和吸引移民① 。

二战以后
,

凯恩斯主义盛行
,

保

护贸易政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

1 9 4 9一 1 9 5 0 年度
,

澳平均名义税率达 25
.

7肠②
,

1 9 5 9一 1 9 60 年

度提高到 30
.

5%③
。

1 9 6 4 年
.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贸易法
,

实施进 口 替代政策
,

把保护贸易政

策推向了高潮
。

高关税保护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澳大利亚政府实现其经济 目标
,

但是关税政策

是次优的选择
,

势必带来诸多弊病
,

如国内资源瓦置被扭 曲
,

生产成本高
,

效率低
,

产 品缺乏国

际竞争能力
。

因此
,

自 1 9 7 3年起
,

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向贸易自由化方向转变的改革
。

1 9 7 3 年澳

大利亚平均名义 税率下 降到 25 %
,

平 均有效保护程 度从 60 年代的 36 %降至 1 9 8 2 年的

27 % ④ 。

1 9 8 3 年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成立了澳新自由贸易区 (C E R )⑤
,

把贸易自由化推进到一个

新的层次
。

从 1 98 3 年起
,

澳大利亚迈 出了更为实质性的步伐
:

取消数量限制和外汇管制
,

并且

宣布到 1 9 9 6 年 7 月
,

除汽车
、

纺织品
、

服装
、

鞋类外
,

澳大利亚平均名义税率降至 5% ⑥
。

这样
,

澳大利亚改变了持续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保护贸易政策
,

真正踏上 了贸易 自由化的道路
。

(二 )实行地区主义与多边
、

双边相结合的贸易政策
。

澳大利亚是制造业不发达的发达 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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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出 口商品中初级产品 (农产品和矿物原料 ) 比重较高
,

1 9 8 7 年占出口 总额的 46
.

8%
,

1 9 9 2

年虽有下降
,

尚占 36
.

1%
。
⑦ 为了避免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主动

维护多边和双边的贸易关 系
。

70 年代以来
,

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重心 已逐渐从欧洲移向亚太地区
。

由于欧洲共同体经

济一体化的加深和扩大
,

美国开始积极地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⑧ ;更 由于东亚经济的快速持续

发展及地理的原因
,

澳大利亚在维持多边与双边贸易政策之外
,

努力推行融入亚太的地区主义

贸易政策
。

为了进一步融入亚太地区并推进贸易自由化
,

澳大利亚提出了 A P E C 的构想
。

(三 )澳大利亚积极推动 A P E C 的发展
。

1 9 8 9 年 1 月
,

当时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访问汉城

时提出亚太地区建立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倡议
,

后来得到了美
、

日
、

韩政府的支持
,

态度谨慎的东

盟也表示愿意参加⑧ 。

1 9 8 9年 12 月
,

澳大利亚政府在堪培拉主持召开了 A P E C 首届政府部长

级会议
,

宣告 A P E C 正式成立
。

1 9 9 3 年又在当时澳大利亚总理基廷的倡议下
,

在西雅图举行了

首 届 A P E 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

提 出了 A P E C 三大目标
,

在 A P E C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

1 9 9 4 年
,

A P E C 在茂物会议上提出了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
。

1 9 9 5 年在大阪会

议上又提出了落实茂物宣言的 9 项原则
。

1 9 9 6 年马尼拉会议对各成员单边贸易自由化措施进

行评审和协调
,

并定于 1 9 9 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执行
。

也就是说 A P E C 已经从
“

构想
”

进入

了实质性行动阶段
。

二
、

A P E C 开放性地区主义对澳大利亚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 ) A P E C 是一种新型一体化模式
。

A P E C 现有 18 个成员
,

它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

1 9 9 3 年人均 G N P 最高的 日本是中国的 64 倍
。
。 它们还在经济

、

政 治
、

宗教
、

文化
、

历史等方面

存在着显著差异
,

自然对 A P E C 期望也各异
。

目前集中表现在
:

发达成员想通过 A P E C 打开发

展中成员的市场
,

发展中成员则主要希望与发达成员进行经济合作
,

发展本国经济
。

不过
,

A P E C 有着一股巨大的经济一体化的凝聚力
。

首先
,

A P E C 成员之间经济联系 日臻

密切
,

形成多层次的动态梯度分工
,

1 9 9 3 年澳大利亚进 口 的 64
.

6% 旧本进口 的 56
.

8写
,

美国

进 口 的 62 %
,

中国进 口 的 58
.

3写。
,

都来 自 A P E C 地区 ;
其 次

,

世界经济区域化
、

集 团化的发

展
,

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走向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将继续给 A P E C 成 员以 巨大的外部推动

力 ;
再次

,

尽管 A P E C 不是以条约的形式来规定成员的义务
,

而是以成员领导人承诺的形式来

执行
,

但是
,

这同样具有道德约束力
。

因此 A P E C 将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

A P E C 的目标是 贸易自由化
、

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合作
。

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在成员自愿的基

础上
,

互相协调
、

协商一致促成的贸易 自由化
。

它对外实行非歧视原则
,

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

原则和精神保持一致
。

一言以蔽之
,

它的发展方向是开放性地区主义— 一种与关税同盟
,

欧

洲经济共同体等一体化模式不同的亚太模式
。

下面
,

我们试从静态
、

动态两方面来分析 A P E C 开放性地区主义对澳大利亚经济贸易的

影响
。

(二 )静态分析
。

建立静态模型有两个重要假设
:
( l) 商品

、

劳务以及要素市场均处于完全竞

争状态
; ( 2) 要素在一国内可以自由移动

,

但不能在国家之间自由移动
。

当然我们也假定所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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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征收从价税
,

且关税是唯一的保护手段
。

下面我们与关税同盟相比较
,

从理论上分析 A P E C

开放性地区主义给其成员的经济影响
。

Q1 QZ Q 3 Q嘴 Qs Q6

图 l 表示 的是 关税同盟 对 A 国市场单一商 品 X 的影响

注
:

5 5 表示 A 国国内供给 曲线

D D 表示 A 国国内需求 曲线

C C
,

B B 分 万
,

】为 C
,

B 两国供给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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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税以前
,

A 国在 O C 价格上的国内需求是 O Q
。 ,

国内生产提供 O Q
, ,

C 国供应 Q
,

Q
。 。

设 A 国对进 口商品征税以后
,

国内价格变为 O T
,

国内产出增至 O Q
。

并将其消费减至 O Q
; ,

政
.

府税收相当于 C T X Q
3

Q
; 。

设 A 国与 B 国结盟
,

并设置共同关税 C T
,

B 国将供给 A 国市场
。

同盟后消费者剩余增加

了区域 l + 2 + 3 + 4, 区域 1同时表示 同盟后国内生产者的损失
,

区域 3 表示所得税收损失
,

因

此与同盟前相比较
,

净利得为 2 + 4
。

这就是 贸易创造效应。
。

在同盟前
,

A 国从 C 国进 口
,

支付

Q
3

Q
. X O C

,

税收所得为区域 3 + 8 ; 同盟后
,

区域 3 又 以廉价商品形式转移到消费者手中
,

所以

A 国由于从同盟伙伴进 口高价商品而损失了区域 8
,

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
。

关税同盟的净福

利取决于贸易创造区域 2 + 4 与贸易转移区域 8之差
。

A P E C 将实行的是开放性地 区主义
,

对非成员国原则上也提供最惠国待遇
。

以图上观之
,

虽然 A 与 B 实行 自由贸易
,

由于没有共同关税 C T
,

则就商品 X 而言
,

A 国仍将从 C 国进 口
。

这样贸易创造效应为区域 2 + 6 + 7 + 4 + 9
.

+ 1 0
,

而没有贸易转移效应
。

若 B 国 X 商品价格本来

就 比 C 国低
,

则贸易创造效应为区域 2 + 4
,

仍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

因此一体化后 A 国的整体

福利是增进的
,

而且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
:
( 1) 一体化前关税越高

,

一体化后带来的贸易创造

效应越大
; ( 2) 供需曲线越缓则一体化贸易创造效应也越大

。

接下去
,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一体化后贸易创造效应给澳大利亚商品进出 口带来的影响
。

表

1 列 出了 1 9 90 年和 1 9 9 3 年澳大利亚进 口 的 25 8 种商 品中所选出的 36 种商品的进 口 额及

1 9 9 3 年进 口关税税率
,

所列商品的进 口额 1 9 90 年占其进 口总额 55
.

2 %
,

19 9 3 年占 50
.

8 %
。

表

2 列出了 1 98 9 年澳大利亚出口的 16 4 种商品中的 15 种
。

该 15 种商品出口额 1 9 8 9 年占其出口

总额的 49
.

5 %
,

1 9 9 2 年占 43
.

8%
。

表 2 还歹」出了 1 9 9 3 年 A P E C 中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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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税率
。

从表 1中我们依据澳大利亚各类商品的进 口关税税率
,

澳大利亚降低关税以后有可能增

加的主要进 口商品是
:

衣服
、

鞋类
、

棉机织物
、

叉车
、

橡胶轮胎
、

水泵
、

锁具
、

通讯设备
、

制冷加热

器
、

玩具和电视无线电发射器等
。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
,

澳大利亚主要 A P E C 贸易伙伴国进 口关税税率降低以后
,

澳大

利亚增加的出 口商品主要是面向发展中国家
。

因为发达国家的关税已经降得很低
。

澳大利亚

出 口额有可能较大增长的商品主要是活绵羊
、

活山羊
、

肉及肉制品
、

兽皮
、

革制品及未加工羽

毛
、

羊毛
、

煤
、

铅
、

船舶
、

自动数据处理器和照相摄影器材等
。

衰 1 1 9 9 0
,

1 99 3 年澳大利亚主奥进 D 商品值和 1 9 9 3 年进 D 税率

S IT C 商 品 名 称

19 9 0

进 口值 (千美元 )

1 9 9 3

进 口值 (千美元 )

1 9 9 3

进 口税率 (肠 )

0 3 7

0 7

1 12 4

2 4 8

3 3

51 3

6 l

6 2 5

6 4

6 5 1 4

6 6 2

6 9 9 1

7 1 3 9

7 1 6

7 2 2

7 2 6 4

7 4 1

7 4 2

7 4心2

7 5

7 6 1

7 6 2

7 6 3

7 6 4 3

7 6 4 8

7 7 2

7 7 6 4

7 8

7 9

8 4

85 1

鱼及鱼制品

咖啡
、

茶叶
、

可可
、

调味品

燕馏酒精
、

饮料

成形木板
、

枕木

石油及石油制品

浚酸及其他

皮土
、

加工过的羽毛

橡皮轮胎管道

纸
、

厚纸板

人造纤维
、

纺纱
、

粗合成纤维

棉机织物

锁具及其他

活塞式发动机

旋转式发电设备

非公路用拖拉机

印剧设备

制冷
、

加热设备

液压水泵及其他

提升装运机器

办公机器
、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电视接收器

无线电接收器

录音机
、

留声机

电视无线电发射器

通讯设备

开关变速箱及其他

徽电子集成电路

公路运摘工具

其他交通工具
、

衣服及附属物

鞋具

1 3 8 4 8 0

2 22 5 4 3

1 6 1 3 6 1

3 5 3 8 8 7

2 1 7 4 7 3 3

10 9 2 7 8

1 2 0 9 5 3

3 3 4 7 0 0

1 0 0 6 1 9 8

1 2 2 2 8 1

2 0 72 1 7

1 3 56 7 6

2 0 0 1 1 5

2 8 8 6 1 7

1 9 8 2 6 3

6 4 1 0 7

2 56 6 5 7

1 69 0 8 8

1 4 7 2 7 0

2 69 81 6 5

7 3 9 0 0

1 8 4 7 6 0

2 72 81 3

1 4 0 3 2 3

,I 6 2 28 7

4 5 55 0 4

1 8 3 2 63

3 7 58 2 1右

21 4 3 0 13

7 1 6 4 4 5

25 7 5 2 8

1 5 7 23 4

2 0 2 0 23

1 5 1 4 3 6

4 4 0 8 0 3

2 6 1 8 2 9 5

1 4 0 5 0 7

1 1 6 3 3 3

3 7 6 6 82

1 0 3 6 1 7 2

1 5 7 5 8 7

2 0 1 22 3

1 6 7 3 1 1

21 0 8 1 7

3 0 2 7 2 6

1 4 4 9 9 7

1 0 9 9 7 2

3 1 9 8 9 8

1 7 3 23 9

1 0 3 0 2 7

3 1 10 3 9 2

1 9 2 7 5 7

2 3 1 3 4 9

2 14 4 7 6

2 4 3 6 82

1 7 7 0 51

4 9 0 5 9 7

3 8 6 5 1 7

4 5 0 0 3 9 2

1 2 530 6 4

9 7 83 8 6

3 2 8 1 3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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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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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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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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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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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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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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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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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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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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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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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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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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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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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9
.

0

1 9
.

8
“

0
.

0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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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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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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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S I T C商 品 名 称

9 9 10

进 口值 (千美元 )

9 19 3

进 口值 (千美元 )

19 9 3

进口税率 ( % )

8 7 2

8 7 4

8 8

8 9 2

8 9 4

医疗器械

测量
、

控制器具

照相器材
、

光学产品及其他

印刷品

玩具
,

运动器械及其他

1 5 82 4 1

6 7 1 3 6 2

5 8 9 8 4 6

5 86 0 66

3 7 6 0 0 9

2 2 6 7 2 2

7 9 7 8 5 2

6 8 6 7 4 9

5 7 5 7 76

5 0 7 7 6 8

3
.

5
’

6
.

8
’

4
.

6

6
.

2

1 7
.

4

表 2 1 989
,
1 9 9 2年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商品值及 1 9 9 3 年 A P EC 主要成员的进口关税率

SI TC 商 品 名 称

1 989

出口值(千美元 )

19 92

出口值 (干美元 )

.4拍

.1306251么.0.81议乐.5

00 12

0 l

0 112

04

2 l

26 8

28 1

32

28 7

6l

68 4

75 2

75 99

793

882

活绵羊
、

山羊

肉及其制品

羊肉及其他

谷物及其制品

兽皮
、

革制品
、

未加工羽毛

羊毛 (不含头部)及动物毛

铁矿 (浓缩型 )

煤
、

焦碳等

基础金属矿 (浓缩 )

加工过的皮革制品及其他

铝

自动数据处理器

加速自动数据处理器 (交流 )

轮船及其他

照相及摄影设备

1 230 86

202 06 76

22 56 09

2 57 25 53

3884 27

3 96 29 68

10 14 0 62

38 7 10 50

12 78 29 4

115 74 6

19 43 67 7

12 125 0

2 14 55 1

154 18 6

1 41 600

80 8 32

2 686 56 8

324 30 8

16 14 38 2

2 40 36 6

25 32 10 7

19 79 97 9

53 57 610

10 21 64 1

18 5 07 6

138 8 563

1 158 48

20 38 57

23 4 172

14 12 39

中 韩 泰 新

17
.

5 1 1
.

0 0
.

0 0
.

0

4 6
.

1 27
.

2 60 0
.

0

5 2
.

8 34
.

7 23
.

4 0
.

0

1
.

5 4
.

9 0
.

0 0
.

0

美 日 加

0
.

0 0
.

0 0
.

0

.

0 4 16
.

5 2
.

2

2 7
.

1 7
.

1

4 9
.

2 7
.

0

0
.

0 1
.

0

1 5
.

2 3
.

9

6
.

0 1
.

3

2 7
.

1 7
.

1

26
.

5 10
.

5

18
.

7 1 1

3 0 11

13
.

5 5
.

3

35
.

1 11
.

2

1 1
.

2 0
.

0 2

47
.

8 0
.

0 5

4 32
.

0 7
.

9 10
.

8 0
.

4 8
.

1 5
.

10
.

0 0
.

0 0
.

0

24
.

8 0
.

0 0
.

0

10
.

0 0
.

0 0
.

1

1 1
.

2 0
.

0 2
.

4

23
.

5 0
.

0 3
.

9

4
.

0 0 0 3
.

0

40 0
.

0 7

33
.

1 0
.

0 1
.

1

40 0
.

0 4
.

4

0
.

0 0
.

0

0
.

0

5
.

2

14
.

7 4

注
: 1

.

表 l 所列商品进口 值在 6 0 0 0 万美元以 上
,

表 2 所列商品 出 口 值在 8 0 00 万美元以 上
。

2
.

表 l 带
,
为平均税率

,

表 2 关税数据都是平均悦率
。

3
.

表 2 没列新西 兰 关税数据
,

因 为澳新 已实现贸易自由化
。

资料来源
:

1
.

U
.

N
.

1 9 9 3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T
r a
d
e s t a t i s t ie s Y e a r

b
o o

k
.

2
.

根据海关总署编《世界主要贸易国进 口关税手册 》
,

人民出版社 1 9 9 3 年版的材料编制
。

在一体化进程中
,

澳大利亚将扩大出口 的主要商品集中在初级产品和少量的技术附加值

较高的制成品
。

而澳大利亚将增加进 口的主要商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业制成品
。

这些产品

主要来自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
。

这表明今后澳大利亚将进一步扩大与 A P E C 发展中成员

的贸易往来
,

同时也反映了相互要素察赋的差异
:

澳大利亚 自然资源 比较丰富
,

A P E C 发展中

成员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
。

一体化中的贸易创造效应将使优势互补
,

从总体上增进成 员福

利
。

但是出口 的初级产品需求弹性较小
.

而进 口 的工业制成品需求弹性相对较大
,

因而澳大利

亚在一体化初期
,

有可能出现商品贸易逆差加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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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分析所考察的商品贸易可能性虽然简单明了
,

但只对一体化初期有较显著的影响
。

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
,

其影响力会越来越小
。

从长远来看
,

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将居

于主导地位
。

动态分析考察的是长远的资源配置问题
,

与垄断竞争相联系
,

因而它更贴近现实
。

(三 )动态分析
。

一体化进程中
,

市场规模扩大和企业竞争加剧
,

促使资源更有效地在生产

者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

形成规模经济
,

即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的 比例
。

图 2 表示了 A B 两

国一体化后规模经济对出口 国 A 的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
。

由于需求扩大
,

价格从 P
,

降至 P Z ,

这样消费者能够买的数量从 X
,

增至 X
: ,

这就是成本递减效果
。
@

规模经济在交通运输工具
,

电子
,

办公机器
,

化学等工业产品中尤为显著
。

这些部门需求增

长迅速
,

技术变化快
。

高技术虽然不是规模经济所必需
,

但规模经济效益却经常发生在高技术

产业
。

k k
`加

}同猛—
人q

一
O

几 盆 矛、沼

lF几

图 Z A
、

B 两国一体化后规模经济对 A 国出 口产品价格的影响

注
:
A C

a
表示规模经济效益递增

,

该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有垄断地位
。

B 国没有该产品的生 产
,

但 出于时政的原 因
,

该 国对商品 X 征收进 口 税

aD 表示 A 国国内常 求
,

D b 表示 B 国 国内需求

D b’ 表示一 体化 后 无关税时 B 国国内雷求

D
a 十 b 表示一体化 以前 A

、

B 两 国对该 产品总需求

D a + b’ 表示一体化 以 后 A
、
B 两 国对该产品总需求

资料来源
:

M i r o s
l
a v N

.

J o v a n o v i。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E
e o n o

m ie I n t e g r a t io n ,

p u
b l i

s
h
e d b y R o u t le d g e ,

1 9 9 2
,

p
.

规模经济也会促成专业化分工的深入
。

因为一国产品的种类往往受制于本国需求规模
。

一

体化后
,

扩大的市场将增加对产品的需求
,

规模经济将增加生产产品的品种
,

而这些产品往往

具有相似的要素比例
,

即所谓的差异产品
。

差异产品的生产使分工向产业 内部深入发展
,

并促

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因此
,

一体化后的动态效应将促使各成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

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影响尤其

显著
。

澳大利亚制造业规模普遍较小
。

据澳大利亚制造商委员会秘书处提供的调查报告
,

其中列

出了 7 0 0 家中小型制造商
,

各自出口值不足 5 00 万澳元
,

但加起来超过了澳大利亚出口额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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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L
。

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人口 少
,

国内市场小
,

而且一向热衷于吸收外来技术
,

不重视技术

开发和研究
。

虽然近年来这一情况已有所改变
,

但总起来看澳大利亚多数制成品技术层次不

高
。

在 A P E C 一体化中发展中成员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 区将扩大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制成品

市场的份额
,

这将迫使澳大利亚努力提高产业层次
。

正如《世界银行 1 9 9 5 年度报告 》中指出
:

“
一个国家如不能跟上国际贸易的变化步伐

,

则会因竞争对手提高了效率而损失
。 ’ ,

L

提高技术
,

实现规模经济是现代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

澳大利亚也将必然走这条进步的道

路
。

在一体化中澳大利亚可以逐步克服原来国内市场狭小的缺陷
,

使澳大利亚有可能生产差异

产品
,

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

并且澳大利亚本身也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

澳大利亚资金较充裕
,

各项

制度较完备
,

政府重视高科技的发展
,

而且澳大利亚受高等较育人 口 比例达 40 肠
,

高于德国的

36 写
,

日本 32 %
,

这是一项重要的要素察赋优势@
。

由于产业的上
、

中
、

下游链式结构的联系
,

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也将带动和提高其他产业的发展
,

尤其是机械
、

电子和为数众多的资源加

工业的发展
。

其次
,

受冲击的产业中必然有一部分将升级换代
,

转入高附加值的差异产品的生产
,

如服

装业
,

走向工艺精湛高档次服装生产
。

另外利用 A P E C 贸易
、

投资自由化带来的便利条件
,

将

生产扩展到国外
,

扩大生产规模
,

降低成本
,

占领更大的国外市场
,

这也是一条避免损失
、

增加

收益的有效途径
。

倒如
,

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出 口总额在过去 30 年里从 17 %降到 12 %
,

而同

期美国跨国公司份额却只从占世界的 18 %降至 16 %
,

这种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海外经

营的增长。
。

因此
,

从动态分析来看
,

A P E C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是巨大的
。

扩大的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

效应将使产业结构升级
,

给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

这点对澳大利亚来说
,

是具有某种革命性的

变革
,

其潜在的利益是巨大的
,

影响是深远的
。

三
、

A P E C 一体化对澳中经贸关系影响

A P E C 一体化对澳中经贸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

(一 )澳中贸易额将扩大
。

澳中贸易 自 1 9 7 2 年两国建交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增长
。

1 9 9 4 年双

边贸易额为 45
.

3亿美元
,

是建交时的 75
.

5 倍
。

目前
,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六大贸易伙伴
,

澳大利

亚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
。

但是
,

澳中贸易还有巨大的潜力
,

1 9 9 4 年澳中贸易额只占澳大利

亚对外贸易总额的 4
.

6%
,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
.

6 % @
。

这与两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很不

相称
。

A P E C 一体化有可能使这种潜力得以发挥
。

贸易创造效应将使两国贸易联 系更加紧密
,

而从长远来看更是如此
。

因此 A P E C 一体化将使澳中贸易额有较大的增长
。

(二 ) 影响澳中贸易结构
。

目前
,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
,

机 电产品占出口 总额

n
.

8%
。

澳大利亚从中国进 口的商品主要是服装
、

纺织品
、

玩具
、

箱包鞋类和塑料制品等轻工产

品
,

约占进 口总额 56
.

7%
,

虽然也有进 口一定数量的机电产品
,

但多属技术层次较低的机械产

品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生产线产品
。

A P E C 一体化的静态效应将使这种资源互补性的贸

易结构进一步得到发展
,

但从动态来看
,

产业结构升级将使中澳贸易结构发生变化
,

澳大利亚

将会加大精加工食品
、

机械
、

电子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对华出口
,

而从中国进 口 的产品的技术层

次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

种类也将增加
。

也就是说
,

从长远来看
,

一体化后两国分工的层次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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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提高
,

促使贸易继续扩大
。

(三 )澳大利亚将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
。

从动态分析中
,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将利用一体化扩

大的市场
,

走国际化经营道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另外
,

部分受冲击的夕阳产业向海外转移
。

这

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
。

目前
,

澳大利亚对华投资额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
,

1 97 9一 1 9 9 3 年
,

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只占全部在华外商投资总额的 0
.

38 肠
,

不仅远不及美
、

日等

发达国家
,

也低于亚洲四小龙和泰国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市场广阔
,

投资环境 日

趋完善
,

A P E C 一体化后
,

随着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
,

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将有较

大的增长
。

投资行业除了制造业部门之外
,

电信
,

环保
,

信息技术
,

航天和能源技术等澳大利亚

较为发达的产业以及金融
,

保险等服务业都可能是澳大利亚优先选择的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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