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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ＲＣＥＰ合作和北京 “两区”建设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

措。为探究北京 “两区”与 ＲＣＥＰ的合作契机，运用数据对比分析、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得出，
北京 “两区”与ＲＣＥＰ存在诸多合作契机。在产业层面，ＲＣＥＰ成员产业结构与北京错位互补；在贸易层面，北京
与ＲＣＥＰ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北京对ＲＣＥＰ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强劲，ＲＣＥＰ对北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需求旺盛；在规则层面，ＲＣＥＰ的高标准规则与北京 “两区”的制度创新同向同行。因此，发挥自由贸易区与自

贸试验区在产业链重构、建设目标、推进措施和参与主体等方面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北京 “两区”与 ＲＣＥＰ在
高端产业领域的经贸合作，以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 “两区”制度创新，发挥 “两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的枢纽作用，形成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的 “北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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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并将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

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作为推动目标实现的关键措施。其中，建设国

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 （北京）

自贸试验区 （以下简称北京 “两区”）是党中

央、国务院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任

务，建设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大

国首都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正式生效。２０２２年１月，

商务部等 ６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高质量实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的指

导意见”，将 “支持自贸试验区积极推动制度创

新”作为高质量实施 ＲＣＥＰ的重要举措之一。
因此，协同推进 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建设是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之举，将为我国开

展高质量经贸合作搭建新的平台，为北京 “两

区”制度创新带来重大机遇。

一、文献综述

深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持续扩大

对外开放是我国构建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关

键举措。ＲＣＥＰ的签署生效和国内自贸试验区
建设的全面启动便是这一关键举措的具体实

践。当前，学者已围绕 ＲＣＥＰ与国内自贸试验
区的关系展开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

一方面，于国家层面讲，ＲＣＥＰ与我国自贸
试验区建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陈春玲和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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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指出ＲＣＥＰ新规则需要在自贸试验区先

行先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对标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体系，打造高水平对外

开放新体制。王?与和军 （２０２１）以构建新发

展格局为视角提出将自贸试验区作为 “双循环”

的战略衔接点，依托自贸联盟推动国内大循环，

并借助ＲＣＥＰ形成的区域大市场推动国际循环。

吴春霞和曲林迟 （２０２１）提出中国应从国内自

贸试验区与国外自由贸易区联动、中国现有的

自由贸易区与 ＲＣＥＰ联动、ＲＣＥＰ与 “区中区”

联动三个层面建立 “双自”联动机制，从战略

角度提升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内涵。全毅和

张婷玉 （２０２１）主张以 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

为参照，打造电子报税系统，将它们与自贸试

验区的 “单一窗口”连接，提升各贸易成员国

之间的降税减负效果，提高全球价值链的贸易

增加值。

另一方面，于省市层面讲，ＲＣＥＰ将加快我

国各省市自贸试验区 （港）的建设。基于资源

要素禀赋的差异，我国不同省市的自贸试验区

（港）建设各具特色。ＲＣＥＰ顾及不同发展程度

成员的特点，经贸议题涉及范围广、规则设置

标准高，对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有促进作用。

例如，陈靓和谈茜 （２０２１）提出对标 ＲＣＥＰ的

高标准经贸规则，发挥中国 （上海）自贸试验

区的开放试点作用，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

验。李猛等 （２０２１）认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应该与ＲＣＥＰ规则对接，形成推进我国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合力。此外，部分学者还在产业层

面关注到 ＲＣＥＰ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关系。刘

文 （２０２１）指出利用山东、辽宁等省份与日韩

经贸合作的基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制定以

自贸试验区建设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差异化

发展策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刘瑛和

夏天佑 （２０２１）提出充分运用我国的比较优势

发展自贸试验区 （港），并利用 ＲＣＥＰ的特定原

产地规则标准，在试验区内大力发展加工转口

贸易，提升我国商品贸易的竞争力。杨继瑞

（２０２１）通过分析ＲＣＥＰ对四川省产业的影响时

得出，该协定将有助于四川与 ＲＣＥＰ产业链的

紧密结合，促进机械、设备、智能制造等资本

密集型产业的上游部分向东南亚转移。

目前的相关研究对于 ＲＣＥＰ与国内自贸试

验区 （港）建设的认识并不充分，主要聚焦于

我国如何通过对接 ＲＣＥＰ的高标准规则，提升

自贸试验区 （港）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从国家

宏观层面形成应对策略，而没有将 ＲＣＥＰ与自

贸试验区 （港）建设的联动放在更为微观的经

济环境中考虑，特别是未能有效分析 ＲＣＥＰ与

各省市自贸试验区 （港）如何对接和联动，进

而研究我国省市层级的自贸试验区 （港）建设

对深化ＲＣＥＰ经贸合作、提升区域贸易协作及

对接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对策。因此，以

国家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典型代表———国家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 （北京）自贸试

验区为例，从产业、贸易和制度等层面分析

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的合作契机，并运用自

由贸易区 （ＦＴＡ）与自贸试验区 （ＦＴＺ）的协

同联动机制，提出 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的合

作策略，形成 ＲＣＥＰ框架下我国自贸试验区高

质量建设的 “北京方案”，并向全国范围复制

推广。

二、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的合作契

机分析

　　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建设是国家协同推

进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战略的典型代表。

ＲＣＥＰ作为我国参与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一

方面拥有巨大的国际市场和差异化的经济产业

结构，有助于区域产业链重构和深化成员间的

经贸合作；另一方面 ＲＣＥＰ通过实施高标准的

国际经贸规则，提升区域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程度，有助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制度

创新。北京 “两区”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和区域协

同开放为主要特征，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和科技文化融合产业，与 ＲＣＥＰ存在

诸多合作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７１·北京 “两区”与ＲＣＥＰ合作的契机、机制与策略



（一）ＲＣＥＰ成员产业结构与北京错位互补

１ＲＣＥＰ成员国经济呈错位发展，产业梯级
明显。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ＲＣＥＰ成员国包括
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图表集法 （Ａｔｌａｓｍｅｔｈｏｄ）统计数
据，２０２１年，ＲＣＥＰ各国人均国民收入 （ＧＮＩ）
从１１７０美元到６４０１０美元不等，且呈现出错位
差异化的特点。如图 １所示，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年收入分组标准，ＲＣＥＰ的 １５个成员国
中，人均ＧＮＩ在１２３７５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
有６个，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新西
兰、韩国和文莱；人均 ＧＮＩ在 ３９９６美元与
１２３７５美元之间的中高收入国家有４个，包括马
来西亚、中国、泰国和印尼；人均 ＧＮＩ在１０２６
美元与３９９５美元之间的中低收入国家有５个，
包括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无

人均ＧＤＰ在１０２５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

�

�����

�����

�����

�����

�����

�����

�����

�
�


%
�
�
�

�
�

�
?
�

N


�
9

P
�
?
�

�


#


	
�
�
?
�

:
�
�

C
	

6
�

�
�
�

5
+

Q��� �1����� �1�����

���� ���� ����

图１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ＲＣＥＰ成员国人均ＧＮＩ情况

（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成员国三大产

业的构成比重各有不同。如图２所示，２０２０年，
ＲＣＥＰ各国产业构成中，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
据较高比重，如新加坡、日本、韩国和澳大利

亚的占比分别为７５６０％、６９９４％、６５５９％和
７２５３％；２０１９年，新西兰的第三产业占比已高
达７３９５％。中低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仍然较高，如菲律宾为１０１８％、印度尼西亚为
１３７０％、越南为１４８５％、老挝为１６２１％、缅
甸为２１９８％和柬埔寨为２２３８％。中高收入国
家三大产业的占比则处于 ＲＣＥＰ成员的中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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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２０年ＲＣＥＰ成员国三大产业占ＧＤＰ的

比重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新西兰２０２０年数据缺失。

平，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高，如中国三大产业

所 占 ＧＤＰ 比 重 依 次 为 ７６５％、３７８２％
和５４５３％。

综合而言，ＲＣＥＰ涵盖的国家中，有人均
ＧＮＩ和第三产业兼具优势的发达国家，也有人
均ＧＮＩ和第二产业持续增长发力的新兴经济体，
还有人均ＧＮＩ较低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低收
入国家。可见，ＲＣＥＰ成员国之间经济呈现错位
发展且三大产业梯级明显，成员国之间产业发

展具有良好的互补性。长期来看，ＲＣＥＰ所形成
的区域大市场效应将整合各个成员国的比较优

势，重构区域内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

２ＲＣＥＰ成员产业梯级助推北京优化产业布

局。北京既面临产业优化升级的时代课题，也

肩负着以 “两区”建设推进国家制度型开放的

历史重任。ＲＣＥＰ凭借区域内产业梯级优势，为

北京 “两区”高质量建设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

助力。近些年，北京在人均 ＧＤＰ增长和产业优

化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北京统计年

鉴 （２０２１）数据，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北京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由１７７９５美元增长至２３９０５美元，

迈入了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标准中的高收入阶段。

在三大产业构成中，北京的第三产业一直占主

导地 位。２０２０年，北 京 的 第 三 产 业 占 比

８３８％，第二产业占到１５８％。其中，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收入占制造业的 ３２７％，较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８４％；商业、金融、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文化教育

·８１· 北京 “两区”与ＲＣＥＰ合作的契机、机制与策略



等高端服务业产出占第三产业的 ４９１％，较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３２％。由数据可知，北京的产业
正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位于产业

链的中高端。ＲＣＥＰ成员之间的经济差异和产
业梯级可以与北京的高端产业发展实现交错

互补。

（二）北京与ＲＣＥＰ成员的贸易依存程度高

１北京与 ＲＣＥＰ国别贸易依存度较高。北
京与 ＲＣＥＰ成员在彼此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北京海关统计数据，２０２１年北京与 ＲＣＥＰ
其它１４个成员的贸易总额为１０２０１２亿美元，
占对外贸易总额的２１６７％。其中，自ＲＣＥＰ成
员国进口总额为７２３４６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
１９２３％；对ＲＣＥＰ成员国出口总额为２９６６６亿
美元，占总出口额的 ３１３８％。２０２１年，北京
与ＲＣＥＰ国别贸易中，集中从澳大利亚、日本、
印尼、马来西亚、韩国、越南、泰国和新加坡

等８国进口并主要向新加坡、菲律宾、印尼、
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

国等 ９国出口。紧密的贸易关系使得北京对
ＲＣＥＰ成员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１年，北京对ＲＣＥＰ其它１４个国家的外贸依
存度分别为１８３７％、１４９６％和１６３８％，分别
占到同年北京外贸总体依存度的 ２１６０％、
２３２６％和 ２１６７％。其中，北京对澳大利亚、
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外贸依存度

占较高比重。如图 ３所示，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
北京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 ５８６％、
４３６％和４７３％；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
３１３％、３２５％和３２１％；对印尼的贸易依存
度分别为１１４％、０９２％和１６６％；对新加坡
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２３７％、１４５％和１３２％。
２北京与 ＲＣＥＰ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北

京与 ＲＣＥＰ其它 １４个成员国的货物贸易呈现
“出窄进宽”的特点，以２０２１年为例，北京对
ＲＣＥＰ的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窄，重点涉及矿产
品、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主要进口产品种类宽，涉及农、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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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北京对ＲＣＥＰ成员国的

贸易依存度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海关数据计算而得。

工、金属、机电、运输设备及仪器等劳动、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进一步研究北京与

ＲＣＥＰ其它１４个成员国的具体行业贸易关系，
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 （ＴＣＤ）进行分析。ＴＣＤ

用来衡量贸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指一国

（地区）对某一贸易伙伴的出口占该国 （地区）

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进口总额占世界

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双方

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根据 ＴＣＤ的指标意
义，当 ＴＣＤ指数大于１时，表明贸易双方的经

贸关系较为紧密，当 ＴＣＤ指数小于１时，表明

贸易双方的经贸关系较为松散。

根据ＴＣＤ的计算结果，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

北京对ＲＣＥＰ其它１４国的ＴＣＤ中，除纺织原料

及纺织制品；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制

品等；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等行业个别年份出现小于１的情

况外，其它行业的 ＴＣＤ均大于１，涵盖劳动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表 １

所示。其中，ＴＣＤ大于１且呈现显著增长的行

业包括食品及烟草；化工产品；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造纸业相关产品；矿物材料制

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各类仪

器及设备、钟表、乐器等，以资本密集型产业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例如，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

年，在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领

域，北京对ＲＣＥＰ成员的ＴＣＤ指数由３９１增长

至１４２０。同样，ＲＣＥＰ其它１４个成员国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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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ＴＣＤ指数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尤其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的 ＴＣＤ指数出现大幅增长。例如，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在皮革及其制品、旅行用
品、手提包等领域，ＲＣＥＰ对北京的 ＴＣＤ指数
由３７９迅速增至３４５６；在木及木制品、编结
材料制品等产品的ＴＣＤ指数方面，由２０１９年的
４１６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２７４。通过ＴＣＤ指数的

变化趋势表明，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北京与
ＲＣＥＰ成员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随着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北京对 ＲＣＥＰ成员的出口以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对 ＲＣＥＰ成员的进口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一趋势与北京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现代高端制造业发展密

切相关。

表
!

　
"%!&

年—
"%"!

年北京与
'()*

贸易结合度指数统计表

商品名称
北京对ＲＣＥＰ其它成员的ＴＣＤ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ＲＣＥＰ其它成员对北京的ＴＣＤ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动物产品 ２８９ ３４８ ４７６ ３１３ ３６７ ４２８

植物产品 １５５ ３０３ ４８７ ０７４ １６１ １９６

动植物油类产品 １５２ ３３５ １４４ ０６５ ０８１ １６４

食品及烟草 ４８１ ４８４ ８１８ ２４９ ２７６ ６２４

矿产品 ２１０ ３０７ ５０４ ０８９ １３３ １４１

化工产品 ２９６ ２８５ ６５１ １５０ １５９ ３６１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２７２ ２８１ ６８９ ２２１ ２６０ ６６８

皮革及其制品、旅行用品、手提包等 １６９ ２００ ３１４ ３７９ ５２４ ３４５６

木及木制品、编结材料制品等 １９５ ２６２ ２８９ ４１６ ４４７ １２７４

造纸业相关产品 ４１７ ４６３ ８０５ ２９２ ２９７ ６９５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２２７ ０９３ ４４８ ２２０ １４６ ６６９

鞋帽伞杖鞭及装饰品 ２２４ ３５３ ５３３ ２２５ ２５２ ６６０２

矿物材料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制品 ３０９ ３４７ ７４０ ４５３ ４６７ ８９２

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制品等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２２ １８５ １３１ ２３２

贱金属及其制品 ２４１ ２８０ ７３９ ３１９ ３４０ ５３９

机电产品 １９８ １８３ ３９１ ２３０ ２４３ ６３５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３９１ ６２９ １４２０ ３６５ ４３１ ６８４

各类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等 ２７０ ２３０ ５７９ ２１９ ２６２ ４６５

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 ０２９ ０１８ ２３１ ０３１ １０８ １４６

杂项制品 ２６０ ２５５ ４０４ ２６０ ３７３ １０７７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１３７ ０４１ ０３８ １８１ １３１ ３３７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 ３６５ ６１３ ７６０ １３４ ０３１ ０４９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三）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符合北京 “两

区”制度创新的目标

　　在 ＲＣＥＰ制度框架下，推行高标准的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海关

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等规则，并将构

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上升为国际强制性义务。

ＲＣＥＰ的主要议题及高标准经贸规则内容如表２
所示。

北京 “两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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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旨在通过打造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

合作示范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

数字贸易示范区，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为 “两区”

建设的主阵地，不断提升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

平，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北京 “两区”

建设全面启动以来，通过实施一批先行先试政

策和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正形成可视化、可

复制的创新成果向北京市及全国范围推广。这

不仅有利于 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中国落地
和稳步推进，而且有助于提升 ＲＣＥＰ区域内经
贸合作的便利化程度，为将来升级 ＲＣＥＰ的规
则标准贡献中国方案。

表
"

　
'()*

的主要议题与高标准经贸规则内容表

主要议题 ＲＣＥＰ高标准规则的主要内容

货物贸易
给与货物贸易国民待遇；逐步实施关税自由化给予优惠市场准入；特定货物临时免税入境；取

消农业出口补贴；全面取消出口数量限制；约束非关税措施；实行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等

服务贸易

通过纳入市场准入条款，行政程序和措施，非歧视条款，透明度条款等取消影响服务贸易的限

制和歧视措施，实施服务贸易正面清单模式和负面清单模式，明确了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和专

业服务等领域的贸易规则

投资

投资自由化条款主要包括最惠国待遇、禁止业绩要求、投资负面清单；投资保护条款主要包括

公平公正待遇、征税、外汇转移、损失补偿等；投资便利化条款主要包含争端预防和外商投诉

的协调解决机制等内容

海关程序与

贸易便利化

各方法律法规公开透明，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加强海关合作，充分运用风险管理、信息技术

等，规定具体通关时限、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预裁定制度、货到前处理、执法统一性、海关

合作、透明度、风险管理和后续稽查等

知识产权

在传统议题基础上加入体现知识产权保护新趋势的议题，涵盖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

利、外观设计、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执法、合作、透明

度、技术援助等广泛领域

电子商务
促进无纸化贸易，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保护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在线消费者权

益，加强针对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监管合作等，并就跨境信息传输、信息存储达成重要共识

营商环境 ＲＣＥＰ将构建良好营商环境上升为国际强制性义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ＲＣＥＰ协议文本整理而得。

　　一方面，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在贸易与
投资便利化、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监

管体系创新等方面实施一批先行先试政策。在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方面：以首都两大国际

机场为基地，扩大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航权安

排；优化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的特色服务功

能，如建立 “企业单证保管箱”和跨境贸易

“一件事”应用场景并积极推进落实；以进口药

品零售为示范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试点，同

时探索建立医药研发用品进口的 “白名单”制

度；围绕综合保税区平台，打造特色贸易示范

区，促进文化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发展。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推动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

税优惠和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拓宽股权投资

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建立股权投资和创业投

资份额转让试点，并实现转让零的突破；外资

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ＱＤＬＰ）境
外投资试点；在金融服务领域，实施金融科技

监管沙箱；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升级中

关村外债便利化试点额度；实施对外承包工程

类优质诚信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便利化试

点等。同时，北京 “两区”推进知识产权快速

协同保护，构建 “一站式”知识产权纠纷解决

机制；推行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和数据跨境流动

安全管理试点等创新举措，形成多项全国首创

或首批的政策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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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协同推动 “产业开放 ＋园区

开放”模式，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打造国

际化开放创新高地。在产业开放方面，着力

推进科技信息、金融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

的国际化程度。科技信息领域，吸引一批中

外尖端科技机构落户北京，如 ＳＭＣ中国区总

部、赛诺根亚太总部。金融服务领域，一批

突破性项目相继落地，如建设国家重大金融

基础设施———金融网关、成立全国首家外商

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全国首家外商独资保险

资管公司、外资全资控股持牌支付公司、第

三支柱国民养老保险公司、银河资产管理公

司，德意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成为北京

市首家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外商独

资银行。教育医疗领域，成立德勤 （中国）

大学，建设全国首家国际研究型医院、细胞医

药产业化基地等。在园区开放方面，创建北京

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和北京中日创新

合作示范区、全球日加氢量最大的加氢站、去

中心化临床试验项目等。

（四）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 ＲＣＥＰ与北京的三大产业结构、

贸易依存程度以及目前 “两区”对接落地

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情况，结果表明，

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在产业、贸易和规则层

面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精准定位双方的合作

领域并持续推进将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在产业层面，ＲＣＥＰ产业结构全面覆盖产业

链的高中低端，为北京产业转移和优化升级提

供中低端支撑和高端引领。ＲＣＥＰ成员经济发展

错位互补，成员间产业梯级明显。北京作为国

家科技创新中心，科技进步、高端人力资源、

现代管理体系等竞争优势要素不断集聚，高端

制造业和与之相关的商业、金融、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文化教育

等高端服务业竞争力将显著提升。因此，北京

“两区”利用ＲＣＥＰ的多元化产业优势和区域产

业链整合重构，不断融入 ＲＣＥＰ高端产业集群

建设，符合 “两区”高端产业发展定位。

在贸易层面，北京与 ＲＣＥＰ其它１４个成员

国存在紧密的贸易关系。根据贸易结合度指数

分析结果，北京对 ＲＣＥＰ的经贸关系表现出主

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贸易结合度显著增强

的趋势，比如化工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

等有关运输设备和各类仪器设备、钟表的贸易

结合度指数较高且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同时，

北京对ＲＣＥＰ其它１４个成员国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需求增长旺盛。随着北京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和ＲＣＥＰ区域内产业链重构，双方在以上产业

领域的贸易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在规则层面，ＲＣＥＰ在贸易、投资、电子商

务、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领域的高标准

规则与北京 “两区”的制度创新同向同行。目

前，北京 “两区”对标 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等自由

贸易区的规则，通过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数字贸易和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领域建立先

行示范区，探索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可行性规

则，不断推进各项创新举措的落地。诚然，当

前北京 “两区”已推动落实的一系列政策和具

体项目与系统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有

一定差距，但 ＲＣＥＰ通过硬性和软性规则降低

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门槛，实施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管理、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等做法符合

北京 “两区”制度创新的任务。

三、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的协同

联动机制分析

（一）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的概念

自由贸易区是一种协定式开放模式，指成

员国 （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

消或降低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商品

和服务在区域内可以自由流动。例如，《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是自由贸易

区的范畴。而自贸试验区是一种自主式开放模

式，指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内，划出特

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和取消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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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进出。例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

范区和中国 （北京）自贸试验区，中国 （上

海）自由贸易区等属于自贸试验区的范畴。自

贸区与自贸试验区虽然概念不同，但二者之间

又存在着紧密联系。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主要形式，自贸试验区是一国 （地区）

扩大改革开放的 “试验田”，是自由贸易区高标

准经贸规则在一国 （地区）先行先试的落脚点。

设立自贸试验区旨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

服务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二）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的协同联动

机制

　　鉴于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的紧密联系，

二者在产业链重构、建设目标、推进措施和参

与主体等方面可以实现协同联动，如图４所示。

发挥好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的协同联动机

制，对于我国构建 “双循环”发展格局，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产业链重构协同联动。一方面，自

由贸易区带来的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链

优化整合是自贸试验区引领高端产业发展，参

与区域产业板块合作的外在动力。自贸试验区

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试验田”，既是高

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地，也是我国高

质量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先行地。因此，自由

贸易区统一大市场带来的产业链重构，特别是

高端产业板块的整合将为自贸试验区率先参与

区域产业分工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自贸试验

区凭借制度创新的优势，率先在国内进行高端

产业链优化整合，通过产业集群建设，发挥地

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我国高端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自贸试验区进一步

参与自由贸易区的高端产业分工合作，提升我

国在自由贸易区产业链重构中的地位。

第二，建设目标协同联动。实现贸易与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是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区建

设的共同目标。其中，自由贸易区通过制定高

标准经贸规则，不断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

准入，鼓励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自贸试验区通

过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即在贸

易监管、投资审查、金融改革和法治建设等方

面进行制度创新，实施简化、高效、透明的治

理措施，提升区域内的国际营商环境和贸易投

资便利化程度。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在贸易

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高标准要求是自贸

试验区推进制度创新，营造国际便利化营商环

境的动力。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方面的创新举措可以提升一国 （地区）参

与自由贸易区合作的质量和话语权。

第三，推进措施协同联动。自由贸易区的

推进措施主要包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

低成员之间的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给予成员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等。例如，

ＲＣＥＰ作为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在原产地

累积规则、透明度、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

范围、正面与负面清单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推

进措施。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旨在对标 ＲＣＥＰ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中国式创新措施

并在区域内进行先行先试，形成可行性的经验

向国内进行复制推广，引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例如，中国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后，

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要求，制定了一系

列创新措施，如建立 “先进区、后报关”、“区

内自行运输”、“加工贸易工单核销”等新型海

关监管措施，按照 “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

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要求，

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监管模式。中国 （广东）

自贸试验区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注重在

投资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监管、营商环境等

领域的措施制定和制度创新，成为引领我国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这些创新成果的落

地将助力我国更好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促

进自由贸易区成员合作向纵深发展。

第四，参与主体协同联动。多元参与主体

是同步推进自由贸易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

要保障。其中，国家发挥着顶层设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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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贸易区和自贸试验区战略的推动主体。

地方政府按照国家的战略安排，对标自由贸易

区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具

体政策措施，旨在推动一国 （地区）更好地参

与自由贸易区合作。企业是自由贸易区和自贸

试验区经贸合作的市场参与主体。企业根据国

家政策和产品所处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制定

区域化发展战略，通过自由贸易区和自贸试验

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参与区域

内的产业链重构、产业集群建设和国际经贸合

作，落实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布局。

图４　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机制图

四、以协同联动机制推进ＲＣＥＰ与北
京 “两区”合作的策略

自由贸易区与自贸试验区的协同联动机制

为ＲＣＥＰ与北京 “两区”的合作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路径。未来，北京 “两区”应以 ＲＣＥＰ经
贸合作为契机，充分利用二者的协同联动机制，

通过开展高端产业经贸合作、对标高标准经贸

规则进行制度创新等方式，打造我国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 “北京方案”。

（一）以ＲＣＥＰ产业链重构推进北京产业转
型升级

　　第一，利用 ＲＣＥＰ的产业梯级、产业链重

构和统一大市场效应，促进北京传统的劳动和

资本密集型产业重新布局。ＲＣＥＰ成员中，东盟
１０国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如老挝、印尼、
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和缅甸的人均 ＧＤＰ较

低，劳动力、土地、初级资源产品的成本也相

对较低，适合承接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目

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成

员的中低端产业在快速向东盟发展中国家转移，

我国向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

北京作为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高地，应把握

ＲＣＥＰ区域产业链重构的机遇，在保证产业链安

全的前提下，保留农产品、食品加工、纺织服

装、金属制造、机械制造和石油化工等传统优

势产业中高附加值部分，低附加值部分进行分

步骤转移。

第二，发挥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打造拥

有核心技术的高端产业。ＲＣＥＰ不仅会促进现代

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而且将使拥有核

心技术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受益。同时，原

产地区域累积规则将促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

生产环节进一步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

的东盟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

面临激烈的竞争。北京应借助 “两区”建设的

政策东风，利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企

业和金融机构的集聚创新优势，攻关新一代信

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

能的核心技术，发展与之配套的金融、科技、

信息、商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业，以此夯实产业

链基础，培育壮大形成高端产业集群，实现北

京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主可控。

第三，发挥北京在中日韩高端产业细化分

工中的纽带作用。首先，深化中日韩在高端制

造业领域的产业与贸易合作。根据北京与日韩

的贸易结构，北京对日韩出口较多的机电产品

中仍以零部件和半成品为主，日韩对北京的出

口主要是附加值较高的成品和关键技术。未来，

北京与日韩经贸合作可以侧重利用北京稳定的

产业链、供应链和日韩强大的尖端技术优势，

深化三方的合作关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高

端制造业产业链布局。其次，深化北京中日创

新合作示范园区的合作，在园区规划、合作机

制和政策制定上加强双边沟通，开展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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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特别是探索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方面

的可行性合作模式。例如，利用 ＲＣＥＰ的自然

人流动条款，邀请日本高端技术人员来京示范

园区授艺并组织在京企业员工赴日本学习高端

精细制造领域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利用 ＲＣＥＰ

的教育服务贸易开放，加强与日本职业院校合

作，联合培养精细制造技术人才并服务于示范

园区建设。最后，构建 ＲＣＥＰ制造业服务网络

平台。ＲＣＥＰ带动的货物贸易增长将极大激发与

制造业相关的研发、设计、批发零售等领域服

务的需求。北京 “两区”建设应以此为契机，

加强与日韩在高端产业领域的经贸合作和制造

业服务体系建设，构建 ＲＣＥＰ制造业服务网络

平台。

（二）以ＲＣＥＰ高标准规则推动北京 “两区”

的制度创新

　　基于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北京 “两区”

政策措施同向同行，北京应通过二者的协同联

动机制，多措并举拓展深化 “三个示范区 ＋一

个主阵地”的建设方案，将北京建设成为对外

开放的规则示范区、压力测试区和和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要素汇聚区、制度对接区。

第一，对标 ＲＣＥＰ高标准贸易规则，制定

形成符合北京 “两区”定位的 “三个示范区”

建设方案并加以落实。“三个示范区”包括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合作示范区、数字贸易示

范区和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是北京

“两区”制度创新的核心支撑。北京 “两区”

根据 “三个示范区”的建设定位，深度对标

ＲＣＥＰ在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

国待遇、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条款的高

标准经贸规则编制示范区实施方案，并在区域

内进行压力测试。例如，在服务贸易领域，一

是调整负面清单文本格式，借鉴发达国家的统

计、分类以及编制方法，在形式上尽量与发达

国家的负面清单文本接轨，做到负面清单内容

细化，语言表述准确清晰。二是在 “三个示范

区”探索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负面清单 “棘轮机

制”，运用底线思维持续缩短负面清单内容，同

时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解决负面清单管理中出现

的突发性问题，保持北京 “两区”服务业开放

度 “只进不退”。三是根据服务部门的敏感程

度，分类推进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对金融、

电信、教育、文化、医疗和专业等服务部门采

取分类分级负面清单管理原则，对敏感程度较

弱的服务部门加大开放力度，对敏感程度较强

的服务部门审慎推进开放程度。同时，还可以

对敏感程度较强的部门进一步细化分类，做到

负面清单管理精准化、明晰化。比如，文化服

务部门涉及新闻机构，出版物的内容编辑、出

版和制作业务，广播电视媒体，广电节目制作

经营公司，电影制作发行公司等诸多敏感领域，

在设置负面清单时不应一刀切，而是对每个领

域采取分类分级负面清单管理原则，选择相对

敏感度较低的模块逐步开放。

第二，将北京证券交易所建设成服务创新

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充分发挥北京证券交易

所在金融科技信息服务、产融媒信息合作领域

的优势，服务科技创新型、高精尖型中小企业

的发展，进而带动金融、电信、法律、会计等

领域的高端专业服务机构向北京 “两区”集聚，

促进北京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同时，

发挥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资金、信息、科技资源

聚合优化功能，提升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参与

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竞争力，帮助中小企业

高质量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价值链和供应

链之中。

（三）发挥北京 “两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的枢纽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

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因

此，发挥北京 “两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枢

纽作用，以北京 “两区”创新优势引领京津冀

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一方面，发挥北京

“两区”在国际合作和区域对接中的优势，以京

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建设为平台，创新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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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与企业合作，探索建立总部—生产基

地、园区共建、整体搬迁等多元化产业对接合

作模式，形成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一体化联

动机制，抱团参与 ＲＣＥＰ经贸合作。例如，根
据国家的顶层战略设计和京津冀政府间的政策

协同，以共建自贸试验区创新产业园区的方式，

发挥北京 “两区”在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等领

域的优势，带动天津和河北的技术进步和产业

转型。同时，根据京津冀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

优势的变化情况，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打造京

津冀高端产业集群，抱团参与 ＲＣＥＰ高端产业
板块合作。另一方面，以北京 “两区”数字贸

易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发挥北京 “两区”在京

津冀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合作中的引领作用。

通过在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之间率先推广最

新的数字信息技术，不断畅通区域间的供需信

息渠道，提升产业协同发展的数字化水平，为

高端产业集群建设提供数字支撑。同时，对接

ＲＣＥＰ高标准经贸规则，建立北京、天津、河北
自贸试验区贸易数字化统一标准，提升生产制

造、营销展示、跨境通关、物流仓储、金融服

务、售后服务等贸易环节的数字化水平和贸易

便利化水平，将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打造成

我国高质量参与 ＲＣＥＰ经贸合作和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 “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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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 ［Ｊ］．经济学家，２０２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９．

［５］陈靓，谈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Ｊ］．科

学发展，２０２１（６）：４１－４７．

［６］李猛，黄庆平，翟营．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对接 ［Ｊ］．经济体

制改革，２０２１（４）：５８－６５．

［７］刘文．ＲＣＥＰ框架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 ［Ｊ］．亚太

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２１（３）：９３－１１１＋４．

［８］刘瑛，夏天佑．ＲＣＥＰ原产地特色规则：比较、挑

战与应对 ［Ｊ］．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２１，３７（６）：

８６－１０１．

［９］杨继瑞．ＲＣＥＰ：四川对外开放的新机遇 ［Ｊ］．四

川省情，２０２１（１）：５８．

［１０］王武青．ＲＣＥＰ成员国产业发展水平研究 ［Ｊ］．

亚太经济，２０２１（３）：６２－７３．

［１１］涂铭，吉宁，王晓洁．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

勇 “两区”建设跑出北京开放加速度 ［Ｊ］．

望，２０２１（３９）：２０－２３．

［１２］匡增杰．加快推进中国 （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关

监管制度创新：贸易便利化的视角 ［Ｊ］．经济体

制改革，２０１５（４）：６５－６９．

［１３］毛艳华．广东自贸试验区试点改革成效与制度创

新方向 ［Ｊ］．国际贸易，２０１７（６）：２４－２８．

［１４］周金凯．自贸试验区与 ＲＣＥＰ产业合作的分析路

径与实施策略 ［Ｊ］．当代经济管理，２０２２，４４

（１１）：６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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