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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和中亚国家具有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互补优势ꎮ 中国已

与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签署了与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双边合作协议ꎬ 并且共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已在相关国家达成共识ꎮ 中国和中亚国家亟待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ꎬ 充分释放各

国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潜力ꎬ 夯实经贸合作基础ꎮ 本文利用 ＷＩＴＳ － ＳＭＡＲＴ 模型对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ꎬ 结果表明ꎬ 随着关税的不断

削减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大多数产品部门都将从贸易规模扩张中受益ꎬ 尽管各国的

关税收入会出现下降ꎬ 但是整体的经济福利都将获得提升ꎮ 如果能够尽快实现零

关税ꎬ 那么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会获得快速增长ꎮ 因此ꎬ 中国和中亚国

家应积极采取措施ꎬ 加快推动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与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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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ꎻ 崔铮ꎬ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教授ꎮ

中亚国家能源、 矿产资源丰富ꎬ 与中国经济和贸易互补性强ꎬ 自 １９９２ 年双

方建交以来ꎬ 在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深入紧密ꎬ 贸易规模逐步扩大ꎮ 但中

亚作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撑区和核心区域ꎬ 仍未与中国签订自贸区协

定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发展水平较低ꎬ 亟待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发挥自贸区对经

贸合作的促进作用ꎬ 推动中国企业开拓中亚区域市场ꎬ 为丝路经济发展带来新动

力ꎬ 开拓新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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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引领全球贸易治理的模式与绩效研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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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ꎬ 学者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

关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意义ꎮ 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ꎬ 有利于加速向

西开放的进程ꎬ 有助于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①ꎮ 特别是中亚在丝绸之路经

济常建设上发挥着桥梁作用ꎬ 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能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发

展②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全面发展ꎬ 推动中亚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③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国与中亚加强经贸合作开辟了新

的天地ꎬ 区域具备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条件ꎬ 未来贸易合作有望不断升

级④ꎮ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建设自贸区对于中亚国家更有吸引

力ꎬ 因为中国坚决执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ꎬ 有别于俄罗斯的是ꎬ 中国不要求控制

政治决策的过程ꎬ 不强制要求实行政治一体化ꎮ 有别于美国的是ꎬ 中国不会就政

治现代化和内部改革进度问题向中亚国家施压⑤ꎮ 二是关于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

的建立模式ꎮ 部分学者以次区域经济合作为视角ꎬ 提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

探索中哈区域经济合作最佳模式⑥ꎬ 加快建设中哈自由贸易区、 中哈边境自由贸

易区⑦ꎬ 加快建立新疆中亚自由贸易区⑧ꎬ 起到示范作用ꎬ 从而促进中国中亚自

贸区建设ꎮ 部分学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成员国之间的深入合作提供了一种机制

化的框架⑨ꎬ 主张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ꎬ 加快构建中国中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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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７ 期ꎻ 竹效民: «浅谈推进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ꎬ 载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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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区①ꎮ 也有学者主张参照其他自贸区的模式ꎬ 借鉴欧盟和北美自贸区②、 中

国东盟自贸区③的成功经验ꎬ 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ꎮ 三是关于中国

中亚自贸区的障碍ꎮ 阻碍中国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建设进展缓慢④ꎮ 从地缘政治角度ꎬ 中国中亚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合

作ꎬ 需考虑俄罗斯的态度与反应ꎮ 俄罗斯曾经统治中亚地区多年ꎬ 具有其他域外

大国所不具备的强大影响力⑤ꎮ
综上所述ꎬ 学者主要研究了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 模式和障碍ꎬ

缺乏对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ꎮ 然而ꎬ 定量分析中国中亚自由

贸易区的经济效应是开展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以及谈判的基础ꎮ 因此

非常有必要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运用事前估计方法对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

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ꎮ 目前ꎬ 仅刘宇等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定量测算了中哈两国

关税削减和贸易便利性提升的经济影响⑥ꎮ 但是ꎬ ＧＴＡＰ 分析方法对于数据要求

很高ꎬ 并且得出的结论仅是对大类部门进行分析ꎬ 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指导作用有

限ꎮ 而基于 ＷＩＴＳ － ＳＭＡＲＴ 的模拟分析法⑦对于数据要求不高ꎬ 而且利用高分位

商品数据更加详细地分析自由贸易区对各部门带来的影响ꎬ 能够为政策制定者给

出更加具体的参考⑧ꎮ 为此ꎬ 本文利用 ＳＭＡＲＴ 模型对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产生

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ꎬ 希望能够为该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提供一些有益的

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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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期ꎻ 王江、 马卫刚、 卢豫: « “一带一路” 战略下如何加快中国与中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ꎬ 载 «对外
经贸实务»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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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贵、 丁志杰: « “丝绸之路经济带” 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互利合作»ꎬ 载 «苏州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张银山、 秦放鸣: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思考»ꎬ 载 «经

济研究参考» 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５ 期ꎮ
Ｋｏｎｓｔａｎｉｎ Ｓｙｒｏｅｚｈｋｉ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７ (１): ｐｐ ３１
刘宇、 吕郢康、 全水萍: « “一带一路” 战略下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以中哈贸易为例的

ＧＴＡＰ 模型研究»ꎬ 载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统计局和贸发会议等国际机构共同开发了 ＷＩＴＳ 软件ꎬ 分析关

税变化对贸易流量、 市场准入和经济效益等的影响ꎮ ＳＭＡＲＴ 是整合在 ＷＴＩＳ 系统中的一个政策模拟分析工
具ꎬ 该工具运用全球局部均衡理论ꎬ 可用于分析各国或地区由于关税变化对贸易伙伴国和世界贸易造成的
影响ꎮ ＳＭＡＲＴ 模型引入阿明顿假定ꎬ 假设来自不同来源地的同种商品产生到岸价格差异时ꎬ 相互之间只
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ꎮ

余振、 陈继勇、 邱珊: «中国———俄罗斯 ＦＴＡ 的贸易、 关税及福利效应———基于 ＷＩＴＳ － ＳＭＡＲＴ
的模拟分析»ꎬ 载 «华东经济管理»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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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中亚贸易发展现状及关税的行业分布

利用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提供的 ＨＳ６ 分位双边贸易和关税数据①ꎬ 对 ２０１６ 年中国

和中亚五国各部类的贸易流量和进口关税率作简要介绍②ꎮ 表 １ 列出了 ２０１６ 年中

国对中亚五国各部门的进口关税率及相应的行业分布ꎮ
在中国与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边商

品贸易结构中ꎬ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矿产品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从土库曼斯坦进口

的矿产品占从该国进口总额的 ９９ １５％ ꎬ 从塔吉克斯坦进口的矿产品占从该国进

口总额的 ７５ ２４％ ꎬ 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的矿产品占从该国进口总额的 ５１ ９９％ ꎬ
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矿产品占从该国进口总额的 ４０ ９４％ ꎮ 此外ꎬ 生皮、 皮革

及其制品等是中国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口的主要商品ꎬ 占比分别为

３６ ４９％和 １１ ９５％ ꎮ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也是中国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进口的主要商品ꎬ 占比分别为 ２０ ８６％ 和 １１ ０４％ ꎮ 化工产品是中国从乌兹别克

斯坦进口的主要商品ꎬ 占比为 １３ ６５％ ꎮ 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边商品贸易结

构中ꎬ 占据主要地位的是石料、 石膏等、 贱金属及其制品、 矿产品及化工产品ꎬ
分别占从该国进口总额的 ２８ ８６％ 、 ２８ ８１％ 、 ２２ ７８％和 １６ ８８％ ꎮ

在进口关税方面ꎬ 按进口占比加权平均后ꎬ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总体关税率分别为

３ ８２％ 、 ３ ８１％ 、 ３ ７４％ 、 ２ ４５％ 、 ０ ０７％ ꎬ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进口关税率和相

应的行业进口额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ꎮ 在中哈双边贸易中ꎬ 中国对植物产

品ꎬ 动、 植物油ꎬ 食品、 饮料ꎬ 纺织原料ꎬ 鞋、 帽ꎬ 珍珠、 宝石等保留了较高的

关税率ꎬ 分别为 ２０ ６６％ 、 １５ １３％ 、 １３ ７１％ 、 １５ ８０％ 、 １８ ５５％ 、 ２２ ００％ ꎮ 在

中吉双边贸易中ꎬ 中国对活动物等、 植物产品、 食品、 饮料等、 塑料制品等、 纺

织原料等、 鞋帽、 艺术品、 收藏品等保持了较高的税率ꎬ 分别为 １８ ０２％ 、

４２１

①

②

ＨＳ２０１２ 商品分类标准下的 ２１ 大类 ２ 分位产品名称为: １ 活动物等ꎻ ２ 植物产品ꎻ ３ 动、 植物油
等ꎻ ４ 食品、 饮料、 烟草等ꎻ ５ 矿产品ꎻ ６ 化工产品ꎻ ７ 塑料制品ꎻ ８ 生皮及其制品ꎻ ９ 木及木制品ꎻ
１０ 木浆及其制品ꎻ １１ 纺织原料及其制品ꎻ １２ 鞋、 帽等ꎻ １３ 石料、 石膏等ꎻ １４ 珍珠、 宝石ꎻ １５ 贱金
属及其制品ꎻ １６ 机器、 机械器具等ꎻ １７ 车辆及运输设备ꎻ １８ 光学器具ꎻ １９ 武器、 弹药等ꎻ ２０ 杂项
制品ꎻ ２１ 艺术品ꎮ

报告的结果都汇总到 ２ 分位层次 (章)ꎬ 各章类的双边关税率都依据相应国家间的双边进口额加
权平均得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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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５５％ 、 １６ １４％ 、 １０ １２％ 、 １２ ７７％ 、 １５ ００％ 、 １２ ６７％ ꎮ 在中塔双边贸易

中ꎬ 中国对植物产品、 食品饮料、 杂项制品等保持了较高的税率ꎬ 分别为

１０ ０４％ 、 １５ ８７％ 、 ２５ ００％ ꎮ 在中土双边贸易中ꎬ 中国对食品、 饮料等ꎬ 纺织

原料ꎬ 贱金属及其制品ꎬ 机器、 机械器具等保持了较高的税率ꎬ 分别为 １２ ９６％ 、
１１ ３５％ 、 １０ ５０％ 、 １０ ００％ ꎮ 在中乌双边贸易中ꎬ 中国对活动物、 鞋帽、 车辆

及运输设备等设置了较高的税率ꎬ 分别为 １０ ８８％ 、 ２０ ００％ 、 １０ ００％ ꎮ

表 １　 ２０１６ 年中国和中亚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关税水平 (单位:％)

商品
章类

中国从
哈萨克
斯坦进

口

中国从
吉尔吉
斯斯坦
进口

中国从
塔吉克
斯坦进

口

中国从
土库曼

斯坦进口

中国从
乌兹别
克斯坦
进口

进口
关税

进口
占比

进口
关税

进口
占比

进口
关税

进口
占比

进口
关税

进口
占比

进口
关税

进口
占比

１ ９ ４３ ０ １１ １８ ０２ １ １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８８ ０ ０２

２ ２０ ６６ １ ６８ １４ ５５ ４ ２６ １０ ０４ １ ３３ ４ ６８ ０ ５３ ６ ９４ ３ ４６

３ １５ １３ ０ ２９ ９ ００ ０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 １３ ７１ ０ ０３ １６ １４ ０ ４２ １５ ８７ ０ ２０ １２ ９１ ０ ００ ８ ４９ ０ １５

５ １ ７２ ２２ ７８ ０ ２０ ５１ ９９ ０ ５４ ７５ ２４ ０ ０２ ９９ １５ ０ ００ ４０ ９４

６ ５ ５２ １６ ８８ ６ ５０ １ ３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５０ ０ １１ ５ ６０ １３ ６５

７ ８ ７２ ０ ０８ １０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５０ ９ ６９

８ ７ ６２ ０ ２０ ６ ４８ ３６ ４９ ６ ６８ １１ ９５ ６ １３ ０ ００ ６ ７５ １ ３７

９ ０ ８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７ ４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１５ ８０ ０ １６ １２ ７７ ２ １９ ９ ７４ １１ ０４ １１ ３５ ０ ２０ ８ ８４ ２０ ８８

１２ １８ ５５ 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０ ０２

１３ ３ ３８ ２８ ８６ ３ ５７ １ ０１ ０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９９ ４ ６４

１４ ２２ ００ ０ １１ ３ ００ ０ ８６ ０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００ ０ ００

１５ ３ ３３ ２８ ８１ ７ ００ ０ １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５０ ０ ００ １ ９９ ４ ６３

１６ ４ ０１ ０ ００ ２ ９８ ０ ０２ １ ６１ ０ ２２ １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 ８０ ０ ５６

１７ ９ ３２ 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 ００ ９ ０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８ ６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００ ０ ００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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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５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 ７０ ０ ００

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２ ６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加权
平均 /
合计

３ ７４ １００ ３ ８１ １００ ２ ４５ １００ ０ ０７ １００ ３ ８２ １００

中国对来自中亚五国的一些进口产品 (农产品、 纺织品等) 设置了较高的

关税税率ꎮ 在 “一带一路” 背景下如果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对高

税率部门和双边贸易所占比重较高的部门将会给予更加优惠的关税减让ꎮ 那么ꎬ
关税减让将会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规模、 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产生多大的

影响?

二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模拟分析

(一) 参数校准和模拟场景设定

使用 ＳＭＡＲＴ 进行模拟分析ꎬ 首先要对模型涉及的行为参数进行校准ꎮ 这些

行为参数包括出口国各行业的商品出口供给弹性、 进口需求弹性和不同来源地的

同类进口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ꎮ 对于商品出口供给弹性ꎬ 本文假设每个出口

国都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接受者ꎬ 出口供给弹性充分大ꎮ 本文接受 ＷＩＴＳ 系统为其

设定的默认值ꎬ 在各种场景下都取值 ９９ꎮ 每类商品的进口需求弹性由 ＳＭＡＲＴ 系

统内嵌的算法估计得出①ꎬ 不同来源地的进口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阿明顿替代弹

性) 则要自行设定ꎮ 在基准情形中ꎬ 接受 ＳＭＡＲＴ 系统的默认假定ꎬ 将所有商品

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值取值 １ ５ꎮ 为比较该弹性值的改变对模拟结果的影响ꎬ 本文

在不同场景下尝试不同的取值ꎬ 并分析相应结果的变化ꎮ
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要求各成员国间完全取消关税ꎬ 但短期内全面取消关税并

不现实ꎮ 因此ꎬ 本文假定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协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渐削减进口关

６２１

① Ｈｉａｕ Ｌｏｏｉ Ｋｅｅꎬ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Ｎｉｃｉｔａꎬ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ꎬ “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ꎬ Ｖｏｌ ９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６６６ －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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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ꎬ 在启动阶段按照瑞士公式①计算关税削减幅度ꎮ 由于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开展

遇到障碍可能更多地来自短期因素ꎬ 本文把基准场景设定为短期ꎮ 基准场景 (场
景 １) 下ꎬ 不同来源地进口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值都为 １ ５ꎻ 瑞士公式中的 ａ
取值为 ０ ５ꎬ 以此设定一个相对较小的短期关税削减幅度ꎮ 为检验上述设定对模

拟结果的影响ꎬ 依次改变以上两个参数的取值ꎬ 分别将阿明顿弹性值单独改设为

３ (场景 ２) 和 ６ (场景 ３)ꎬ 再单独将 ａ 值取 ０ １６ (场景 ４) 和 ０ (场景 ５ꎬ 即关

税全部削减)②ꎮ

(二) 基准场景下的模拟结果③

表 ２ 给出了基准场景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

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行业关税率变化ꎮ 在此情形下ꎬ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

行业加权平均关税率将由 ３ ７４％降至 ３ ４８％ ꎬ 其中关税率较高的植物产品、 动、
植物油等、 食品、 饮料等、 纺织原料等、 鞋、 帽等、 珍珠、 宝石等的关税税率将

有较大幅度下降ꎮ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率将由 ３ ８１％ 降至

３ ２５％ ꎬ 其中关税率较高的活动物等、 植物产品、 食品、 饮料等、 塑料制品等、
纺织原料等、 鞋、 帽等、 艺术品、 收藏品等的关税税率将有较大幅度下降ꎮ 中国

对塔吉克斯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率将由 ２ ４５％ 降至 ２ １４％ ꎬ 其中关税率较高

的植物产品、 食品、 饮料等、 杂项制品等的关税税率将有较大幅度下降ꎮ 中国对

土库曼斯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率将由 ０ ０７％ 降至 ０ ０６％ ꎬ 其中关税率较高的

食品、 饮料等、 纺织原料等、 贱金属及其制品等、 机器、 机械器具等的关税税率

将有较大幅度下降ꎮ 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率将由 ３ ８２％降至

３ ３４％ ꎬ 其中关税率较高的活动物等、 鞋、 帽等、 车辆及运输设备等的关税税率

将有较大幅度下降ꎮ

７２１

①

②

③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中多数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渐进式关税削减的基准方式ꎮ 其计
算公式为 ｒ１ ＝ ａ∗ｒ０ / (ａ ＋ ｒ０)ꎬ 其中 ｒ０、 ｒ１ 分别代表关税削减前后的关税率ꎬ ａ 为关税削减参数ꎬ 取值一

般介于 ０ 和 １ 之间ꎬ 且取值越小ꎬ 关税削减的幅度越大 (ＳＭＡＲＴ 系统将其默认值设定为 ０ １６)ꎮ
彭支伟、 张伯伟: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推进路径———基于 ＳＭＡＲＴ 的模拟分析»ꎬ 载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所有模拟均是在ＨＳ２０１２ 商品分类标准下６ 分位的层次展开ꎬ 模拟结果均汇总到２ 分位层次ꎮ 限于

篇幅ꎬ 本文仅报告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详细模拟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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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场景下中国对中亚国家行业关税水平变化 (单位:％)

商品
章类

减让前
对哈萨
克斯坦
的平均
关税率

减让后
对哈萨
克斯坦
的平均
关税率

减让前
对吉尔
吉斯斯
坦的平
均关税

率

减让后
对吉尔
吉斯斯
坦的平
均关税

率

减让前
对塔吉
克斯坦
的平均
关税率

减让后
对塔吉
克斯坦
的平均
关税率

减让前
对土库
曼斯坦
的平均
关税率

减让后
对土库
曼斯坦
的平均
关税率

减让前
对乌兹
别克斯
坦的平
均关税

率

减让后
对乌兹
别克斯
坦的平
均关税

率

１ ９ ４３ ７ ９４ １８ ０２ １３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８８ ８ ９３

２ ２０ ６６ １４ ６２ １４ ５５ １１ ２７ １０ ０４ ８ ３６ ４ ６８ ４ ２８ ６ ９４ ６ ０９

３ １５ １３ １１ ６２ ９ ００ ７ ６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 １３ ７１ １０ ７６ １６ １４ １２ ２０ １５ ８７ １２ ０５ １２ ９１ １０ ２６ ８ ４９ ７ ２６

５ １ ７２ １ ６７ ０ ２ ０ １９ ０ ５４ ０ ５３ ０ 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５ ５２ ４ ９７ ６ ５ ５ ７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５ ４ ９６ ５ ６ ５ ０４

７ ８ ７２ ７ ４２ １０ １２ ８ ４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５ ５ ７５

８ ７ ６２ ６ ６１ ６ ４８ ５ ７３ ６ ６８ ５ ８９ ６ １３ ５ ４６ ６ ７５ ５ ９５

９ ０ ８ ０ ７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７ ４７ ６ 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１５ ８０ １２ ０１ １２ ７７ １０ １７ ９ ７４ ８ １５ １１ ３５ ９ ２５ ８ ８４ ７ ５１

１２ １８ ５５ １３ ５３ １５ １１ ５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１４ ２９

１３ ３ ３８ ３ １８ ３ ５７ ３ ３３ ０ ９５ ０ ９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９９ １ ９２

１４ ２２ １５ ２８ ３ ２ ８３ ０ ９５ ０ ９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２ ８３

１５ ３ ３３ ３ １３ ７ ６ １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５ ８ ６８ １ ９９ １ ９２

１６ ４ ０１ ３ ７２ ２ ９８ ２ ８１ １ ６１ １ ５６ １０ ８ ３３ ７ ８ ６ ７

１７ ９ ３２ ７ ８６ １０ ８ ３３３ ９ ０８ ７ ６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８ ３３

１８ ６ ０４ ５ ３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４ ５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４ ５５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５ ４ ５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５ １６ ６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 ７ ４ ２９

２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２ ６７ １０ １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加权
平均

３ ７４ ３ ４８ ３ ８１ ３ ２５ ２ ４５ ２ １４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３ ８２ ３ ３４

从表 ３、 表 ４、 表 ５、 表 ６ 和表 ７ 可见ꎬ 依照基准场景实现阶段性关税削减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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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 (除外塔吉克斯坦) 间的贸易创造效应总体上都高于来自

区域外的贸易转移效应①ꎮ 特别是关税减让后中国进口哈萨克斯坦的植物产品、
动植物油、 化工产品等以及中国进口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化工产品等ꎬ 贸易创造效

应显著高于贸易转移效应ꎮ 这说明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关税削减带来的贸易增长

主要来源于对区域内贸易潜力的挖掘ꎮ 但是ꎬ 在一些行业中ꎬ 关税削减后中国自

中亚国家进口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比较接近ꎬ 甚至还有少数行业存在

贸易创造少于贸易转移的现象ꎬ 表明中国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合作尚具备进一步

拓展的潜力ꎮ
在贸易增长方面ꎬ 农产品②将是阶段性关税削减后中国和中亚国家间贸易增

长率提高较快的部门ꎮ 其中ꎬ 关税减让后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植物产品、 动

植物油等分别增长了 ２４ ０４％ 和 １２ ９６％ ꎬ 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的植物产品增长

２０ ０７％ ꎮ 此外ꎬ 纺织品、 鞋、 帽等行业贸易增长速度也比较快ꎮ 其中ꎬ 关税减

让后中国从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进口的鞋、 帽产品分别增长 ３２ １８％ 和

１８ ３６％ ꎬ 从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进口的纺织品分别增长 １７ ３８％ 和

９ ３５％ ꎮ 如果中国和中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ꎬ 这些行业受到的进口冲击很大ꎮ
对于中国自中亚进口占比较大的矿产品ꎬ 由于进口加权平均关税率较小ꎬ 关税削

减的空间较小ꎬ 关税削减后贸易增长率较低ꎬ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该行业受到的进

口冲击也较小ꎮ
在关税收入变化方面ꎬ 由于进口规模较小且主要集中于矿产品ꎬ 关税削减后

中国从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三国进口关税收入下降并不显

著ꎮ 而关税削减后中国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关税收入下降较多ꎮ 在

中哈贸易中ꎬ 中国关税收入的降低主要源自植物产品、 化工产品、 石料、 石膏、
贱金属及其制品等ꎮ 在中乌贸易中ꎬ 中国关税收入的降低主要源自化工产品、 塑

料制品等、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ꎮ
在福利效应方面ꎬ 对中国和中亚国家来说ꎬ 在基准场景下关税削减后绝大多数

行业的福利水平增加都低于关税收入下降的幅度ꎮ 只有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植

物产品和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植物产品、 鞋、 帽等ꎬ 关税削减后福利水平增

９２１

①

②

按照基准场景实施阶段性关税削减后ꎬ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间的贸易创造效应总体略低于来自区域
外的贸易转移效应ꎮ

ＨＳ 商品分类下农产品主要包括四类: 一是活动物等ꎻ 二是植物产品ꎻ 三是动植物油ꎻ 四是食品、
饮料、 烟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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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于关税收入下降的幅度ꎬ 其他各部门关税削减后福利水平增加都小于关税收入

下降的幅度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中亚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的近期动力ꎮ

表 ３　 基准场景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商品
章类

贸易创造
(万美元)

贸易转移
(万美元)

总贸易效应
(万美元)

关税效应
(万美元)

福利效应
(万美元)

进口总额
(万美元)

进口增长率
(％ )

１ ８ ４５６ １７ ０４７ ２５ ５０３ － １４ ２４４ ０ ８１２ ７０５ ８７ ３ ６１

２ １ ９５６ ８７２ ７６８ ７３２ ２ ７２５ ６０５ － ５２１ ３１６ ６００ ９９４ １１ ３３６ １４ ２４ ０４

３ ２０８ ０９９ ４９ １５６ ２５７ ２５５ － ２５ ９２６ ２１ １６８ １ ９８４ ４１３ １２ ９６

４ １０ ６４４ ７ １６３ １７ ８０６ － ３ ９９５ ２ ３５１ ２２４ ８６３ ７ ９２

５ ６４ ６９９ １７ ４９ ８２ １８９ － ４４ ４７１ ３ ０５９ １５３ ６７８ ２ ０ ５

６ ２ ０３７ １７１ ２６３ ３９９ ２ ３００ ５６９ － ５１８ １１０ １０１ ７４９ １１３ ８５６ １ ２ ０２

７ ０ １４７ ０ ２６ ０ ４０７ － ０ １７９ ０ ０１５ ５３３ ８２５ ０ ０８

８ １５ １９０ １５ ２０９ ３０ ３９９ － １０ １１５ ０ ８６６ １ ３７４ ０２７ ２ ２１

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５ ６６３ ２ ０ ４３

１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８１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２ ０１７ ４ ０４

１１ ３９ １１２ ５９ ８９６ ９９ ００８ － ４７ ０５８ ７ １１８ １ ０５９ ３８９ ９ ３５

１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５ － ０ 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６２５ １８ ３６

１３ ２３５ ８１９ ２１６ ７６８ ４５２ ５８７ － １７３ ６６８ ３ ９８４ １９４ ６５５ ４ ０ ２３

１４ ３ ３２８ １ ９８８ ５ ３１６ － １ ３４７ ０ １３６ ７５４ ７７２ ０ ７０

１５ ２３４ ４５６ ２１５ ８２ ４５０ ２７５ － １７４ ２４７ ３ ９８２ １９４ ３６１ １ ０ ２３

１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６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４ １３ ２９３ １ １０

１７ ０ 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 １ ０５１ ２ ９９

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３ ２１４ １ ０３

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１ ３４ ３ ０７

２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加权平均 /
合计

４ ８１４ ２３２ １ ６３３ １５８ ６ ４４７ ３９ － １ ５３４ ８３ ７４６ ２５１ ６７４ ５５１ ３ ０ ９６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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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准场景下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商品
章类

贸易创造
(万美元)

贸易转移
(万美元)

总贸易效应
(万美元)

关税效应
(万美元)

福利效应
(万美元)

进口总额
(万美元)

进口增长率
(％ )

１ １ ８２９ ２ ５４ ４ ３６９ － １ ６５１ ０ ０９７ ８３ ３３５ ５ ２４

２ ５０ １３３ １１ ３７５ ６１ ５０８ － ６ ３８０ ７ ８０１ ３０６ ５４３ ２０ ０７

３ ０ ４９５ ６ ０ １４２ ０ ６３８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５ ７ ５０３ ８ ５０

４ ０ ８２７ １ ５８９ ２ ４１６ － １ ０５５ ０ ０７６ ３０ １９３ ８ ００

５ １ ５８９ ０ ８７４ ２ ４６３ － ０ ５１６ ０ ０２９ ３ ７４０ ６４７ ０ ０７

６ ０ ７０９ １ ０２９ １ ７３８ － ０ ６６１ ０ ０２２ ９７ ４７２ １ ７８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６６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６ １ ８８

８ １８ ５８７ ２６ ８６６ ４５ ４５３ － １８ ３８７ １ ０３ ２ ６２５ １９２ １ ７３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２０ ９３３ ６ ４７６ ２７ ４１ － ３ ６５３ １ ８９４ １５７ ７２８ １７ ３８

１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５ ８ ８０

１３ ０ ２８６ ０ ２７８ ０ ５６３ － ０ １８２ ０ ００７ ７２ ３５０ ０ ７８

１４ ０ ２３７ ０ １５３ ０ ３９１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０４ ６２ ０９２ ０ ６３

１５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４ ０ １７２ － ０ ０８５ ０ ００３ １０ ２５８ １ ６８

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６９３ ０ １９

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４ ２ ２６

１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７ 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 /
合计

９５ ６８４ ５１ ４５５ １４７ １３７ － ３３ ４０１ １１ ００７ ７ １９５ ３２７ ２ ０５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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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基准场景下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商品
章类

贸易创造
(美元)

贸易转移
(美元)

总贸易效应
(美元)

关税效应
(美元)

福利效应
(美元)

进口总额
(美元)

进口增长率
(％ )

１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１０ ２１０ １０ ５８０ ２０ ７９０ － ７ ３５０ ８００ ４１５ ７６０ ５  ００

３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 １ ３３０ ３ ２４０ ４ ５７０ － ２ ３５０ １８０ ６０ ９６０ ７ ４９

５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３ ５０８ ７９０ ０ ００

６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８ ２８ ２８０ ４１ ６９０ ６９ ９７０ － ２７ ９１０ １ ６８０ ３ ７３２ ６５０ １ ８８

９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６１ ３２０ ８３ ４６０ １４４ ７９０ － ５８ ０４０ ７ １９０ ３４５ ０３５ ４ ２０

１２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３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０ － ２ ０４０ ５４０ ９５０ ０ ６８

１４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９５０ ０ ６８

１５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６ ９０ ０ ００ ９ － ６０ ０ ００ ６７ ２９０ ０ １３

１７ １０ 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８０ ２ ６

１８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０ ０ ４４

１９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４１０ ６３０ １ ０４０ － ５００ ９０ ６ ３４０ １６ ４９

２１ ０ 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加权平均 /
合计

１０１ ６６０ １３９ ６２０ ２４１ ２８０ － ９８ ２６０ １０ ４９０ ３ １２４４ ５７０ ０ ７７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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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基准场景下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商品
章类

贸易创造
(万美元)

贸易转移
(万美元)

总贸易效应
(万美元)

关税效应
(万美元)

福利效应
(万美元)

进口总额
(万美元)

进口增长率
(％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２ ９ ２８９ １１ ２７ ２０ ５５９ － １１ ７３２ ０ ４３８ ２ ９４２ ４２７ ０ ７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４ ０ １６７ ０ ３０５ ０ ４７２ － ０ １９４ ０ ０１２ ７ ８３１ ６ ０３

５ ４ ４５３ ８ ５０１ １２ ９５４ － ５ ８７２ ０ １２ ５５１ ６２２ ８７６ ０ ００

６ ２ ６６ ４ ５０５ ７ １６５ － ３ ２５１ ０ １４５ ６１６ ３９２ １ １６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５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２ ６ ０３５ １ ５７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６０ ４８１ ３３ ４３２ ９３ ９１３ － ２１ ０６３ ５ ７１２ １ １３３ １４８ ８ ２９

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１ ４ ６４

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６７９ １ ００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加权平均 /
合计

７７ ０９０ ５８ ０７４ １３５ １６４ － ４２ １５３ ６ ４３ ５５６ ３２９ ３９９ 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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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基准场景下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商品
章类

贸易创造
(万美元)

贸易转移
(万美元)

总贸易效应
(万美元)

关税效应
(万美元)

福利效应
(万美元)

进口总额
(万美元)

进口增长率
(％ )

１ ０ ３４９ ０ ７９ １ １３９ － ０ ５６６ ０ ０３６ ２９ ３５４ ３ ８８

２ ４８ ３１４ ４７ ２７６ ９５ ５９ － ５２ ５６８ ３ １８５ ５ ８２６ ９０９ １ ６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

４ ４ ５０８ ５ ３８３ ９ ８９１ － ３ ６２４ ０ ７５９ ２４６ ０５５ ４ ０２

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６８ ９８７ ２３ ０ ００

６ ３８７ ９２９ １５８ ９３９ ５４６ ８６８ － １１０ ３０２ １９ ６１２ ２２ ９９７ ３９ ２ ３８

７ １１２ ４５３ １６８ ４５３ ２８０ ９０５ － １１６ ４７２ ６ ９９９ １６ ３２８ ６２ １ ７２

８ １７ ６３３ ２５ ５３９ ４３ １７２ － １７ ６５９ １ ０９１ ２ ３０８ ０７ １ ８７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７２７ ４３４ ６５８ ４１７ １ ３８５ ８５１ － ４９７ ５３３ ６４ ８５７ ３５ １７３ ８６ ０ ０４

１２ ７ ６６１ ２ ２ ９ ８６１ － ０ ７４２ １ ３９３ ３０ ６４４ ３２ １８

１３ ６ ９５８ ８ ８０１ １５ ７５９ － ５ ７５３ ０ ０６７ ７ ８０９ ０３４ ０ ２０

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０４ ０ ６４

１５ ６ ９１６ ８ ７９ １５ ７０６ － ５ ７４９ ０ ０６２ ７ ８０８ ３７１ ０ ２０

１６ ９ ２４８ １４ ５０４ ２３ ７５２ － ９ ７２１ ０ ５８６ ９４６ ２４ ２ ５１

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６ ２ ４４

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２ １ １８

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２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１ ２６５ ２ ６５

２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加权平均 /
合计

１ ３２９ ４３８ １ ０９９ １４３ ２ ４２８ ５８３ － ８２０ ７２７ ９８ ６５ １６８ ４９４ ８７８ １ ４４

(三) 不同场景下的模拟结果

表 ８、 表 ９ 列出了在各种场景下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效应、 关税收入、 福

利变化以及贸易增长率ꎮ 结果表明ꎬ 仅改变阿明顿替代弹性值 (场景 ２ 和场景

３) 的情况下ꎬ 中国关税收入和福利水平未受到显著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 关税削减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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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越大ꎬ 关税收入减少越多ꎬ 福利水平提升也越多ꎬ 但福利增加额少于关税损

失额ꎬ 而且两者绝对差额和关税削减幅度呈现正相关关系ꎮ 关税削减为零以后ꎬ
中国及中亚国家的关税损失和福利增加额都达到最大ꎬ 但其关税损失和福利增加

额的差额也最大ꎮ
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后ꎬ 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增长较为明显ꎬ

其中ꎬ 从中国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为吉尔吉斯斯坦ꎬ 增速高达 １９ ９３％ ꎬ 排在第

二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ꎬ 增速为 １８ ７６％ ꎬ 其后为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ꎮ 中

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速也很快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增长受益最大ꎬ 增长率高

达 １２ ８９％ ꎬ 出口增长受益排在第二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ꎬ 增长率为 １１ ０７％ ꎬ
其后依次为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ꎮ 总体而言ꎬ 在现有基础上建

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及中亚国家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ꎮ 此外ꎬ 从表 ８、
表 ９ 的结果可以看出ꎬ 中国中亚间的贸易潜力只有在关税削减为零后才能得到充

分释放ꎮ 场景 １ ~ ４ 的结果显示ꎬ 在阶段性关税削减的情况下ꎬ 中国、 中亚国家

的贸易增长率较低ꎮ

表 ８　 不同场景下中国对中亚国家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

国家 项目 场景 １ 场景 ２ 场景 ３ 场景 ４ 场景 ５

哈萨
克斯坦

贸易效应 ６４ ４７３ ９０ ８３ ４２６ ２４ １１５ １７５ ６５ １３１ ３３７ ５５ ４５０ ３７７ ２２

关税效应 － １５ ３４８ ２７ － １６ ３６３ ７１ － １８ ５２１ ５０ － ３５ ９３２ ９０ － １４９ ０１９ ８３

福利效应 ７ ４６２ ５１ ７ ４３７ ５６ ７ ３８４ ８７ １３ ０２３ １２ ２２ ４２６ ６５

进口增长率 ０ ９６ １ ２４ １ ７１ １ ９５ ６ ６８

吉尔
吉斯斯坦

贸易效应 １ ４７１ ３９ １ ９８６ ７８ ３ ０２０ ３０ ３ ３２８ ９５ ９ ２７７ ７５

关税效应 － ３３４ ０１ － ３３３ ０３ － ３４３ ０５ － ８４１ ５８ － ２ ９４５ ５０

福利效应 １１０ ０７ １１０ ０５ １０９ ９４ ２７７ ９１ ４９８ ５８

进口增长率 ２ ０５ ２ ７６ ４ ２０ ４ ６３ １２ ８９

塔吉克斯坦

贸易效应 ２４１ ２８ ３８１ ０１ ６６０ ３６ ５５０ ８９ １５２４ ７７

关税效应 － ９８ ２６ － ９７ ８９ － １０１ １９ － ２３１ ８８ － ７１３ ９７

福利效应 １０ ４９ ９ ９４ ９ ９４ ２１ ８１ ５３ １３

进口增长率 ０ ７７ １ ２２ ２ １１ １ ７６ ４ ８８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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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
曼斯坦

贸易效应 １ ３５１ ６４ １ ９３２ ２５ ３ ０９３ ０５ ３ ２０８ ６９ １０ ６４０ ７０

关税效应 － ４２１ ５３ － ４２９ ６８ － ４４６ ０５ － １ ０７６ ４２ － ４ ４０４ ０９

福利效应 ６４ ３０ ６４３０ ６４ ３０ １４４ ６５ ３５３ ９３

进口增长率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１９

乌兹
别克斯坦

贸易效应 ２４ ２８５ ８３ ３５ ２６１ ５７ ５７ １６６ ３６ ５８ ０８１ １８ １８６ ４３３ ７３

关税效应 － ８ ２０７ ２７ － ８ ７８４ ８８ － ８ ５８９ １５ － ２０ ２１３ ７６ － ６８ ６６６ ０２

福利效应 ９８６ ５０ ９８６ ３３ ９８６ ００ ２ ２３３ ９４ ５９ ０４１ ０６

进口增长率 １ ４４ ２ ０９ ３ ３９ ３ ４５ １１ ０７

表 ９　 不同场景下中亚国家对中国关税减让的经济效应①

国家 项目 场景 １ 场景 ２ 场景 ３ 场景 ４ 场景 ５

哈萨克斯坦

贸易效应 ５１ １６５ ０２ ６９ １６３ ７０ １０４ ９９５ ５２ １１９ ７２３ ４８ ３５７ １４３ ９４

关税效应 － １８ ６１９ ２８ － １７ ９８０ ５０ － １６ ７０１ ４７ － ４６ ２２８ ９４ － １５８ ７７４ １８

福利效应 ２ ２９５ ５３ ２ ２９８ ２６ ２ ３０３ ６３ ４ ８００ ３３ ９ ２９７ ３０

进口增长率 １ ４８ １ ９９ ３ ０３ ３ ４５ １０ ３０

吉尔吉斯
斯坦

贸易效应 ３４ ４０２ ０８ ３６ ４５３ ９１ ４０ ５０３ ７６ ７９ ６７５ ４３ ２２２ ５１７ １４

关税效应 － ９ ０５５ ７２ － ８ ９８７ ３８ － ８ ８５１ ９９ － ２２ ２４８ ４２ － ７１ ９９３ ３２

福利效应 ２ ９０４ ８１ ２ ９０５ １３ ２ ９０５ ７４ ５ ８５９ ６４ ９ ７２０ ３６

进口增长率 ３ ０８ ３ ２７ ３ ６３ ７ １４ １９ ９３

塔吉克斯坦

贸易效应 ４６ ９０５ ０８ ４９ ２４２ ８８ ５３ ８３８ ５６ １０４ ３２８ ６９ ２６６ ０８４ ０４

关税效应 － ２２ １１９ ６０ － ２２ ０９２ ０５ － ２２ ０３６ ６８ － ５２ ６３５ ８０ － １５３ ３９５ ００

福利效应 ４ ８８４ ８３ ４ ８８４ ８４ ４ ８８４ ９０ ９ ２３４ ６１ １４ ００９ ７８

进口增长率 ２ ７２ ２ ８６ ３ １２ ６ ０５ １５ ４３

乌兹别
克斯坦

贸易效应 １１９ ９８６ ５０ １４４ ３０５ ６１ １９１ ８３９ ４１ ２２９ ８４３ ８０ ４６３ ２１７ ０２

关税效应 － ５１ ０５４ ６８ － ５１ ２５７ ４４ － ５１ ５８４ ５１ － １１１ ９２６ ６４ － ２５３ １９９ ０９

福利效应 １８ ３８２ ２４ １８ ３７５ １９ １８ ３６２ ３９ ２８ ５１６ ３９ ３６ ９３７ ８０

进口增长率 ４ ８６ ５ ８４ ７ ７７ ９ ３１ １８ ７６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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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和中亚国家不但在能源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较为密切ꎬ 而且还把合作领

域拓展到矿产资源、 产品贸易、 境外投资、 工程承包等①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

略下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潜力较大ꎮ 中国已和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签署了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双

边合作协议ꎮ 哈萨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 塔吉克斯坦的 “能源交通粮食” 三大

兴国战略、 土库曼斯坦的 “强盛幸福时代” 等战略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找

到了契合点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塔姆巴耶夫时提

出: “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共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ꎮ 可见ꎬ 共建中国—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已在相关国家形成共识ꎮ “跨境经济走廊” 的开展将是实现

中国和中亚国家贸易畅通和多领域战略合作的第二个阶段ꎬ 而第三个阶段需充分

开展中国中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才能够完全释放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潜力ꎬ 最

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当前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商品贸易结构中ꎬ 矿产品部类占据主导地位ꎬ 彼此间

的矿产品贸易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便利化ꎮ 但对各自的农产品部门、 纺织原料

及纺织制品、 鞋帽等人造制品等部门尚保持着较高的保护ꎬ 此类产品的贸易份额

也较小ꎮ 这种现状意味着ꎬ 农产品、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和鞋帽等人造制品等将

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该区域内贸易最具增长潜力的部门ꎮ 本文

根据 ＳＭＡＲＴ 局部均衡分析方法ꎬ 模拟分析了不同阶段性双边关税削减方案下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受到的影响ꎮ 在阶段性双边关税削减过程中ꎬ 农产品、 纺织

原料及纺织制品和鞋帽等人造制品、 会因进口快速增长而受到来自其他国家较为

明显的冲击ꎮ 中国和中亚间贸易量巨大的第 ５ 章类 (矿产品) 的贸易增长潜力有

限ꎬ 但这类产品的区域内贸易绝对量的增长仍然很大ꎮ
目前ꎬ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首先要消除高度保护部门的阻碍ꎬ 这主要取

决于各国对削减农产品、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鞋帽等人造制品等部门关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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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ꎬ 清除关税保护障碍将推动中国中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发展ꎮ
目前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国已经与俄罗斯建立了欧

亚经济联盟ꎬ 中国应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①ꎬ 尝试构建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

员会共同签署 «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的联合声

明»ꎮ 这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首次达成重要经贸方面的制度性安排ꎬ 将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ꎬ 促进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

国经贸关系深入发展②ꎮ 当前ꎬ 制约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贸往来的一个关

键因素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比较薄弱ꎮ 要加快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ꎬ 最迫切的就是要优化交通布局设置ꎬ 加快建设面向欧亚的交通

网络ꎬ 以口岸建设为先导ꎬ 打通和周边国家的公路、 铁路、 航空、 管道立体交通

网络和通信网络ꎬ 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ꎮ 另外ꎬ 双方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未来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投资的重心仍然是能源矿产领域③ꎮ 中国在能源、 矿产

方面需求很大ꎬ 关税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ꎬ 俄罗斯等国也在不断下调其出口关

税ꎬ 这应该是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突破点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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