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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 10 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 15个亚

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

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下

文简称 RCEP），已获东盟成员国中

的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

挝和越南 6国以及中国、日本、澳

大利亚、新西兰核准，达到协定生

效门槛，2022年 1月 1日协定将

开始对上述 10国生效。近年来全

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发达国

家致力推动供应链重组，试图强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RCEP

致力于推动成员降低关税和非关

税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和降低

交易成本，通过全面高质量的制

度安排，进一步深化亚太地区区

域价值链合作。

RCEP对苏州外贸的影响存在

显著的双重性。苏州出口商品结

构与 RCEP国家的需求结构互补性

强，产业链契合，“苏州制造”在域

内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会得到提

升。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中高端

产业会对“苏州制造”产生挤压效

应，东盟国家则与苏州劳动密集型

产业竞争激烈，对苏州未来产业链

升级重构带来了压力。因此，如何

全面客观地分析 RCEP对于苏州经

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

对措施，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苏州作为我国开放型

经济高地，是国内先进制造业以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集聚区，

本研究从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视

角探讨苏州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

经济优势，抓住发展 RCEP带来的

机遇，顺利进行创新驱动，以外贸

新引擎带动苏州高水平开放，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苏州与 RCEP国家贸

易现状

（一）苏州与 RCEP国家贸易

情况

近年来苏州进出口总额呈不

断增长趋势，但 2019年受中美贸

易摩擦和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影

响，比上年下降 9.9%。2020年进出

口总额恢复增长，达到 3223.47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 32亿美元，增长

率 1%。与传统欧美市场的贸易额

下降，市场开始向新兴市场转移，

向 RCEP国家进出口额在苏州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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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20年苏州与 RCEP及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年度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项目编号：Y2021LX107）；苏州市职业大学 2021年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项目编号：202105000019）；2021苏州市职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SZDJG-21034）。

[作者简介]陈建琼（1982—），女，苏州市职业大学讲师，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贸易、农产品贸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东盟 294.10 395.01 395.01 413.55 439.04

日本 253.66 298.70 298.70 293.28 299.82

韩国 303.94 457.38 457.38 349.79 362.02

澳大利亚 52.47 85.58 85.58 89.06 87.09

美国 499.51 609.95 651.97 530.96 499.24

欧盟 440.22 503.25 546.89 519.46 494.68

世界 2737.58 3160.79 3541.14 3190.86 3223.47

数据来源：《苏州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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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中占比不断提高。2020年

与东盟进出口总额高达 43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2%。与日本和韩国

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299.82亿美

元和 362.02亿美元额，同比增长

为 2.2%和 3.5%，和澳大利亚的贸

易体量相对较小。

在出口方面，苏州向东盟和韩

国的出口额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分

别从 2016 年的 149.50 亿美元和

85.91亿美元，增长到 2020年的

229.64亿美元和 113.14亿美元。

向日本出口额除了 2017年增长较

多，其他年份相对平稳，2020年也

实现了略有增长的局面。苏州向

澳大利亚的出口体量相对较小。

近年来从东盟的进口额也在稳步

增长，2020 年进口额达到 209.40

亿美元，接近韩国。2020年从韩国

和日本的进口额数据分别为

143.45亿美元和 248.88亿美元，

比上一年小幅增长。

（二）苏州与 RCEP 国家贸易

新业态开展情况

RCEP 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

名，涵盖数据流动、网络安全、中

小企业等议题，促进电子商务政

策和规则的互信互认，有利于跨

境电商发展。新冠疫情后全球外

贸企业面临成本攀升、物流受阻

等影响，订单锐减。苏州积极支持

企业探索各类跨境电商模式、海关

配套监管措施，形成较为浓厚的跨

境电商氛围，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

苏州跨境电商逆势增长，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逐渐成为推进苏州

外贸发展的新动能。2019年跨境

电商网购保税进口额 4.7亿元，比

上年增长 663%。2020年跨境电商

出口 B2B出口 92.73亿元，一直保

持两位数增长。2020年苏州跨境

电商零售出口 9610 模式出口额、

1210模式出口额、8639 模式邮快

件出口额和跨境 B2B 出口额分别

为 0.86 亿元、1.99 亿元、15.5 亿

元和 92.73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

为 25%、430%、58%、13.3%。

2019 年苏州与 RCEP 国家分

国别跨境电商贸易额，排名前 20

的国家中 RCEP国家占 8个。2019

年苏州和越南跨境贸易额高达

7.88 亿元，其次是印度尼西亚

3.03亿元，与韩国跨境贸易额位

列 RCEP域内第三，但增长率高达

71.64%。

二、RCEP 对苏州外贸的

影响

（一）RCEP为苏州带来的机遇

1.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外贸规

模。RCEP 影响货物贸易的内容主

要有原产地规则、关税的削减和

贸易便利化。RCEP原产地规则采

用区域内累计原则，来自区域内

的任一国家的产品都可适用累

计，企业在区域内可以按照比较

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可以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要求尽可能简化通

关流程，要求货物抵达和提交放行

所要求的信息后 48小时内放行，

生鲜易腐产品 6个小时放行，降低

了货物贸易的制度成本，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也同步降低了企业的物

流成本。RCEP成员间 90%以上的货

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有效降低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扩大

RCEP国家双边贸易规模。RCEP进

一步改善苏州外贸环境，促进机

电、纺织等传统优势商品出口，以

及部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高质

量产品的进口，有力推动苏州与

RCEP 国家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贸

易合作关系。与区域内成员产业

互补性较强，RCEP 将显著地提高

苏州的对外贸易水平。

2. 提升苏州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RCEP的相关规则将促进

区域间通过贸易与投资实现产业

与要素的转移。全球产业分工体

系在不断深化和细化，RCEP 成员

中既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也包含不发达国家，RCEP有助

于成员方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

分工，重新匹配和构建价值链，苏

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中枢角色。

苏州和 RCEP国家在贸易结构

上有较强的契合性。苏州处于劳

表 2 2019年苏州市与 RCEP国家跨境电商贸易额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苏州市商务局

国别 进出口额 增长率 B2B出口额

越南 7.88 20.47% 7.88

印度尼西亚 3.03 38.80% 3.02

韩国 2.70 71.64% 2.70

日本 1.82 34.72% 1.80

澳大利亚 1.63 4.63% 1.62

缅甸 1.40 37.16% 1.40

马来西亚 1.26 -16.29% 1.26

泰国 1.15 15.6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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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

业链上游，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

产业链中游，整体制造业水平较

高。从产业层面看，RCEP规则对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较小，对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影响相对显著。借

助 RCEP提供的机遇，优化供应链，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苏州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产业

结构升级。RCEP为资本创造更加

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纺织企业海

外转移产能创造了空间，将苏州

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环节转移到

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域内国家。

3. 有利于跨境电商等贸易新

业态发展。RCEP规则与数字经济

和贸易政策连接性强，代表了一

些政策特征，为苏州具备产品优

势企业的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拓展

提供了机遇。RECP条款促进中小

企业信息共享，增加其合作的机

会，政策法规的制定要有助于中小

企业发展。同时推广电子认证和

电子签名，涵盖数据流动、网络安

全、信息安全、中小企业等议题，

促进电子商务政策和规则的互信

互认，有利于跨境电商等贸易新

业态的发展。

苏州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苏州

制造业体系完备，具有发展跨境电

商的良好产业基础。2019年苏州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 3300

亿元，预计到 2023年将再翻一番，

达到 6000亿元。苏州叠加跨境电

商试验区、全国首批 5G网络试点

城市、央行首批数字货币试点城市

等多重身份，具有发展跨境电商的

先发优势。

（二）RCEP为苏州带来的挑

战

1. 苏州产业链升级面临竞争

压力。RCEP 的签署对成员国产生

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提高整体

贸易规模，也为部分行业带来挑

战，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苏州与

RCEP国家间贸易结构有一定的重

合。从 RCEP 域内 15 国的贸易潜

力看，日本和韩国以电子产品、芯

片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出口结

构与苏州未来的产业链升级存在

竞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资源型

和消费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与苏州

产业互补性较强，但也存在一定

的产业内竞争，东盟国家与苏州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重叠。

苏州产业链升级面临较大的竞争

压力。

RCEP 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削

减能够为苏州货物出口带来巨大

机遇，但同时也需要按照零关税

的要求作出关税减让。贸易便利

化后，更多的区域内商品进入国

内市场，部分以中间品为原料的

企业获得更具价格优势的原辅

料，域内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较

强的制成品也会给一些缺乏竞争

优势的行业带来冲击。

2.经贸规则及标准重新对接。

RCEP 涉及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

电子商务等方面新规则议题，原产

地规则采取区域累计原则，专门设

有中小企业章节，促进信息共享。

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与个

人信息安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等等成为重要议题，围绕数字贸易

的规则谈判，也将成为全球经贸规

则重构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数字技

术标准和规则可能成为一些国家

贸易保护的工具。一些学者将数

字贸易规则概括为“美式模板”、

“欧式模板”和“RCEP规则”。为此，

苏州要加大对 RCEP 相关规则及

标准的研究，特别是数字经济领

域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相关规

则，为企业资源及利益提供更多的

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

3.深度合作存在一定的障碍。

RCEP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成员利益诉求复杂多样，RCEP

对关税减让有立即降至零关税和

十年内减至零，一些规则对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等国设置了较长的

过渡期，RCEP 高标准高质量规则

全面落地尚需假以时日，贸易效

应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显现。新兴

市场开发中面临部分国家市场营

商环境较差、物流基础设施参差不

齐、口岸通关不便利、行政效率低

等问题。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和

意识形态方面差异较大，会在一

定程度上放大合作中的分歧，尚需

加强地缘风险的监管与应对。

三、RCEP 下苏州的策略

选择

（一）产业分工精细化，构建域

内产业链

RCEP促进成员间贸易规模的

扩大，在区域内按照比较优势生

产和贸易，提高成员在世界分工

体系中的地位。但细分行业的竞

争力存在一定差别，产业间和产

业内都会出现出口快速增长和大

幅下降的部门，对部分行业造成冲

击，产生调整成本。政府需要整合

社会资源，组建专家队伍开展调

研，了解出口至 RCEP国家的产品

结构和企业。

提升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研判优势行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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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加大技术投入，创新驱动提高

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链和供应

链优化升级。对重点企业帮扶，有

序引导企业将不同的产业分工环

节在各个 RCEP成员国布局。根据

苏州的产业优势，结合 RCEP成员

国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产业分

工精细化，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条，

从产业链向创新链延伸，精准打

造苏州重点产业链。通过国际国

内双循环，打通苏州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

（二）从认识利用规则转变为

影响制定规则

为进一步加强 RCEP等高标准

经贸规则的研讨解读，加强对企

业的指导服务。RCEP采用区域内

累积原则，企业可以按照比较优

势原则在区域内优化产业链布

局。在 RCEP推进过程中，政府有关

部门须着力简化优化行政手续，提

供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企业

熟悉原产地规则优惠政策和证书

申领程序。进一步优化关检业务

流程，利用数字技术将工作环境

从纸质化向电子化转变。政府部

门还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为企业提

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服务，为企

业调整出口市场和中间品来源地

结构指导，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协助企业提高 RCEP的规则利用能

力。

积极参与规则、管理和标准等

的制定，共同构建符合本地区经济

发展需要的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

从规则适应者到规则制定者，并推

广和扩大规则的适用范围。价值

链主导权之争是要重视建立新技

术、新产品的标准化和认证体系，

通过研发新技术或新产品，取得

新技术的规则话语权，占据产业

链的高端。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

快速发展，凸显数字规则的重要

意义。推进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

构建数字贸易规则“苏州模板”，

充分利用苏州在数字贸易领域的

优势，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依托

RCEP的辐射作用，提升苏州乃至

中国在数字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三）加大物流基础设施投入

打破地域和运输方式的限制，

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网络，以求物

流成本最小化。一是加速沪苏同

城建设，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网

络，积极探索推进“沪苏同城化”建

设。苏州 80%的集装箱货物都是通

过上海港发运，苏州是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

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港口腹地，要

充分发挥上海港物流优势，通过

ICT（集装箱内陆码头）业务，将关

检物流环节向苏州延伸，提高通

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利用太仓

港近洋航线的优势，加强日韩和东

盟国家优势商品的布局。二是加

强和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

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进

与周边国家铁路、公路、机场和港

口等物流基础设施及公共投资领

域建设，促进航线和港口合作，实

现交通运输网络的互联互通。三

是加速在 RCEP 国家的海外仓布

局，搭建以海外仓为支点的国际

物流配送辐射点，缩短物流运输

时间。

（四）从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

扩大机会

电子商务规则成果是 RCEP

取得的重要突破之一，RCEP 在电

子商务方面减少成员国对数字贸

易的限制，通关程序优化，物流时

效提高，为苏州跨境电商出口业

务拓展提供了机遇。在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背景下，为政府支持跨

境电商发展需要和企业一起探

索，配合跨境电商模式，实现监管

模式创新。加大跨境电商政策支

持力度，对各类跨境电商企业给

予相应资金补贴，培育壮大跨境

电商主体。培育一批跨境电商垂

直细分领域的平台型企业，加强

与 RCEP国家跨境电商主流平台如

Lazada和 Shopee 合作力度，抢占

新兴市场先机。引导鼓励金融机

构设计跨境电商特色金融产品，为

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支持，为跨境企业解决融资难的

痛点。根据跨境电商企业类型和

产品结构，实现对企业精准帮扶，

引导跨境电商企业向 RCEP国家拓

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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