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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扩大开放进入了新

阶段，稳定且可持续性的 FTA战略

的开展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

要内容。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相

比，我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化

建设方面起步较晚，总体水平偏

低。但近年来，我国对 FTA战略的

探索明显加快，FTA谈判成果也明

显增多。2015年 12月，国务院发

布《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的若干意见》，并提出，要“逐步

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

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

区网络”。该意见也标志着我国

FTA战略推进进程加快。目前，我

国已对外签署 21个 FTA，涉及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形成了遍

布五大洲的自贸区发展格局。2020

年 11月，我国大力推动 RCEP协定

成功签署，并率先启动了国内核

准程序；2021年 9月，我国正式申

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CPTPP）”。

值得注意的是，依托国家 FTA

战略合作机制，推进地方对外经

贸合作，也正成为国内部分省市实

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如，青岛

在 2015 年获批国家自贸区（FTA）

战略地方经贸合作推进工作机制

试点，构建了中韩自贸协定项下

地方经贸合作新平台。在此基础

上，2020 年青岛进一步获批建设

“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威海依托地理优势建

立了威海 -仁川地方经贸合作新

平台；南宁通过建设中国 -东盟国

际商务区，正在形成中国面向东盟

的重要窗口；成都通过建设中国 -

欧洲中心，逐渐成为中国对欧开

放的重要窗口；宁波积极推进中国

-中东欧经贸合作，正在打造中国

对中东欧合作的新窗口。对地方

而言，承接国家对外合作机制，对

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扩大外向型经

济规模和完善城市国际化功能，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国家而言，

选择国际化程度高、开放基础好的

省市，承载国家对外合作机制，则

会进一步落实经贸合作举措、释

放战略红利，为新时期重构全球化

新格局提供有力的支撑。基于此，

从地方视角系统性研究地方推进

国家 FTA 建设的现状、路径和对

策，对更好地发挥地方作用，高质

量推进落实国家 FTA战略，促进地

方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推进国家 FTA战

略的相关研究现状

当前学术研究中，从地方视角

即城市视角对 FTA 建设推进情况

的研究整体较少。目前学者主要

从国家视角和企业视角研究国家

FTA战略的推进及建设情况。基于

国家视角重点关注三大问题：一是

我国 FTA战略的总体推进情况，包

括 FTA的发展趋势、特点及推进进

程等。刘斌（2018）分析了逆全球化

背景下我国 FTA的发展趋势，认为

我国 FTA 网络化特点初现，呈现

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

向全球的基本特点。二是FTA协定

的影响关系研究。特别是FTA协定

地方推进落实国家 战略的路径研究
■ 刘晓玲 黄卫勇 许晓芹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院以自贸协定( FTA)为代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实施

自贸区战略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路径。在国家 FTA战略框架下，探索促进地方城市间经贸合作的

路径和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作用，推动自贸协定高质量的推进落实，是推进国家自贸区战略的

有效途径。青岛作为先行地区已积累有效经验和先发优势，南宁、宁波等地深入推进落实国家 FTA战略，各地

逐渐形成了竞相发展的局面，自贸试验区成为落实自贸区战略的重要平台。在此基础上，了解地方城市推进落

实国家 FTA战略的背景及现状，有助于未来更好发挥地方作用推进 FTA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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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贸易投资活动的影响关系分析。

刘志忠（2021）研究证实，区域贸易

协定投资条款深度显著提升了一

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增加值。三

是我国 FTA的总体实施效果评价，

包括 FTA协定的利用现状、问题及

解决路径，以及特定 FTA的实施效

果评价等。张波、刘佳（2018）等指

出，我国利用自贸协定开展进出口

贸易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这是政府

部门亟需破解的难题。张军（2021）

对中蒙自贸区的贸易效应进行评

估得出，中蒙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为两国经贸发展带来显著的增长

效应。基于企业视角重点关注企

业利用 FTA 协定优惠措施开展进

出口贸易的现状及影响因素。韩

剑（2020）研究指出，获取 FTA信息

的难易程度、申请原产地证书的

时间成本导致了企业对 FTA 利用

较低。杭州海关课题组（2019）调研

发现，进出口企业对 FTA协定认知

不清晰、对进出口原产地优惠条

件和申办程序不了解是影响企业

FTA利用率低的原因。

在 FTA的相关研究中，地方视

角即城市视角未在学术研究领域

得到足够关注。当前基于地方视

角学者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

城市在落实国家 FTA战略、推进

FTA 建设的作用和实践。杨瑶

（2015）提出，青岛积极落实国家自

由贸易区战略，建立了国家自贸区

战略地方推进工作机制，通过设立

中韩、中日创新产业园，建立“经

济合作伙伴城市”网络等举措取

得了积极成效。二是关注自贸试

验区（FTZ）和自贸区（FTA）的联动

发展问题。刘恩专(2016)提出，自

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是自主式

开放与协定式开放两种不同的开

放模式，通过有效建立“双自联

动”的组织与推动机制，搭建区域

合作与产业对接平台等举措，实现

两者高度协同。韩剑（2020）提出了

海南自贸港深度对接 RCEP 的建

议，如建议海南港口与 RCEP自贸

伙伴港口及营运商达成报关、通关

以及手续程序互认安排，便捷区域

贸易合作。

二、地方推进国家 FTA战

略的国内外背景

（一）以自贸协定（FTA）为代

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蓬勃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

生产、全球销售”的价值链分工模

式极大带动了中间产品和服务的

进出口贸易，也促进了各国产业

链的优化升级。目前，国际贸易总

量当中，70%左右都是中间品贸易。

这种价值链分工和产业链布局，使

得各国的贸易投资活动更加紧密，

生产服务网络不断深化交织，而以

WTO 为代表的贸易体制逐渐无法

适应这种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

与此同时，各国开始寻求比 WTO更

加优惠便利的规则安排，即推动区

域经济的自由化和一体化。主要

国家开始发起和参与各种区域安

排，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经贸战略。

进入新时期以来，以美加墨协议、

欧日协议、CPTPP等高标准协定为

代表区域贸易网络逐渐展开，规

模愈发庞大，成为推动全球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补充。据 WTO

统计，目前全球向 WTO通报的区域

贸易协定达 700多个。从地区参与

来看，欧洲、东亚、美国成为全球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最多的地区。

我国对 FTA的探索推进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来进程明显加快。

（二）FTA的规则内容和谈判

领域逐渐深化

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不仅

体现在 FTA的数量上，更在于 FTA

条款内容的不断深化。传统的 FTA

谈判主要以关税、非关税削减等边

境措施为主，主要是通过降低关税

水平，促进国家间产品和服务的流

动。而从近几年的 FTA谈判内容来

看，自贸协定越来越关注边境后措

施，谈判的内容逐渐向知识产权、

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中小企

业、劳工保护、竞争政策等方面深

化，并不断提升法律可执行程度。

当前，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

的《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

（USMCA）中，涵盖市场准入、原产地

规则、农业、贸易救济、投资、数字

贸易、争端解决、知识产权等多个

领域，成为当下标准最高的自由

贸易协定。FTA内容的深化不仅直

接降低贸易成本，更有利于进一步

放宽资本流动限制，降低外商投资

成本，因此正成为重塑地区经贸秩

序的重要手段。与欧美国家相比，

我国 FTA 的条款深度整体水平较

低，但随着协定的逐步完善和升

级，FTA深度将不断提高。2020年，

我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正式签署，该协定中我

国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自

然人流动等方面的承诺水平超出

了已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是我

国自贸区战略的新突破。

三、地方推进国家 FTA战

略的内在机制与现实表现

（一）内在机制

1.通过落实 FTA战略，拓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