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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贸易指数实证分析
*

周童茵 文锡祥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研究中国和亚太经济体的贸易

关系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参考。从政策博弈角度出发，分析 2000-2021 年中国和

亚太经济体贸易发展演变，并采用贸易份额指数、贸易密集指数、HM 指数等指标，分析中

国和亚太经济体的贸易依赖程度，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和作用。结果表明：①中国与亚太经济体贸易总额持续增长，东盟十国成为中国参与亚太经

济合作中的最大贸易伙伴。②中国和亚太经济体的绝对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并受到地理

距离的影响。③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对称性，成为 FTA 网络中的轴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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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间双边、多边区域经济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亚太地区经

济一体化持续深化。2017年 IMF发布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中,亚太

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位居全球前列
[1]
。在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中，亚太地区成为全

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带。

在 1989年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ECP）后，亚太地区的双边、多边贸易

以 FTA和 RTA的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合作，AECP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非成员

国签订的 FTA和 RTA交错复杂
[2]
。AECP秉承 “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原则推动亚

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在 2010年和 2020年均未能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

化的茂物目标（Bogor Goals），因而进一步通过建立 FTAAP的方式推进亚太自

贸区的建设
[3]
。ACEP的发展演变说明单一亚太自贸区的设立难以发挥经济一体

化的作用，不利于实现亚太经济合作蓝图，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为了进一步维持

和扩大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相继推出了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 TPP（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以东盟等新兴国家主导的 RECP（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4]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借助与沿线国家既有

的多边机制，搭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目前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呈现

出多极化格局，中国、美国、日本、东盟为亚太四极，其中东盟的地缘和大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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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战略地位不可忽视，在四者中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
[5]
。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内在驱动力来自区域经济链接和以此为基础的互利认

知
[6]
：通过供应链分工形成阶梯结构——高发达经济体提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

中等发达经济体提供制造技术和重要零部件，欠发达经济体进行再加工和产品终

端装配。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发展呈现动态的优势转移和延伸，其运行基于两大推

动力：一是从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导致的产业分工专业，使得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

入供应链；二是上游加大研发、提升竞争，进入更高层次的分工中，将低端产业

转移让给更具比较优势的经济体
[6]
。中国目前位于供应链的中等发达经济体和欠

发达经济体两个阶梯之间，无论是对上游供应链的高发达经济体还是对下游的欠

发达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

二、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说明

选取 2000~2021年亚太地区 19个国家和地区共 418个样本的贸易数据，来

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 mtrade Dat abase）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文莱、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菲律宾、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

利和秘鲁
[7]
。其中东盟十国与中国共同组建自由贸易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

数据分析中将东盟十国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1.贸易份额指数

在衡量绝对贸易依赖程度时，贸易份额指数（trade share index）表示两国之

间的进出口额之和占两国总的进口额和出口额之和的比重，可以相对全面地反映

两国的贸易依赖程度[8]。公式如下：

其中，Xij和 Mij分别表示 i 国对 j 国的出口和进口，Xji和 Mji则分别表示 j

国对 i国的出口和进口，即公式分子为两倍的双边贸易流量；Xi和Mi分表表示 i

国的总出口和总进口，Xj和Mj则分别表示 j国的总出口和总出口，即公式分母

为两国贸易总额的相加值。Sij的取值在 0和 100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两国之间

的贸易依赖程度越高。

2. 贸易密集指数

贸易份额指数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去表征两国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的变化，

但是难以进行横向的国家之间比较。因此，采取贸易密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对相对贸易依存度进行测度。贸易密集指数最普遍的表示形式是：I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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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jjiij
ij M+M+X+X

100%M+M+X+X 
S



3

（Xij/Xi）/（Xi/Xw），其中 Xij表示了 i国对 j国的出口，Xi表示 i国的总出口，

Xw则表示全球的出口量[8]。借鉴综合贸易份额指数的思路，将普通形式的贸易密

集指数拓展为以下形式[8]：

其中，Xij、Xji、Mij、Mji和 Xi、Xj、Mi、Mj与贸易份额指数公式中的指标

所表达的含义一致，Xw和Mw分别表示全球的出口量和进口量。如果 Iij大于 1，

说明 i国和 j国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大于了它们和全球的依赖关系[7]。

3. HM指数

HM 指数（Hubness Measurement index）[9]是用于测算 FTA网络中的潜在轴

心国，在 FTA网络中，如果所有国家的出口对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形成强烈依赖，

那么这一个或几个国家将成为轴心国。公式如下：

其中，Xij、Mij、Xi和Mj所表示的含义与前面所述指标的变量相同。这一指

标主要衡量 i国出口对 j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越接近于 1，

说明 i国的出口对 j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越大。

三、中国和亚太经济体贸易发展演变

（一）中国和亚太经济体贸易总额变化

2001年以来，中国与亚太经济体贸易总额增长迅速，从 2001年 2527.83亿

美元增长至 2021年 28970.32亿美元，贸易总额增长了近 11.5倍。其中，出口总

额从 2001 年 1317.10亿美元增长至 2021年 16088.17 亿美元，增长了 12.2 倍。

进口总额从 2001年 1210.73亿美元增长至 2021年 12882.15亿美元，增长了 10.6

倍。与此同时，自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东盟十国贸易总额

占亚太经济体的比例由 24.06%上升至 30.33%，贸易地位日益显著，并超过中美

两国的贸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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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1 年中国与亚太经济体贸易总额变化趋势图

（二）中国和亚太经济体贸易格局特征

东盟十国的贸易伙伴地位明显上升，成为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中最为重要

的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与地区中有 7

个位于亚太地区，包括东盟十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图 2）。其中，东盟十国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与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分别

高达 8782.1 亿美元和 7556.5 亿美元，前者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进口地区，后

者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出口国家，二者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与亚太经济体贸易

总额的 56.40%，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7.00%。其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均超过一千亿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分别位列第五、第

六、第七，其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亚太经济体贸易总额的 33.31%，是中国在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中重要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对东盟十国、美国、加拿大的出口

额大于进口额，出口增速均超过 20%，表明在疫情期间，中国依托完备的制造业

体系，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保持稳定。

图 2 2021 年 1-12 月中国对外贸易排名前十位国家/地区分布和占比

四、中国和亚太经济体贸易依赖实证

基于博弈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对经济体的影响，在单次区域经济协作的过程

中，对贸易伙伴依存度更高的经济体更倾向于妥协它所依赖的贸易伙伴，即前者

更容易受到贸易政策的波动，后者在经济合作中更轻易获得较大的主动权。而在

区域经济的多次贸易合作中，互相均存在强烈依赖的经济体更容易互相让步从而

达成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

（一）测量指标：贸易份额指数

在 2000-2021年之间，中国与除日本外的亚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份额指数的

年均增长率都为正值，说明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其中，

中国与墨西哥、秘鲁、东盟和智利的贸易份额指数年均增长率最高，说明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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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亚太经济体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最快；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份额指数

年均增长较低，说明中国与韩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最慢，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依

赖程度为负增长，贸易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表 1:2000-2021 年贸易份额指数表（单位：%）

从均值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日本、美国、韩国四个经济体的贸易依赖

程度最深；中国与秘鲁、新西兰的贸易依赖程度最低。这一结果的趋势与年均增

长率的趋势有所不同，一来是由于中国与东盟、日本和韩国都位属于亚洲，地理

距离相对更近，促进贸易量，贸易依赖关系明显，二来说明中国与贸易量较大的

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贸易依赖程度更高，与贸易量较小的国家（秘鲁、

新西兰）贸易依赖程度更低。总体来说，中国和亚太经济体的绝对贸易依赖程度

年份
东盟

十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

利亚

墨西

哥

加拿

大
智利 秘鲁

新西

兰

2000 6.15 5.93 12.48 8.55 2.77 0.44 1.39 0.83 0.29 0.42

2001 6.69 6.66 13.90 8.96 2.82 0.61 1.48 0.78 0.26 0.44

2002 7.86 7.74 14.83 9.43 2.75 0.83 1.44 0.78 0.31 0.43

2003 9.01 8.79 15.66 10.33 2.68 0.83 1.46 0.79 0.26 0.41

2004 9.46 9.72 15.43 11.03 3.02 0.92 1.77 0.88 0.33 0.42

2005 9.72 10.45 14.56 11.38 3.30 0.83 1.82 0.95 0.40 0.36

2006 10.00 11.19 13.88 11.21 3.26 1.01 1.85 0.95 0.44 0.32

2007 10.65 11.33 13.44 11.03 3.53 1.09 2.03 1.28 0.54 0.33

2008 10.30 11.11 12.99 10.88 4.05 1.11 2.00 1.29 0.55 0.33

2009 11.37 12.28 13.70 10.80 4.75 1.21 2.08 1.54 0.57 0.40

2010 11.77 12.42 13.42 10.72 5.21 1.38 1.97 1.67 0.65 0.43

2011 12.03 12.13 12.89 10.41 5.61 1.53 2.08 1.65 0.67 0.47

2012 12.61 12.55 11.87 10.39 5.58 1.59 2.14 1.65 0.70 0.49

2013 13.30 12.95 10.95 10.48 5.87 1.59 2.14 1.57 0.69 0.58

2014 14.04 13.37 10.76 10.76 5.72 1.70 2.10 1.53 0.65 0.65

2015 15.17 14.38 10.66 11.22 5.23 1.85 2.32 1.56 0.71 0.57

2016 15.31 14.10 11.13 11.02 5.31 1.92 2.03 1.65 0.82 0.63

2017 15.43 14.51 11.07 10.86 5.98 1.93 2.08 1.68 0.97 0.69

2018 15.70 14.28 10.73 10.88 5.99 2.09 2.29 1.79 0.97 0.72

2019 17.37 12.36 10.49 10.12 6.69 2.21 2.37 1.74 1.02 0.79

2020 18.76 13.87 10.70 10.13 6.69 2.23 2.35 1.89 1.00 0.77

2021 18.71 14.11 9.80 9.91 6.91 2.45 2.32 2.11 1.22 0.80

均值 12.34 11.65 12.52 10.48 4.71 1.42 1.98 1.39 0.64 0.52

年均
增长
率%

5.55 4.44 -1.01 0.77 4.66 8.98 2.70 4.91 7.7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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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深。

（二）测量指标：贸易密集指数

下表 2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UN Co mtrade Dat abase） 数据

计算得测算了 2000-2021年的贸易密度指数。从均值来看，在 2000-2021年之间，

中国与加拿大、智利、秘鲁、新西兰、墨西哥的贸易密度指数都低于 1，说明中

国与这五个经济体的贸易依赖关系不明显；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的贸易密度

指数大于 1且大于 3，有着显著的贸易依赖关系。其中，贸易密度指数低于 1的

五个经济体主要分布在北美洲，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相对更远，而贸易密度指数大

于 3的三个经济体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毗邻，说明中国与亚

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程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和限制。

表 2: 2000-2021 年贸易密度指数表

年份
东盟
十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
利亚

墨西
哥

加拿
大

智利 秘鲁
新西
兰

2000 2.40 1.18 4.69 5.30 2.28 0.27 0.70 0.81 0.30 0.42

2001 2.61 1.34 5.35 5.44 2.16 0.35 0.72 0.69 0.24 0.40

2002 2.87 1.57 5.50 5.14 1.85 0.45 0.67 0.61 0.25 0.34

2003 3.11 1.83 5.51 5.07 1.60 0.42 0.64 0.53 0.18 0.28

2004 3.12 2.05 5.23 4.98 1.65 0.44 0.75 0.54 0.21 0.26

2005 3.07 2.18 4.87 4.89 1.69 0.38 0.73 0.54 0.23 0.21

2006 3.05 2.33 4.56 4.59 1.58 0.43 0.72 0.50 0.24 0.18

2007 3.19 2.43 4.38 4.35 1.63 0.46 0.78 0.64 0.28 0.17

2008 3.06 2.46 4.22 4.25 1.83 0.47 0.78 0.64 0.28 0.17

2009 3.14 2.61 4.24 3.86 1.95 0.47 0.75 0.69 0.26 0.19

2010 2.99 2.53 3.82 3.51 1.95 0.49 0.66 0.68 0.27 0.18

2011 3.03 2.50 3.68 3.35 2.05 0.54 0.69 0.66 0.27 0.19

2012 3.06 2.49 3.29 3.24 1.96 0.53 0.69 0.63 0.27 0.19

2013 3.14 2.53 3.02 3.15 1.98 0.51 0.66 0.57 0.25 0.22

2014 3.24 2.54 2.93 3.15 1.89 0.53 0.63 0.54 0.23 0.23

2015 3.36 2.55 2.81 3.14 1.66 0.54 0.67 0.53 0.24 0.20

2016 3.45 2.54 3.00 3.19 1.73 0.57 0.60 0.58 0.29 0.22

2017 3.42 2.67 2.99 3.12 1.94 0.58 0.62 0.59 0.34 0.25

2018 3.44 2.63 2.88 3.10 1.92 0.62 0.68 0.61 0.34 0.25

2019 3.76 2.25 2.79 2.88 2.11 0.64 0.69 0.59 0.35 0.27

2020 3.80 2.42 2.67 2.66 1.94 0.61 0.64 0.58 0.31 0.24

2021 3.75 2.47 2.43 2.55 1.95 0.65 0.62 0.64 0.37 0.25

均值 3.18 2.28 3.86 3.86 1.88 0.50 0.69 0.61 0.27 0.24

年均
增长
值%

2.23 3.83 -2.92 -3.38 -0.43 4.69 -0.35 -0.76 1.8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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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均增长率来看，中国与东盟、美国、秘鲁、墨西哥的年均增长率为正且

均大于 1%，反映出中国与东盟、美国、秘鲁、墨西哥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较中

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获得更快提升；而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年均增长率为负且负

值较大，说明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这一结果的趋势与

均值所呈现的趋势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中国与亚太地区之间的相对依赖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贸易

密度指数增长率为正的秘鲁、墨西哥实际均值低于 1；而贸易密度指数均值大于

3的日本和韩国，其增长率为负且负值较大。只有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密度指数无

论是均值还是年均增长值均位列亚太经济体前列，表示中国与东盟的相对贸易依

存度显著且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三）测量指标：HM 指数

以下表 3、表 4分别为 2000-2021年中国对亚太经济体的 HM指数以及亚太

经济体对中国的 HM指数表，分表表示了中国的出口对亚太经济体的依赖程度

和亚太经济体的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从表 3数据的均值来看，中国的出口对美国、东盟、日本、韩国四个亚太地

区经济体的依赖程度最大，对新西兰、智利、秘鲁的依赖程度最小；而从年均增

长率来看，中国对智利、秘鲁、墨西哥、东盟的依赖程度加深最快，对日本、美

国的 HM指数年均增长率为负，说明中国出口对其依赖程度加深有所减少。而

从表 4数据的均值来看，韩国、澳大利亚、智利、日本、东盟、新西兰对中国的

依赖程度相对较大，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从年均

增长率来看，以上统计的所有亚太经济体的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都不同程度的

加深，其中墨西哥、新西兰、加拿大等地区的加深速度更快。其中，在东亚地区，

日本、韩国、东盟三个亚太经济体都对中国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依赖性，说明中国

在东亚地区成为了 FTA网络中的轴心国。

结合两表数据进行分析，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对称性，中

国只与东盟、日本、韩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互相依赖，而对美国形成单方面的依

赖性，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对中国形成了单方面的依赖性。

表 3: 2000-2021 年中国和亚太经济体的 HM 指数表（单位：%）

年份
东盟
十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
利亚

墨西
哥

加拿
大

智利 秘鲁
新西
兰

2000 6.27 18.85 13.63 4.06 1.35 0.53 1.25 0.31 0.06 0.17

2001 6.25 18.23 13.92 4.25 1.31 0.67 1.24 0.30 0.07 0.16

2002 6.48 19.53 12.18 4.31 1.38 0.88 1.31 0.30 0.08 0.18

2003 6.25 19.40 11.12 4.11 1.40 0.74 1.27 0.29 0.08 0.18

2004 6.42 19.41 10.31 4.17 1.46 0.83 1.36 0.28 0.0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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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2021 年亚太经济体和中国的 HM 指数表（单位：%）

年份
东盟
十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
利亚

墨西
哥

加拿
大

智利 秘鲁
新西
兰

2000 4.92 2.74 7.71 12.52 7.49 0.29 1.34 6.67 7.90 4.66

2001 5.68 3.43 9.24 14.16 8.08 0.48 1.53 6.80 6.92 5.19

2002 7.17 3.70 10.99 15.79 8.43 0.68 1.41 8.12 9.17 5.36

2003 9.22 4.35 13.28 19.75 9.64 0.99 1.57 9.69 8.01 5.93

2004 10.14 5.04 13.98 21.48 12.27 1.11 2.25 10.51 11.40 6.62

2005 10.37 4.90 14.13 23.38 13.92 1.01 2.01 11.30 12.48 5.79

2006 10.42 5.17 15.06 23.60 14.12 1.01 1.89 8.98 11.40 5.51

2007 11.01 5.36 15.68 23.51 16.27 1.15 2.48 13.70 14.16 5.31

2008 10.38 5.60 16.34 22.06 17.77 1.21 2.63 15.61 13.14 5.74

2009 11.20 6.35 18.55 23.52 22.37 1.60 3.60 20.41 14.49 9.12

2010 12.60 6.88 18.96 24.87 24.86 2.17 3.64 21.80 15.68 10.90

2011 13.28 7.11 19.54 24.67 26.19 2.50 4.64 21.61 14.87 11.89

2012 13.02 7.35 18.46 25.60 28.18 2.29 4.79 22.35 15.60 14.00

2013 12.63 8.17 18.60 26.93 33.05 2.49 5.17 22.52 16.84 18.74

2014 12.55 8.25 19.26 26.84 33.97 2.59 4.95 22.96 17.63 20.29

2015 12.45 8.14 18.08 25.44 31.60 2.42 5.96 23.39 19.23 16.59

2016 13.09 7.72 17.78 24.69 29.83 2.54 4.39 24.03 21.37 18.36

2005 6.44 19.83 9.35 4.07 1.42 0.72 1.51 0.28 0.08 0.18

2006 6.53 19.46 8.07 4.07 1.37 0.91 1.59 0.32 0.10 0.17

2007 6.88 17.72 7.19 4.12 1.43 0.96 1.57 0.36 0.14 0.18

2008 7.16 16.40 7.04 4.66 1.50 0.97 1.51 0.43 0.19 0.18

2009 7.91 16.99 7.09 4.01 1.65 1.02 1.45 0.40 0.17 0.17

2010 7.79 16.66 6.70 3.93 1.65 1.13 1.39 0.50 0.22 0.17

2011 7.97 15.91 6.94 3.96 1.70 1.26 1.31 0.56 0.24 0.20

2012 8.90 15.94 6.68 3.88 1.76 1.34 1.36 0.61 0.26 0.19

2013 9.92 15.39 6.23 3.74 1.61 1.30 1.31 0.59 0.28 0.19

2014 10.38 15.57 5.85 3.87 1.59 1.37 1.26 0.55 0.26 0.20

2015 10.78 16.44 5.46 3.99 1.70 1.48 1.27 0.58 0.28 0.22

2016 10.70 16.82 5.60 4.02 1.70 1.53 1.29 0.60 0.28 0.23

2017 10.77 17.42 5.52 4.10 1.74 1.58 1.37 0.63 0.31 0.22

2018 11.21 17.87 5.41 3.95 1.81 1.76 1.39 0.63 0.32 0.23

2019 12.43 15.78 5.26 4.07 1.82 1.84 1.46 0.58 0.34 0.23

2020 12.65 16.32 5.04 3.98 1.95 1.72 1.61 0.58 0.34 0.23

2021 12.26 16.00 4.55 4.07 1.85 1.99 1.51 0.77 0.39 0.25

均值 8.74 17.36 7.69 4.06 1.60 1.21 1.39 0.48 0.21 0.20

年均
增长
率%

1.88 -0.25 -1.61 0.11 0.93 4.94 0.64 2.92 7.7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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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3.94 8.20 18.89 24.31 33.66 2.64 4.51 23.97 24.29 21.53

2018 14.46 7.66 19.67 26.96 32.88 2.82 5.82 28.18 24.73 24.25

2019 14.70 6.30 19.51 24.95 35.01 2.80 5.81 30.11 25.29 27.48

2020 15.21 7.77 21.12 25.65 35.08 3.45 5.07 30.18 25.92 25.97

2021 16.12 8.29 21.32 25.11 35.54 3.37 5.43 29.74 28.30 29.78

均值 11.57 6.29 16.64 22.99 23.19 1.89 3.68 18.76 16.31 13.59

年均
增长
率%

4.57% 4.51% 3.98% 3.08% 6.11%
11.23

%
6.45% 6.18% 4.81% 7.36%

五、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一）东亚地区的轴心国

通过中国对亚太经济体的 HM指数和亚太经济体对中国的 HM指数的综合

分析可知，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和东盟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赖关系，且

日本、韩国、东盟三个亚太经济体都对中国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依赖性，说明中国

在东亚地区成为了 FTA网络中的轴心国。而无论是结合贸易份额指数从时间纵

向来看，还是通过贸易密度指数从全球横向对比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

三个亚太经济体，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依赖关系。

其中，中国与东盟的依赖关系在 2000-2021年进一步加深，加深程度也变快

了，说明中国与东盟可以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多次贸易中更容易互相让步从而达成

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但对于日本、韩国，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在 2000-2021年

间呈现负增长，即中国对日本、韩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日本、韩国对

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是有所上升的，这也给予了中国在政策谈判时更大的主动权。

（二）小国出口对大国市场的依赖性和可替代性

此外，从以上 HM指数的分析可知，新西兰、秘鲁、智利的出口对中国的

市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单方面依赖性，但结合贸易密度指数进行全球的横向对比

后不难发现，这三个亚太经济体虽然对中国的市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依赖，但其

依赖存在可替代性。由于这三个经济体均为小国，其经济体量相对更小，国内市

场也有所限制，因此它们的出口对大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天然具有依赖性。但由于

地缘关系，这三个经济体分别位处北美洲和大洋洲，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相对较远，

对贸易依赖程度和贸易便利程度也有所影响。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于它们虽然

有吸引力和存在贸易依赖性，但并不是不可替代的。

（三）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调整

通过中国对亚太经济体的 HM指数和亚太经济体对中国的 HM指数的综合

分析可知，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依赖程度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对称性，其中，

中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市场呈现单方面的依赖性。因此，在贸易政策谈判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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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进行让步，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情况来看，这一形势不利于中国的对外

贸易发展。

结合贸易份额指数从时间纵向来看，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较为显著，但逐年

加深程度不高，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上，通过贸易密度指数从全球横向对比来

看，美国对中国也存在着大于全球的依赖性，且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也有所加深，

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存在微幅下降。这也说明中美的经济合作关系需要进一步

进行调整，目前已进入调整阶段，经济关系需基于开放的互补性特征实现双方合

作的互利共赢。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东亚地区进一步推进 FTA：中日韩自贸区

中国与东盟是目前在亚太地区内存在相互明显依赖性且依赖性不断加深的

贸易合作伙伴，这少不了中国-东盟 FTA的作用，中国在 2002年 11月 4日与东

盟签订了 FTA，后又在 2015年 11月 22日对中国-东盟 FTA协定进行了升级，

这也是中国与东盟互为坚实贸易伙伴的贸易基础。因此，中国也应该在东亚地区

对同样存在相互明显依赖性的日本和韩国之中，进一步推进双边 FTA协定的谈

判工作，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从而进一步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中国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和促进 RCEP的作用，更好集聚和配置东亚地

区的资源，形成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中美目前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依赖程度存在不对称不协调的情况，因此应该进

一步优化调整中美在贸易关系中的角色。长期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是一种基于开

放的互补型经济合作关系，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如美国对华的贸

易逆差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后呈现中国出口对美国单方面依赖性造成的不利局面。

而中美经济的良好链接与合作也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因此，中美应该进一步通过协商和谈判以寻求更加互利共赢、相互依靠的长

期的经济合作方式，单方面地对中美贸易的限制与排斥中国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

题。

（三）一带一路战略：吸纳更多国家参与

中国应该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

区域经济合作秩序，加强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一带一路”贯穿

亚欧非大陆，链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同时能够激发中间广

大腹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与中国构建、加深贸

易合作关系，实现合作共赢的良好合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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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准备 CPTPP 的谈判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以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

导的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加入 CPTPP有利于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供应

链中进行转型升级，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和帮助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国应

该积极准备加入以日本为主导的 CPTPP及 CPTPP的谈判工作，一方面不仅能够

与东亚地区的日本、东盟部分成员国进一步加深贸易合作关系，同时还能够也与

亚太地区位处北美洲、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秘鲁等国家加深贸易

合作关系。由于本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存在单方面的贸易依赖性，中国可以通过

争取这些国家的赞成意见加入 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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