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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工银国际宏观分析

师） 

“海阔催人进，扬帆正当时。”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

为亚太区域经贸金融合作带来了新机遇，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

力支撑，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一是区域内 90%以上的货

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有助于扩大中国外贸规模，激发区域内贸易活

力；二是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有利于推动中国强链补链，助力加速区

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三是依托 RCEP 金融服务开放，深化中国金融高

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区域内产业升级优化，进而提升区域实体经济竞争力；

四是把握 RCEP 数字贸易红利，将释放中国数字经济比较优势，进而强化

中国全球“智造中心”地位；五是 RCEP 各成员协力合作，将有利于维护

多边经贸体系，促进亚太区域内经济互联互通，从而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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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外贸规模，激发区域内贸易活力 

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与 RCEP 成员之间的贸易体量整体保持着增长

的趋势，其中与东盟十国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仍保

持着正增长，疫情缓和、经济复苏之后更是实现了超过 30%的增幅）。由

此可见，中国与 RCEP 成员之间有着深厚的贸易基础。根据 RCEP 规定，

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 

降低关税不仅降低了均衡价格，提升了中国货物服务出口竞争优势，

而且使进口质优价廉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利，进出口贸易规模和消费者剩余

也会随之增加，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根据Wind数据，今年 1~2月中

国与 RCEP 贸易伙伴合计进出口额达 29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7%，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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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同期外贸总额的 30%，其中与韩国、新西兰等国的进出口额增长均

明显超过了外贸总额增幅。随着 RCEP 相关规则、清关流程、认定程序与

争端解决机制等一系列统一标准进一步细化优化，RCEP政策红利将持续释

放，贸易创造效应还将进一步扩大。 

 

此外，中国现有 21 个自贸区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对外开放探路

的前部岗哨，也是贸易投资机制体制创新改革的前沿阵地。发挥自贸区与

RCEP的叠加效应，将国内自贸区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与 RCEP带来的区域

内要素自由流动相结合，活跃区内发展、带动区间合作、激发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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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进区域内贸易活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强链补链，加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 

原产地累积规则是 RCEP 货物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之一，即在确定

产品原产资格时，将 RCEP 其他成员的原产材料累积计算，若满足最终出

口产品增值 40%的原产地标准，便可申请统一的 RCEP原产地证书，获享

更优惠的关税税率。该原则不仅简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而且使 RCEP

成员产品更容易获得关税优惠，提升产品竞争力，进而有助于促进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深度挖潜中间品生产空间与进出口贸易机会。这也会为更

多的企业带来参与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机会，激发中小企业活力，推动

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演进，进而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 

与此同时，RCEP 成员之间加强高端产业链合作和制造业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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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难点重点进行合作交流，以链入链促进区域内产业优

势互补与协同融合，可以增强区域产业韧性，以提高抵御外部风险能力。 

深化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 

RCEP 覆盖地区拥有着良好的金融发展基础，其中不乏位居世界前列

的国际金融中心。根据最新一期《第 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31）》

数据，世界前 10名的全球金融中心中，亚太地区就占有 6席，分别是香港、

上海、新加坡、北京、东京、深圳，其中上海和深圳均较上次排名有所提

升，香港则是稳居第三（香港特区政府也已于今年 1 月中旬正式提交了香

港加入 RCEP的申请）。因此，RCEP覆盖地区无论是在金融机构与专业人

才方面，还是国际资金、金融科技资源等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 

 

RCEP 不仅打开了货物贸易的窗口，而且也将促进区域内金融科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