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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

按照贸易引力理论，双边贸易

自由度及规模与两个经济体的经

济总量是呈正比的，与地理位置距

离呈反比状态。由此看，中国与周

边经济大国缔结双边自贸协定，对

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

现实意义。然而，从中国与其他经

济体已经建成、正在谈判、正在研

究的自贸区看，多数缔结对象并不

是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而南亚地

区与中国西部有漫长的边境线，双

方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且双边贸易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具备构建自贸

区的条件和基础。南亚地区还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和战

略交汇地带，同时也是美国“印太

战略”的重点区域。所有的现实条

件及历史基础，为中国 -南亚自贸

区构建提供了条件。

一、中国 -南亚自贸区建

设的有利条件

（一）地缘优势明显

南亚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向南

可以直通印度洋，向东可以顺利进

入东南亚，向西还可以连接中亚与

欧洲。南亚地区与我国有着漫长的

陆路边境线，当前我国与南亚各国

建有 6个陆路口岸，成为双边陆路

贸易通道，双边边境贸易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事实上，中国从海外进

口的油气有 80%必须要经过印度

洋，50%的普通货物进出口也绕不

开印度洋，南亚地区是印度洋的中

心区域，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安全

有重要影响。“一带一路”中线与南

线贯穿整个南亚地区，中巴经济走

廊、孟中缅印经济走廊更是联通东

南亚而进入印度洋区域。虽然中国

与南亚诸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双边

总人口已经突破了 32亿，占到了

全球总人口的 42.1%，然而双边区

域经济合作深度还有所欠缺，与周

边东南亚相比，南亚与中国经济往

来的规模较小。因此，推进中国 -

南亚自贸区建设对于勾连双方市

场及扩大贸易具有现实意义。

（二）历史交往深厚

早在公元 2世纪，南亚各国就

有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历史记载。汉

朝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

的开通，中国的贸易最远达到了印

度河流域，起源于尼泊尔佛教正是

沿着丝绸之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

国。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航海技

术的进步，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

往来更加频繁。到了隋唐，茶马古

道的兴起，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

往来更加密切，茶马古道成为双边

陆路贸易的主要通道。通过茶马古

道，中国的商品途径狮子国（斯里

兰卡）可以到达印度西部。中国从

古印度进口大量的胡椒、香料等商

品，而中国的丝绸、纸张、瓷器也源

源不断进入南亚。造纸术就是在隋

唐时期传入南亚地区，而唐朝玄奘

法师更是不远万里远赴印度求取

佛法，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

厚的印迹。宋元时期，因中国经济

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开

通，中国的丝织业、养蚕技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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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南亚各国，中国与南亚的贸易

往来最远达到了印度洋东部，大大

促进了中国与南亚诸国的文化、经

济等方面的交流。

（三）产业结构互补性强

因资源禀赋、产业政策等方面

的差异，中国与南亚各国在经济结

构上有较大不同，双边产业结构互

补性较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工

厂”，在制造业领域具有较大的比

较优势，如机械制造、钢铁、通信材

料、新能源等行业具备一定的国际

竞争力，而工程承包等服务业也比

较发达。而印度的计算机软件、化

学化工、信息技术、医疗医药等行

业比较发达，相关产品及服务在国

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巴基斯坦

工业落后，纺织业是轻工业中为数

不多的亮点，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产

品及初级品出口国。孟加拉国虽然

经济基础薄弱，但原材料出口、服

装加工是其主导产业。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等国家旅

游资源丰富，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

重要目的地。阿富汗虽然经历了长

期的战争磨难，但该国的矿产资源

极为丰富，储量大且处于未开采状

态，美国地质学家预言，阿富汗地

区蕴藏了约 3万亿美元的自然资

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金、铁、铜、

钻石、盐等。由此，中国与南亚各国

的产业互补性体现在产业间的互

补和一定范围内产业内的互补。

（四）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过去 20年来，中国与南亚各国

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贸易稳

步增长，加之双边人口众多，贸易发

展潜力巨大，能够为自贸区建设奠

定良好的市场基础。2018年中国与

南亚各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1456.9亿美元，与 2000年相比，贸

易额增加了 20多倍。自从 2001年

中国加入 WTO以来，与南亚各国的

贸易额除了 2009年、2012年有小

幅度回落之外，其他年份均保持高

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10%。

特别是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了新活力，

到 2014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了 1000

亿美元大关，中国成为印度、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巴

基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尼泊尔

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与不丹、阿富

汗、马尔代夫等国的贸易也增长迅

猛。同时还与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签

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与南亚国家构

建自贸区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中国 -南亚自贸区构

建的制约因素

（一）双边贸易失衡

虽然在过去 20年时间内，中

国与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一直

是呈增长之势，但与中国周边的主

要贸易伙伴相比，双边贸易规模不

大，贸易失衡现象较为明显。从双

边贸易规模而言，不仅低于中国与

日韩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中国

-东南亚的贸易规模相比就更小。

2018 年双边贸易额虽然达到

1456.9亿美元，但只占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 4.1%。与中国主要贸易伙

伴相比，2018年中国 -南亚双边贸

易额只占中国 -东南亚双边贸易

的 25%、中日双边贸易额的 40%、中

韩双边贸易额的 45.3%。从贸易方

向上看，中国与南亚双边贸易中国

处于绝对的顺差状态，且顺差额在

不断扩大。2001年，中国对南亚地

区出口额为 42.2亿美元，到 2018

年增加到 1198.3亿美元，年平均

增长幅度超过了 25%；而南亚对中

国出口额在 2001 年为 21.3 亿美

元，与当时中国出口额相比差异并

不大，但到 2018年，南亚对中国出

口额为 258.6亿美元，增幅与中国

对南亚出口相比并不算大。实际

上，从 2008年至今，南亚对华出口

额基本上保持在 200亿美元上下，

在中国对南亚出口大幅增长的情

况下，而进口额增幅不大，贸易顺

差从 2001 年的 19.9 亿美元扩大

到 2018年的 939.7亿美元，顺差

足足增长了 47倍有余。

（二）国别差异明显

南亚八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

经济体量差异较大，各国与中国之

间的贸易依存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国与南

亚地区构建统一化自贸区的难度。

印度是南亚区域性大国，是南亚地

区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国

家，也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

易伙伴。201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占

到了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总额的

68%。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经济体量

在南亚地区排第二、三位，2018年

这两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分别占到

了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总额的

8.5%和 6.32%。而且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三国的人口占到了南

亚地区人口的 80%以上，政局相对

其他国家而言也比较稳定。南亚其

他五个国家的经济体量较小，经济

社会发展落后，部分国家政局动

荡，与中国经贸合作还处于起步阶

段，不仅贸易规模小，而且贸易层

次也比较低。可见，南亚地区区域

经济发展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中国与南亚各国构建自贸区

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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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的疑虑态度

随着中国的崛起，因中印两国

之间的竞争关系，印度担心中国介

入南亚事务会削弱其在南亚的主

导地位，本能地排斥与中国的合

作，加上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

试图联手印度来遏制中国，使得印

度对于中国提出的经贸合作兴趣

不大。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除了

印度反应冷淡之外，南亚其他国家

普遍对此持欢迎态度；RCEP谈判本

来计划在 2019 年 11 月底达成协

议，但印度担心开放市场后会受到

中国商品的冲击，最终退出谈判，

导致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严重受

阻。就目前情况看，印度愿意与中

国合作推进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建

设，拓展孟中缅印四方贸易，但并

不认同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

部分。同时印度政府大力推进的

“香料路计划”、“飓风计划”等也是

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制，试

图降低中国在南亚、中亚、东南亚

等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南亚地区

推行的一系列合作计划也遭到了

印度的抵制，如中国参与建设瓜达

尔港、科伦坡港，印度政府认为是

对印度“珍珠链”战略的围堵；中国

电建集团与尼泊尔合作开发水电

站，印度鼓动尼泊尔民众抵制；中

国与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后，印

度政府威胁撤回对马国的援助。

（四）基础设施落后

基础设施是贸易往来的依托，

也关系到贸易及物流的效率。南亚

地区地理位置极为复杂，民族众

多，市场开放度较低，基础设施如

公路、铁路、互联网等建设滞后，各

国之间互联互通程度较低。南亚虽

然与中国有着漫长的陆路边境线，

但交通设施滞后，制约了陆路贸易

发展。巴基斯坦作为南亚第二大

国，2018年其每平方公里仅有 0.3

公里的公路，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依靠国际援助或贷款。2019年

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物流绩效指数

评估报告》中显示，除了印度之外，

其他 7国的物流绩效指数均排名

在第 100位之外，阿富汗排名倒数

第一。但如果只考虑“交通基础设

施”这一单项指标，南亚八国包括

印度在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排在

100位之内。可见，南亚各国基础设

施建设极为滞后，严重影响了贸易

及流通的效率。

三、策略建议

（一）针对性提升与南亚各国

的经贸合作层次

中国 -南亚自贸区的构建并

不能一蹴而就，在开拓统一的大市

场之前，需要与南亚各国提升双边

经贸合作层次，进而解决贸易结构

与国别失衡问题。具体而言：第一，

重点推进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经贸

合作进程。中巴两国建立了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有较为稳定的经济合

作基础及深厚的政治互信体系。中

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六

大走廊之一，目前建设进展迅速，

截至到 2019年底，走廊建设已经

完成了 10个重大项目，另有 12个

项目正在推进之中。中巴经济走廊

所取得建设成就，对于推动南亚其

他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起到了示范

作用。2018年中巴阿三国高峰对话

机制正式启动，阿富汗建议将中巴

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境内。在中

巴经贸合作现有层次基础上下，中

国企业应该继续加大对巴基斯坦

的投资，以投资带动双边贸易的发

展，同时可以将纺织业、食品生产、

服饰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巴

基斯坦转移，大力推进生产经营过

程的本土化并建立向周边地区的

出口体系，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平衡中巴两国贸易失衡问题。第

二，稳定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及做

好双边贸易平衡。印度虽然一直视

中国为竞争对手，但两国产业互补

性超过了中国与南亚的其他国家，

印度有着发达的服务业，中国有着

产能富裕和技术先进的制造业，双

方可以推进自身的比较优势，扩大

在计算机软件、医药、通信、金融等

领域的合作，中国制造业企业要进

一步加大对印投资，推进中国制造

业与印度服务业之间的优势互补，

逐步实现双边贸易平衡。第三，对

于其他国家，中国应该按照各国的

比较优势，扩大直接投资以及提升

双边贸易层次和规模。对于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

国家，中国可以加大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转移，也可以扩大对这两国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不丹、马尔

代夫、尼泊尔等国家旅游资源极为

丰富，中国应该加大与这些国家旅

游业的合作，参与这些国家的旅游

开发，并投资相关的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不丹、尼泊尔两国还拥有丰

富的水利资源，中国可以联合第三

方市场主体扩大对这两国水利资

源的投资，建立共同开发机制，以

减少开发风险。

（二）构建多层面的经贸合作

沟通机制

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沟通机制，

可以更好地稳定和提升双边政治

互信度。中国应该从国家、地区以

及民间三个层面建立合作机制，促

进双边经济、政治及文化交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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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政治互信。具体而言：第一，通过

现有的政府对话机制来释放疑虑

并扩大共识。当前中国与南亚国家

的政府层面的对话合作机制包括

中印经济对话机制、上合组织、

G20、金砖国家联盟、中巴阿对话机

制等。通过这些双边或多边机制，

中国与南亚各国政府之间加强沟

通，在促进贸易投资往来的基础

上，推进多领域的合作，南亚各国

共同面临着医疗卫生、教育、减贫

等问题，因此双方可以在反恐、禁

毒、扶贫等领域建立常规化合作机

制，切实改善各国民生，提升其对

“一带一路”战略的现实认知。第

二，推进中国各地区与南亚开展区

域性的经济合作。新疆、西藏等地

与南亚各国相邻，可以利用陆路接

壤优势，改善陆路口岸贸易条件，

与南亚国家积极开展边境贸；在时

机成熟的情况下，适时新建或扩大

边境经济合作区，通过以点带面的

方式，逐步扩大新疆、西藏与这些

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云南也可以

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依托中国 -

南亚博览会这个平台，扩大与南亚

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经贸合作的

深度与广度，形成区域性的统一市

场，为中国 -南亚自贸区建设提供

条件。第三，鼓励双方开展民间文化

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是推进双

边自贸区建设的基础，只有加大双

边民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力

度，才能够减少双边自贸区建设的

障碍。中国与南亚各国政府应该鼓

励双边民间的文化、教育及旅游等

方面的交流，如建立藏传佛教旅游

专线、鼓励各国青年来华留学等。

（三）增强文化认同来夯实双

边合作基础

文化认同是扩大贸易的前提

条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文化认同是推进经贸合作不可或

缺的要素。在中国推进与南亚构建

自贸区进程中，必须要增强双方的

文化认同，通过强化中国文化认同

来提升中国企业及品牌的认可度，

提升对中国贸易投资的认知度。中

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

动计划（2016-2020）》中指出，“一

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合作，也是

文化相融，强调了文化与经贸合作

的内生关系，并提出了构建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的

基本原则及路径。由此，中国应该

加强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注重

丝路文化遗产的挖掘，唤醒曾经共

同的文化记忆，凝聚双边人心。同

时还应该健全双边文化交流平台，

扩大双边文化产品贸易以及直接

投资。中国与南亚国家通过以“丝

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为主题，打

造各类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如举办

文化论坛、文化博览会、影视交流

月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双边教育特

别是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促进不

同文明体系之间的相通相融，为夯

实双边贸易奠定基础。

（四）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以促进双边互联互通

构建中国 -南亚自贸区，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极为关键。由此，双

边应该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基建领域的合作，提升区域内互

联互通水平，降低贸易及物流成

本。在这个过程中，亚投行、丝路基

金等机构应该为双边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支持，统筹各国资源及资

金，做好各国国内、边境之间陆路、

海路等贸易通道的衔接，提升贸易

及物流效率。当前，中巴经济走廊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对其他国

家亦产生了示范效应。因此，未来

要重点推进孟中缅印经济走廊以

及中国 -尼泊尔的铁路建设，打造

覆盖中国边境地区与南亚各国的

陆海空一体化运输体系。建立以双

边中心城市为基地，边境接壤区域

为节点，边境口岸为依托的中国 -

南亚物流贸易网络，积极简化双边

通关程序，推行海关、质检等一站

式服务。具体而言：在公路建设方

面，要依照国际建设标准，扩建和

改造中巴昆仑公路和中印史迪威

公路，提升这两条国际主干道的运

输能力。在铁路建设方面，加速推进

中巴铁路建设，提升双边技术、货

物、人员来往的便利化；另外要积极

推进中国 -尼泊尔铁路、中缅铁路

建设，特别是中缅铁路，可以考虑延

伸到孟加拉国。在海路方面，随着瓜

达尔港的开通，科伦坡港、吉大港也

应该进一步扩容，提高海路对双边

贸易的容纳能力。在航空方面，乌鲁

木齐、拉萨、西宁、贵阳、昆明、西安

等城市要进一步扩大南亚直飞航

线，提升贸易往来能力，并为双边人

员往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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