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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外经贸

RCEP 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于2022年 1月 1

日达到生效门槛，包括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

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10个

国家正式生效，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3月18日起

对马来西亚正式生效，截止222年 9月，RCEP 15个

成员国陆续完成国内审批程序，进入正式全域生效

运行。

RCEP 成员国政策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贸易开

展。首先，RCEP的成员国在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占

全球三分之一，对于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扮演重要

角色；再者，RCEP成员国 90%货物将逐步实现零关

税，将大大降低成员国贸易成本；最后，RCEP对货物

进出关时原产地的认定条件有所放宽。据美国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RCEP有望为

成员国带来5190亿美元的出口净增长和1860亿美

元的国民收入净增长。

RCEP生效以来，持续释放贸易红利，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2022年前8个月，中国与RCEP

其他14个成员国贸易额达8.32万亿元，占中国外贸

总额的30.5%。其中，RCEP项下优惠关税进口381亿

元，减让关税8.8亿元；优惠关税出口1433亿元，可

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9.1亿元。

RCEP生效八个月便持续释放红利，可见RCEP的

建立可以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稳

固和开拓中国外贸市场，从而推动国内循环更加畅

通，最终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

RCEP也将对新疆贸易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契

机。

一、新疆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状况

图 1 新疆 2017-2021年进出口额/万美元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图1所示，2017年-2021年新疆出口总额在整体

增长的趋势下间歇波动，其中 2017 年出口总额

177.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2018 年出口总额

164.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6.9%。2019 出口总额

RCEPRCEP视角下新疆外贸挑战和对策的研究视角下新疆外贸挑战和对策的研究
■ 王亭亭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黄景贵 海南大学

王其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摘 要：截止 2022 年 9 月，RCEP15 个成员国陆续完成国内审批程序均正式批准，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RCEP 区域内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大幅降低和减少，不仅仅是中国

贸易发展新机遇，也是新疆贸易发展的新风口。新疆地处边境，借助地缘优势，新疆贸易以边境贸易为主，边

境贸易中，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占据贸易总额一半以上，新疆 2020 年与 7 个 RCEP 成员国并没

有产生贸易。随着 RCEP 的生效，新疆与 RCEP 成员国的关税减低为零，这将大大降低新疆与 RCEP 国家贸易

成本，新疆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巩固与 RCEP 成员国的现有市场，开拓与 RCEP 成员国的潜在市场；加大 RCEP

成员国贸易政策、市场管理举措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推动新疆外贸企业主动了解 RCEP 协议主要内容；克服

新疆与 RCEP 成员国空间距离遥远，既往贸易关系相对薄弱、跨境电商受制于基础条件限制有待强化的不

足，搭建与 RCEP 成员国数字经济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宽新疆与 RCEP 成员国的贸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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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9%；2020 年出口总额

158.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2%；2021 年出口总额

197.12亿美元，同比增长24.5%。

2017年-2021年新疆进口总额在平衡发展的趋

势下小幅波动，其中，2017年进口总额29.31亿美

元，同比增长42.6%；2018年进口总额35.91亿美元，

同比增长22.4%；2019年进口总额56.65亿美元，同

比增长57.9%。2020年进口总额55.51亿美元，同比

下降2.0%；2021年进口总额45.87亿美元，同比下降

17.3%。

新疆特有的贸易结构和固化的贸易模式导致新

疆短期内进出口额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RCEP 协

定的生效，成为打破传统固有格局的契机，给新疆

外贸高质量发展和提级升档注入新的活力。

（二）新疆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的比率

图 2 2017-2021年新疆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比率%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从图2可以看出，2017-2021年新疆进口额占中

国进口额比率一直不高，平均为0.24%，这五年新疆

进口额占中国进口额的比率逐年增加，2021年比率

最高为0.31%；2017年-2021年新疆出口额占中国出

口额比率也不高，且这五年来新疆出口额占中国出

口额比率一直上下波动，整体并未展现增加趋势，

其中 2020 年的比率最低，仅为 0.61%，平均值为

0.71%。

新疆地处西部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

高，其中新疆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的比率整体不

是特别高，也说明新疆进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RCEP的成立，也为新疆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转型

带来更多可能性。

（三）新疆对外贸易流向

从图3可以看出，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占

新疆贸易总额的51%，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

占新疆贸易总额的16%，新疆与RCEP国家的贸易占

新疆贸易总额5%，新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占新疆贸

易总额的28%。

图 3 2020年新疆对外贸易流向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新疆贸易发展的几个困境：

第一，新疆地处边境，借助地缘优势，新疆贸易以边

境贸易为主，与其他国家贸易相对薄弱；第二，边境

贸易中，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占据贸

易额一半以上，边境贸易发展区域不平衡；第三，新

疆与远距离国家的贸易进展尚未成熟，比如和RCEP

国家的贸易额目前还比较少。

新疆外贸发展长期面临上述困境，但是随着

RCEP正式生效，RCEP成员国关税逐年降低为零，进

出口货物原产地认定条件更加宽松，它的正式生效

不仅给中国外贸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给新疆外

贸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带来新的机遇。

二、新疆与RCEP贸易国的现状

（一）新疆与RCEP成员国近期的合作

新疆政府十分注重与 RCEP 成员国的合作。

2021年 8月 25日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专场活

动——中国新疆-RCEP 成员国经贸合作云对接会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专场)，在乌

鲁木齐市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以“把握RCEP新机

遇构建合作共赢新格局”为主题。来自中外500余

名政府官员、商协会、企业代表，围绕矿业及新能源

领域、纺织及服装领域、农业科技与农产品食品领

域、金融贸易及其他领域，通过“云对接”方式，探讨

抓住RCEP机遇，共话互利共赢。

2022年6月30日举办中国新疆-RCEP成员国优

质农产品云对接，130多家中外商协会，企业家代表

在农副产品、食品、农业技术和农机等领域，就如何

抓住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共话互利共赢，扩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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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

（二）2020年新疆与RCEP国家进出口状况

中国新疆对RCEP成员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农

产品、家具及配件、塑料制品、陶瓷、服装等；主要进

口农产品、机电产品、木制品、塑料等。具体进出口

额状况如图4所示：

图 4 2020年新疆与RCEP国家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从图 4 可以看出，RCEP14 个贸易伙伴国中，

2020年，新疆仅与其中7个伙伴国产生贸易关系，其

中新疆与印度尼西亚的进出口总额最高，达3.25亿

美元；与澳大利亚的进出口总额排位第二，为2.8亿

美元；马来西亚排名第三，进出口总额为1.83亿美

元；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和新西兰，进出口总额

分别为 0.99 亿美元、0.96 亿美元、0.24 亿美元和

808万美元，分居第四至第七位。

RCEP剩余7个成员国都是新疆有待开发的贸易

伙伴，这也说明新疆与RCEP 成员国未来经贸关系

发展潜力巨大。

（三）新疆与RCEP国家的贸易增长率

新疆商务厅副厅长何国庆称：“2020年，中国新

疆与RCEP成员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成

为新增长亮点。我们将RCEP国家作为助力企业开拓

市场的重点方向，RCEP成员国对新疆而言是新兴市

场，RCEP生效实施将加快推动双方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有助于在更高水平上形成新的产业发展优

势，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2016年新疆与7个RCEP国家

的进出口增长率除了印度尼西亚都是负数，新加坡

贸易进出口额增长率减少最多为81%，基本处于断

崖式下跌阶段，说明当时新疆与RCEP国家进出口贸

易趋势不是很乐观；从2017年开始，新疆与RCEP国

家的进出口增长率逐渐好转，新疆与印度尼西亚进

出口贸易增长率为95%，新疆与澳大利亚进出口贸

易增长率 22%，新疆与菲律宾进出口贸易增长率

31%，新疆与柬埔寨进出口贸易增长率385%，新疆与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新西兰进出口贸易增长率虽然

呈现为负数，但是比2016年减少比率有所下降。

表 1 2016-2020年新疆与RCEP国家进出口的增长率

印度尼西

亚

澳大利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西兰

柬埔寨

2016年

（%）

20

-30

-45

-59

-81

-60

-79

2017年

（%）

95

22

31

-56

-49

-27

385

2018年

（%）

48

69

-3

165

354

64

266

2019年

（%）

-14

2383

-83

56

-27

2994

166

2020年

（%）

55

-94

12

48

42

-43

29

2018年新疆与各RCEP国家贸易进出口增长率

基本都有大幅度增加，2019年新疆与各RCEP国家贸

易进出口增长率有新突破。澳大利亚2019年与新

疆的贸易进出口额增长率为2383%，新西兰2019年

与新疆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率为2994%，新疆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出口开始出现井喷式增长。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走向

低迷，这也严重影响新疆与RCEP国家的进出口贸

易，2020年新疆与RCEP国家进出口增长率逐渐放

缓，但是进出口增长率大部分都呈现为正值，说明

进出口额仍然在增长，其中澳大利亚2020年与新疆

的贸易进出口额增长率为-94%，新西兰2020年与新

疆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率为-43%，这两个国家进出口

额增长率呈现负数是因为上一年进出口额出现急

剧上升，受疫情影响2020年订单有所减少。

（四）印度尼西亚与新疆进出口状况

图 5 2015-2020年印度尼西亚与新疆进出口贸易额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从上述几个国家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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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分析从2015-2020年印度尼西亚与新疆的进出

口总额。从图5可以看出，2015年印度尼西亚与新

疆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934万美元，2015-2020年新

疆与印度尼西亚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到2020

年为32243万美元。2015-2020年新疆与印度尼西

亚的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

印度尼西亚的RCEP虽然暂未生效，但是其生效

只是时间问题。生效后大部分关税将降为零，新疆

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成本将大幅度降低，在新疆与

印度尼西亚良好的贸易往来基础上，又带来一个新

的发展契机。

（五）新疆与RCEP国家距离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地区，与中国东部省份的经

济往来中物流成本略高；RCEP成员国大部分处于亚

洲，少部分国家处于大洋洲，距离比新疆到东部沿

海地区还要大。

图 6 新疆与RCEP国家距离/公里

资料来源：通过经纬度得到乌鲁木齐到各国首都距离

从图6可以看出，大部分RCEP国家与新疆的距

离都差不多，都是4000公里左右，只有新西兰和澳

大利亚距离较远，分别是12829公里和10756公里，

但这两个国家不仅是新疆的贸易国，2019年新疆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表明

距离并不会阻碍新疆与RCEP国家的贸易。

既然距离不会从根本上阻碍新疆与RCEP国家

的贸易往来，那么只要解决新疆与RCEP国家开展贸

易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RCEP的建立会给新疆的贸

易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三、新疆与RCEP国家贸易发展面临挑战

2022年 1月 1日，RCEP才对成员国开始陆续生

效，要想充分利用好这个新诞生的贸易区域，对每

个国家都有巨大的挑战。对于新疆而言，特殊的地

理位置，使其在充分融入这个新的平台过程中，面

临的挑战更大。

（一）新疆与RCEP 国家贸易广度有待挖掘

上文图3表明新疆与RCEP国家的贸易只占新疆

贸易总额5%，说明RCEP成立以前，RCEP成员国与新

疆双边贸易不够密切，在贸易品种上不够广泛，在

贸易深度上不够密切。

图 7 新疆与RCEP国家是否发生贸易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从图6、图7可知，在RCEP协议生效前，新疆与

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七个RCEP成员国存在贸易往来

关系；而日本、韩国、缅甸、老挝、文莱、泰国和越南

等七国则是新疆有待建立贸易联系的 RCEP 成员

国。由此可见空间距离不是阻碍新疆与RCEP成员

国开展贸易的根本原因。贸易监管措施、贸易便利

化程度、产品结构、贸易方式、市场交易习惯、生活

习俗及语言可能一定程度上阻碍贸易的正常开展。

（二）新疆对RCEP协议的主要条文的宣传力度

有待深化

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对RCEP对中国贸易影响的

研究，关税的降低加上原产地认证条件放松，大部

分结论都是正向的。但是研究RCEP 的成立对新疆

带来的影响还比较少，理论研究相对缺乏，相关理

论的宣传工作比较欠缺。

开展实际贸易活动的是新疆的各贸易公司，这

些贸易公司包括目前已经与RCEP国家开展合作的

公司，他们可能进一步加深与RCEP国家的合作，还

包括因贸易成本降低而可能新成立公司，这些公司

可能会开创一些新的贸易项目。但是所有公司现

在面临同一个问题，只知道RCEP是一个好平台，但

是不太明白具体规则，不知道该如何借助这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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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贸易活动。

（三）疫情加大新疆与RCEP国家贸易难度

2020年新冠疫情风卷全球，至今疫情影响仍在

持续，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严重受阻，国内经济也受

到重创。新疆与RCEP国家距离又遥远，文化风俗语

言相差又很大，贸易前期基础又薄弱，要充分利用

RCEP来提高新疆贸易的结构和质量，那么新疆与

RCEP国家贸易便利化必须提高。

四、新疆与RCEP国家贸易发展策略

虽然各方面数据都表明，目前新疆与RCEP国家

的合作不够深入，但中国加入RCEP后，新疆与各贸易

伙伴国的关税将逐渐降为零，这将大大降低新疆与

RCEP国家贸易成本。不仅仅是中国国际贸易发展新

机遇，也是新疆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机遇。只要抓住这

个契机，积极制定有利于新疆与RCEP国家发展的相关

政策，对于促进新疆贸易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积极拓展新疆与RCEP成员国新市场

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看，新疆目前与RCEP成员

国的贸易都蕴藏巨大潜力。从广度来看：在农产品

行业，新疆出口农产品数量排第五，属于新疆主要

出口商品，日韩一直是中国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

但新疆与日韩的农产品市场还未打开，RCEP的建立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有望打开新疆与日韩的农产品

市场。从深度来看，新疆进出口商品中农业都有一

定比重，但是这个金额可以继续提高。新疆的瓜

果、肉和奶制品品质都非常高，但是运输风险极高，

RCEP中明确要求普通货物尽可能在抵达并提交所

需信息后48小时内放行，易腐货物和快运货物尽量

在6小时内放行。这一政策有利于新疆瓜果、肉和

奶制品等生鲜产品在货物运输、清关过程中减少损

耗，降低成本，新疆出口农产品种类和数量可以进

一步扩大。

RCEP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但还有多个未开发的市

场。所以新疆应该抓住机遇，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

上，制定地区性贸易优惠政策，打造良好的贸易营商

环境，助力新疆外贸企业与RCEP国家的商贸活动。

（二）抓住RCEP关税大幅度下调的机遇

RCEP成员国大部分商品的关税将逐渐降低为

零，这将大大降低成员国内贸易成本，接下来从中

国与RCEP成员国货物贸易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和

中国承诺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两个视角举例说明：

表 2 中国与RCEP成员国货物贸易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

RCEP成员国

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中国对成员国立即零

关税比例（%）

67.9

67.9

67.9

67.9

67.9

67.9

67.9

67.9

67.9

67.9

25

38.6

64.7

65

成员国对中国立即零

关税比例（%）

76.5

29.9

65.1

29.9

69.9

30

80.5

100

66.3

65.8

57

50.4

75.3

65.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从表2可以看出，RECP生效后很多国家大部分

商品立马将关税降低为零，其他商品大部分在未来

十年内关税也将逐渐降低为零，这条规则将大大降

低新疆进出口企业与RECP成员国的外贸成本。

表 3 中国承诺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

东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韩国

中国承诺的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

90.5%

90%

90%

86%

8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将对RECP成员国的大部分

商品关税降低至零，其中对东盟最终零关税税目比

例最高为90.5%，日本和韩国最终零关税税目比例

相对较低，但是也达到86%。这将大大降低中国新

疆进口商品的成本，这一政策将进一步提高新疆与

RCEP成员国进口的潜力。

这些政策都将对新疆进出口公司带来积极影

响，但是大部分公司对这一规则并不了解。新疆应

该抓住RCEP成员国关税下调的机遇，做好理论研究

和基础宣传工作：首先应该加大在科研力度，支持

科研人员深入分析RCEP对新疆贸易发展影响的理论

研究，这些理论研究又可以作为宣传的材料，政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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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高校应积极利用这些理论成果开展线上和线下讲

座，帮助企业了解RCEP规则，并且能够深度解读RCEP

政策对新疆未来十年外贸发展格局的影响。

（三）充分利用原产累积规则的红利

RCEP规定货物贸易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假

如商品X适用原产地标准为区域价值40%，当商品X

从A国出口到RCEP成员国B，如果商品X使用除A国

之外RCEP成员国原材料，都可以计入区域价值累积

值，例如表4：

表 4 商品X原产地累积

A 国原材料价值 5%（RCEP 成员

国）
C 国原材料价值 15%（RCEP 成

员国）
D 国原材料价值 28%（RCEP 成

员国）
F 国原材料价值 52%（非 RCEP
成员国）

B国（RCEP成员国）

核定商品X原产地区域价值

为48%，商品X可以视为A
国原产地商品。

资料来源：整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所得

虽然商品X在A国原材料的价值未达到40%，但

是A国属于RCEP成员国，在统计商品X的原产地时，

可以将所有RCEP成员国原材料价值加总，价值为

48%，只要这个比例高于规定区域价值累积之和，此

商品就可以认定为A国为原产地。

较为宽松的原产地规则，扩大了新疆进出口过

程中可以享受贸易优惠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了新疆

与RCEP成员国贸易的机会和可能。

（四）培养和招聘精通小语种的人才

在RCEP成立前，新疆与RCEP国家贸易的格局十

分明显，新疆与使用英语或者使用华语比较多的国

家贸易往来较为密切，新疆与RCEP成员国中小语种

语言体系的国家完全没有贸易往来。

其中新西兰、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

西亚、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都与新疆贸易关系密

切，这些国家大都使用英语或华语；其中日本、韩

国、缅甸、老挝、文莱、越南和泰国与新疆无贸易往

来，使用语言体系较为复杂，七个国家使用七种不

同语言。

新疆整体教育水平相比国内地区存在一些差

距，精通小语种的人才凤毛麟角，所以语言体系成为

严重阻碍新疆与其交流的重要原因，新疆应该多培

养和招聘相关人才，尤其是针对精通日语、韩语、缅

甸语、老挝语、马来语、越南语和泰语等相关人才，要

给予人才一定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待遇。通过打通

语言障碍，有利于打通新疆与其他RCEP成员国的贸

易往来，能够进一步改善新疆贸易结构和贸易质量。

（五）数字经济助力新疆与RCEP成员国贸易扩展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全世界的经济带

来严重的打击，严重阻碍了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在

线下交易受到重创时，数字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2022年疫情仍在反复，疫情的长期存在，使得数字

经济在国际贸易间作用越来越重要。在RCEP成员

国关税将要逐渐降低为零的关口，新疆应该积极搭

建与RCEP成员国数字平台，促成多方资源整合，进

一步降低新疆与RCEP成员国间贸易成本。比如在

跨境环节，可以搭建新疆与RCEP成员国外贸企业直

通车服务平台，落实推进原产地管理系统“智能审

核+自助打印”，实现证书“即报即签”，为企业原产

地证书获取提供便利；在营销展示环节，可以利用

VR技术，建立虚拟展馆，利用数字技术完成线上广

交会，大大减少各国企业参加产品交流会的成本。

RCEP国家地处亚洲和大洋洲，与新疆接并不接

壤，甚至距离遥远。数字经济平台的建立，不仅可

以大大降低新疆远距离外贸的成本，使新疆摆脱远

距离外贸薄弱困境成为可能，还可以降低疫情等不

确定因素对新疆贸易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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