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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协议生效对山西省外贸行业的影响研究

王文娟 1  冯笑凡 2

2022 年 1 月 1 日，由中国、

日 本、 韩 国、 澳 大 利 亚、 新 西

兰和东盟 10 国 共 15 方 签 订 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正式对 10 国成员生效，

随后 2 月 1 日起、3 月 18 日起和 5

月 1 日起对韩国、马来西亚和缅

甸正式生效，2023 年 1 月 2 日起

对印度尼西亚生效，截至目前生

效实施的成员国已达到 14 个。

通 过 对 与 RCEP 国 家 有 外 贸 往

来的辖内企业开展调研发现，

RCEP 协 议 生 效 对 山 西 省 外 贸

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蕴含挑

战。具体表现为 ：RCEP 协议生

效可加速山西省与 RCEP 成员国

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贸易成本

降低，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加速服务贸易及跨境电商发展

提质增效，但同时可能加剧出

口产品国际竞争，使本土产业

面临外部冲击，服务贸易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面临挑战，造成

区内风险传播隐患。

摘  要 ：2022 年 1 月 1 日，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 10 国共 15 方签订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最大自贸区起航。RCEP 协定削减区内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其高质量互惠的制度安排，对山西省外贸行业的影响存在双重性。本文从 RCEP

的内容及特点出发，结合山西省外贸具体情况，分别分析 RCEP 协议生效对山西省外贸行业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借助 RCEP 协议推动山西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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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省与 RCEP 成员

国外贸现状

货物贸易方面①，2022 年，

山 西 省 对 RCEP 成 员 国 进 出 口

占 辖 内 进 出 口 总 额 的 12.9% ；

对 RCEP 成员国货物贸易收付汇

占辖内货物贸易收付汇总额的

6.1%。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

业结构特点，山西省对 RCEP 成

员国出口以数字式手机、法兰、

无烟煤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进口则以铁矿粉、镍铁、镍矿等

资源性商品为主。

服务贸易方面，2022 年，山

西省与 RCEP 成员国间的服务贸

易涉外收支总额占山西省服务贸

易涉外收支总额的 4.6%，主要

交易类型为境外建设即境外承

包工程项下的相关服务，对涉

RCER 成员国服务贸易收支的贡

献度为近四成。 

外 商 投 资 方 面，2022 年，

山西省吸引 RCEP 成员国投资占

山西省吸引外资比重为 57.1%，

对 RCEP 成员国投资占山西省对

外投资比重为 60.8%，吸引外资

和对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为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二、RCEP 协定生效为山

西省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一）加速与 RCEP 成员

国货物贸易资金收付规模增长、

参与主体扩容

一 是 与 RCEP 协 议 已 生 效

成员国货物贸易涉外收付汇规

模增长显著，2022 年，山西省对

RCEP 成员国货物贸易收付汇同

比增长 21.9%，其中与韩国、澳

大利亚、日本、泰国、越南、印

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收付汇总额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28.5%、435.1%、

8.4%、12.4%、6.0%、53.7% 和

161.7%。二是涉及 RCEP 成员国

的货物贸易参与主体增加，2022

年，山西省辖内涉及 RCEP 成员

①数据来源于外汇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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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出口及货物贸易收付汇业务

的企业主体数同比增长 1.7%。

（二）关税减让降低出口成

本，有利于提高中小微企业产品

出口力度

RCEP 协 定 其 他 14 个 成 员

国中，日本属于与我国首次签订

自贸协定，另外 13 个国家先前

均已与我国签订了自贸协定，通

过比较 RCEP 成员国减让关税水

平和已签订自贸协定减让关税

水平可知，RCEP 协议可有效降

低我国对日本、越南、印尼等

国的出口关税成本。2022 年，

山西省对日本、越南、印尼出

口总额占山西省出口总额比重

为 5.2%，部分中小微企业受关

税调整影响较大。辖内 ZXRC 公

司主营活性炭出口业务，2022

年，其对日出口活性炭 378.5 万

美元，同比增长 72.9%，占其出

口总额比重为 42.5%，日本活性

炭进口关税由去年的 2.9% 降低

为 RCEP 生效后的零关税，出口

成本下调有效推动了企业的出口

总额提升。

（三）原产地累计规则及投

资贸易便利化措施释放政策红

利，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

RCEP 成员国包含发达国家

及发展中国家，区域内劳动力、

资本、技术等各要素齐全、互补

性强，RCEP 原产地“区域累积

规则”更有利于山西省企业在

RCEP 范围内依据比较优势优化

产业链布局。一是山西省在建筑

业、采矿业等方面具备较强技

术、服务和资本优势，而东盟国

家基础建设市场需求旺盛，澳大

利亚、印尼为山西省主要资源

进口国，RCEP 投资便利化措施

有利于山西省大型企业赴资源

禀赋充裕的成员国家开展相关

投资业务、进行设备和技术输

出。辖内 DJZN 公司立足山西省

优势，调整优化本省产业链的同

时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在泰

国、马来西亚建设海外生产项

目，将资源消耗强度大、技术

含量低的环节进行有序转移，

2022 年，该企业汇回境外承包

工程相关收入 188.3 万美元，同

比增长 22.8%，坚定了公司扎根

东盟国家的信心。二是强化与日

韩汽车制造等区内高科技产业的

引进及合作，减少对美供应链依

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国

际竞争力。辖内 RYLK 公司从日

本、美国等地进口癌抗原试剂等

用于医药研究及制造，由于日本

在先进医疗技术领域具备研发制

造优势，2022 年该企业从日本进

口 92.4 万美元医药用品，同比增

长 92.9%，占其进口总额比重为

43.9%，企业表示将会持续深化

与日医药领域合作。

（四）RCEP 搭建良好的服

务业对外开放平台，货物贸易发

展为服务贸易需求增长提供契机

一是 RCEP 其他成员国在建

筑、房地产等服务部门都作出了

高水平开放承诺，有利于山西省

大型龙头建筑企业加速区内工程

承包，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辖

内 SQJ 公司在新加坡承包大型工

程 建 设，2022 年 收 汇 600 万 美

元，占该企业境外承包工程总收

汇额的 60.7%。辖内 NJDK 公司

在越南、柬埔寨等地承揽工程项

目，2021 年全年服贸项下收汇

1196.3 万美元，受工程计划安排

影响 2022 年暂未收汇，企业反

馈其在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地

的新能源项目得到当地支持，其

战略规划也将继续向 RCEP 成员

国倾斜。二是日本、韩国、新加

坡在钢铁低碳技术研发、汽车制

造、芯片研发、品牌设计等方面

成绩突出，山西省相关产业可加

强与日韩相关领域合作，推动服

务贸易双向增长。2022 年，山

西省两家对日支出特许和商标使

用费企业，合计支出同比增长

53.3 倍。三是区域货物贸易增长

将激发服务贸易发展活力，助推

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货运、维修等

相关业务发展，形成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融合。2022 年，山西省

对 RCEP 成员国的维护和维修服

务收支总额同比增长 1.9 倍。

（ 五 ）RCEP 提 供 贸 易 空

间，有利于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

态提质增量

RECP 协定简化海关通关手

续、促进贸易便利化、加速中小

企业信息共享，同时推广电子认

证和电子签名，涵盖数据流动、

电子商务网络安全、信息安全、

中小企业等议题，促进电子商务

政策和规则的互信互认，有利于

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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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山西省跨境电商发展尚处

起步阶段，以出口型中小微跨境

电商企业为主，主要目的地为北

美和欧洲，但 RCEP 市场潜力巨

大。2022 年，山西省与 RCEP 成

员国间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215.5%，占跨境电商进出

口总额比重为 27.5%，东盟市场

对产品和物流的要求与欧美成熟

市场相比较低，进而使其成为跨

境电商发展的蓝海地区。RCEP

成员国中，山西省电商主要伙

伴地区为泰国（26.2%）、菲律宾

（14.5%）和日本（14.3%）。辖内

JTYG 公司主要通过阿里巴巴平

台出口磁材，企业反馈今年以来

新增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RCEP

成员国客户，其业务量占比约为

20%，今后会继续加大对东盟市

场的开拓力度。RCEP 将进一步

降低跨境电商的运营成本，提升

通关便利化效率，辖内跨境电商

企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三、RCEP 协定生效后山

西省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一）产品出口优势不突

出，国际市场竞争逐步加剧

山西省对 RCEP 成员国主要

出口数字式手机、法兰、无烟煤

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相较于东盟

国家制造成本高、同质化竞争激

烈。此外，日韩的汽车零部件、

印尼的不锈钢、新加坡的化工产

品将对山西省相关产品的出口

造成冲击，加之 RCEP 正式生效

后，上述具备比较优势的商品在

协议区内出口成本更加低廉，国

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从对辖

内苹果手机“代工厂”的调研发

现，苹果公司倾向于把产业链向

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转移，

该“代工厂”在印度、越南等地

的投资建厂规模正在扩大，虽由

于生产手机型号有所差别，短期

内影响尚可控，但长期来看仍对

其订单量造成威胁。

（二）本土产业面临外部冲

击，产业外移现象或将出现

协议生效后，东盟的农产

品、澳大利亚的资源型产品、日

本的化妆品和电器产品、韩国的

服装与电子产品等区域内优势产

品，都会以较低成本进入山西省

市场，部分以中间品为原料的企

业也能获得更具价格优势的原辅

料，给部分本土制造和加工行业

带 来 冲 击。 辖 内 JBJ 公 司 2022

年新开拓从马来西亚进口休闲食

品业务，截至年底共进口 15 笔

价值 4.1 万美元。辖内 MS 公司

主要从韩国、日本进口各类潮

流服饰，2022 年进口 34 笔总计

4.8 万美元，日韩服饰款式新颖

受到市场追捧，将取代部分境内

服饰采购比例。此外，山西省大

多外向型企业多从事于组装而非

创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

仍是目前其在市场获利的主要因

素，叠加 RCEP 区内对外投资便

利化水平提升，部分以成本为导

向的中低端产业可能外迁至协议

伙伴国家，这将对本土劳动密集

型产业造成一定冲击。

（三）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亟需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面临挑战

山西省服务贸易结构欠佳，

主要依赖境外建设、别处未涵盖

的维护和维修服务等传统方式，

而在知识产权服务、技术服务、

专业和管理咨询、研发成果转让

等方面发展均处于起步阶段，相

较于日韩来说缺乏比较优势。此

外，山西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

心竞争力尚未形成，RCEP 生效

后，日韩等国的新能源汽车制

造、高科技芯片制造、高端装备

制造等成熟产业将与山西省相关

新兴产业同台竞争，急需加快

发展步伐、寻求战略合作。辖

内 BK 公司主要为日韩动漫制作

公司代工作图，由于动漫设计端

还停留在日韩，代工费附加值

低，且疫情发生后代工费减少约

50%，企业利润压缩严重，2022

年该企业自日韩动漫技术服务费

项下收汇同比缩减 51.1%。辖内

AS 公司从事软件开发业务，该

企业反馈其日本客户对合作方资

质审核严格，订单签订前需实地

考察交易对手经营情况，而日本

本土软件开发企业技术实力更为

雄厚，国内外软件开发市场竞争

持续激烈。

（四）区域内依赖程度提高，

关联效应亦加剧风险传播

RCEP 区域一体化带来了商

品、生产要素、产业以及人员流

动一体化，在给区域内带来巨大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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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的同时，风险关联效应也愈

加显现，一旦区域内某一国家或

地区发生政治、经济金融等风

险，很有可能通过产业链、供应

链和资金链迅速传播至区域内其

他国家。调查显示，山西省中小

微外贸企业占全省外贸企业比重

八成以上，80.5% 的企业处于全

球供应链中下游，风险甄别和预

警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

在危机中受到的风险和冲击的概

率更高。

四、借助 RCEP 推动山西

省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策略

（一）拓宽政策宣导渠道，

配套服务保障体系

各政府职能部门应通过“线

上 + 线下”双渠道加强对 RCEP

规则及标准、成员国市场实况、

关税优惠政策的解读，并通过问

卷调查、实地调研、专题访谈等

形式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在政策

理解和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难点和

堵点并进行跟踪辅导 ；督促企

业主动开展 RCEP 原产地证书申

领，指导企业用活原产地规则 ；

建立大数据系统为企业提供强有

力的市场需求、物流运输、外汇

结算等信息支撑服务，方便企业

在日常业务中查询和使用。

（二）实现便利化政策倾斜，

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力度

加大与 RCEP 成员国贸易往

来企业的便利化政策倾斜力度，

积极支持 RCEP 相关企业加入便

利化试点范畴，提高其外贸参与

度，便利其报关、物流、融资和

结算等业务。针对我省的优势产

品和国际市场需求，支持焦炭、

不锈钢卷板、硅铁、活性炭等商

品对日出口 ；支持无烟煤、不锈

钢卷板、煅烧高岭土、镀锌铁丝

对印尼出口 ；支持叶片、传动系

统、电力控制台、太阳能电池片

对越南出口，实现优势产品和需

求市场的有效对接。

（三）优化产业布局，提升

核心竞争力

基于 RCEP 相关条款，根据

山西省产业特点，优化区域内资

源配置。支持煤炭、钢铁等本土

优势产业“走出去”，实现境外

投资建厂 ；推动 RCEP 区域内跨

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 ；支持

电子信息、新能源制造等产业基

础技术研究和原始技术自主创

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

品国际竞争力。

（四）推动服务贸易提质增

效，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抓住服务贸易开放契机，充

分利用 RCEP 关于自然人移动和

专业服务相关规则，依托国际会

展平台，深化山西省企业与日韩

信息服务、研发服务、设计服务

等项目交流合作，重点支持境外

承包工程服务项目，大力培育服

务外包主体。推动山西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

化发展，坚持创新驱动，集中优

势资源，加速新兴产业生态建设。

（五）建立应急预案及预警

机制，防范各类潜在风险 

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和风

险，扎实做好各种预案应对工

作，建立预警平台和相关机制，

警惕产业链、供应链的连锁冲

击。引导银行根据 RCEP 市场特

点开发资产证券化、汇兑风险对

冲等创新金融产品，为市场主体

提供高质的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

和高效的服务。鼓励企业增强风

险管理意识，用好用足信用保险

政策，并通过外汇衍生品有效规

避汇率风险，提高跨境人民币结

算比例，增强自身风险防控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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