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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北亚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巴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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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对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通过综合考虑经济、政策、技术、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本文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区
域贸易的便利化进程。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以及贸易依赖度是推动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基础；贸易政策和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为贸易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贸易效率和降低了
成本；社会信任和文化交流的加强有助于减少文化障碍，促进贸易合作；地缘政治因素，包括地区安全和政治稳定性，对贸易便
利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波动等挑战，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等也为贸易便利化
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最后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社会文化交流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等政策建议，以期进一
步推动中国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和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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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e facili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Korea, North Korea and the Far East of Russia) and explore its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y taking into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technol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se factors work together to facilitate 

regional trade. The study finds that economic growth, complementar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rade dependence ar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promoting trade facilitation. Trade polic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rad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technology,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rade efficiency and reduced costs;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trust and cultural exchanges can help reduce cultural barriers and promote 

trade cooperation; Geopolitical factors, includ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rade facilitation. 

Despite challenges such as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facilit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hance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spond to geopolitical risk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sperity betwee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trade facilitation; China; Northeast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o-cultural exchanges; Geopolitical risks

1 引言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际贸易已成为推动各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之一，其与

东北亚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贸易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东北亚地区不仅地理位置优越，经

济互补性强，而且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贸易便

利化作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其发展状况直接关

系到区域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如何通过

政策协调、技术创新、社会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风险管理等手

段，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通过

深入研究，本文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

的现实情况，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基础
贸易便利化是指通过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降低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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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贸易效率，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其理

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在国

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等

都为贸易便利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

专注于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并通过贸易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新贸易理论则强调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

易的影响。新新贸易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间的异质性和内生

技术进步在贸易中的作用。这些理论为理解贸易便利化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现状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历史悠久，近年来更是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重

要贸易伙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对

东北亚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纺织品和化工产品，

而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则包括高技术产品、汽车和农产品等。

尽管贸易规模不断增加，但贸易便利化程度仍有待提高。贸易

壁垒、物流成本高企和政策协调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了

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2.3 现有研究综述
现有文献对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便利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

明贸易便利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贸易便利化与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三是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效果评估，研究发

现简化贸易程序、降低关税壁垒等措施对促进贸易具有积极作

用。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贸易便利化影响因

素的分析不够全面，对不同国家间贸易便利化的差异性研究不

够深入等。

3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分析

3.1 贸易规模与结构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

显著的发展。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东北亚地区主要经济体的

重要贸易伙伴。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中国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

贸易伙伴之一。2023 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均保持

增长，显示出两国在贸易领域的紧密联系。韩国同样在与中国

的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在高技术产品和电子产品方面。

此外，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也在稳步增长，主要涉及能源、

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贸易结构方面，中国对东北亚国家的出

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产品，如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纺织品，

而进口则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如汽车、精密仪器和化工产品。

3.2 贸易便利化措施
为了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便利化，东北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降低关税壁垒：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

易协议，降低或取消关税，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

简化海关程序：通过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系统，

简化海关申报、检查和放行流程，减少通关时间。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港口、铁路和公路等物流

基础设施，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推动电子贸易：鼓励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利用互

联网和移动技术，促进跨境贸易的便利化。

加强政策协调：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政策沟通和协

调，解决贸易中的障碍和问题。

3.3 贸易便利化效果评估
尽管采取了多种贸易便利化措施，但实际效果评估显示仍

有改进空间。一些关键指标，如贸易成本、通关时间、物流效

率等，仍显示出一定的不足。例如，尽管关税壁垒有所降低，

但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认证要求等仍然存在，增加了贸易

的复杂性和成本。此外，物流效率和供应链管理仍需进一步提

高，以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政策协调方面，虽然有诸多努力，

但各国在政策实施和执行上仍存在差异，影响了贸易便利化的

整体效果。因此，进一步深化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强政策协调

和执行，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效果的关键。

4 影响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因素分析

4.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增长水

平、产业结构和贸易依赖度等经济指标对贸易便利化有着直接

的影响。

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国家的购买力，扩大市

场规模，从而促进贸易。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为双方

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是促进贸易的重要因素。中

国与东北亚国家在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方面各有优

势，这种互补性有助于促进贸易便利化。

贸易依赖度：贸易依赖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

赖程度。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较高的贸易依赖度促使双方不断优

化贸易环境，推动贸易便利化。

4.2 政策因素
政策是推动贸易便利化的重要驱动力。贸易政策、法规和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政策因素对贸易便利化具有显著影响。

贸易政策与法规：贸易政策如关税、配额、补贴等直接影

响贸易成本和贸易便利性。简化和协调贸易政策与法规有助于

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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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等，通过降低关税壁垒、促进政策协调，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从而促进贸易便利化。

4.3 技术因素
技术进步是推动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力量。信息技术、物流

技术等在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如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

极大地提高了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通过网络实现的贸易交易

和物流管理，减少了时间和成本。

物流技术：物流技术的进步，如自动化仓库、智能运输系

统等，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从而促进了贸易便

利化。

4.4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在贸易便利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信

任、文化差异和交流障碍等都会影响贸易的便利性。

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贸易合作的基础。高信任度可以减

少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合作。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在历史、文化

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可以增进相互信任。

文化差异与交流障碍：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贸易双方的沟

通和理解，增加交易成本。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和教育，可以减

少文化障碍，促进贸易便利化。

4.5 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是影响贸易便利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地区

安全、政治稳定性和地缘政治竞争等都会对贸易产生影响。

地区安全与政治稳定性：地区安全和政治稳定是贸易顺利

进行的前提。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会增加贸易风险，影响贸易便

利化。

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地缘政治竞争可能会引发贸易保护

主义，增加贸易壁垒。而地缘政治合作则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促进贸易便利化。

5 案例研究

5.1 中日贸易便利化的案例分析
中日两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合作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

RCEP 框架下的合作：2020 年 11 月 15 日，中国、日本和

韩国等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这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

定正式达成。RCEP 的生效将全面提升中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进一步加深两国在亚太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紧密关系。

例如，RCEP 将促进中日两国在电子电气产品、机械产品、汽车

和光学产品等方面的贸易发展，降低关税壁垒，增强两国经贸

联系。

江苏省与日本的经贸合作：江苏省是中国与日本经贸合作

的重要省份。2020 年，江苏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591.41

亿美元，占中日双边贸易额的将近 1/5。江苏省与日本在贸易、

投资、技术合作等方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江苏省的日资企

业数量众多，直接使用日资 243.5 亿美元，显示出双方在经济

合作中的紧密联系。

地方合作示范园区：江苏省已批准 7 家省内开发区为首批

中日韩江苏产业合作示范园区，进一步深化了江苏省与日韩产

业的合作，助力构建多领域、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平台，形成

了中日韩地方合作的循环体系和新的增长点。

5.2 中韩贸易便利化的案例分析
中韩两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合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以

下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

中韩FTA的签署：2015年，中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

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中韩 FTA 涵盖了广泛的领域，

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根据协定，韩国对自中国

进口的 99.9% 商品取消关税，中国也对自韩国进口的大部分商

品实施零关税。这一协定的签署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汽车、电

子产品、纺织品等领域的贸易。

地方合作：中韩两国在地方层面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例

如，韩国与拉丁美洲五国签署了“韩—中美洲国家 FTA”，并

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这一协定的签署不仅促进了韩

国与中美洲国家的贸易，也为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提

供了新的机遇。

中韩经贸合作的路径思考：中韩两国在经贸合作方面有着

广阔的前景。中国企业可以到韩国打开新的经贸合作局面，这

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未来，中韩合作除了贸易、投资等

双边合作之外，还要进一步探讨对外经济政策对接的可行性及

新路径，将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打造成为重要的增长点。

5.3 中俄贸易便利化的案例分析
中俄两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合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以

下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

能源合作：能源合作是中俄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

成果最多的领域。2021 年，中国自俄进口能源产品 3342.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4%，占当年中国自俄进口总值的

65.3%。俄稳居中国第一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例如，中俄原油

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田湾核电站

1 至 4 号机组等重大合作项目稳定运行，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

能源领域的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中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

显著成果。例如，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桥和同江中

俄黑龙江铁路大桥的建成，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贸易便利化。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不仅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运输成

本，也为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跨境电商：中俄跨境电商保持高速发展。2021 年，中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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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电商贸易额增长 187%，显示出两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潜

力。例如，中国品牌汽车在俄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华为、小米

等中国品牌电子产品受到俄民众青睐。同时，越来越多俄罗斯

农产品摆上了中国老百姓的餐桌，显示出两国在电子商务领域

的合作潜力。

这些案例展示了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具

体实践和成效，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和启示。

6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挑战与机遇

6.1 挑战
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在推动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一

系列挑战。首先，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自由贸易

构成了威胁，增加了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从而提高了贸易成

本并限制了市场准入。其次，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如汇率波

动和市场需求变化，给贸易稳定性带来风险，增加了企业的经

营难度。此外，尽管关税壁垒有所降低，但技术标准和认证要

求等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增加了贸易的复杂性和成本。物流

效率和供应链管理的不足也是一大挑战，高运输成本和长通关

时间影响了贸易的效率。政策协调不足也是一个问题，各国在

政策实施和执行上的差异影响了贸易便利化的整体效果。最后，

地缘政治风险，如地区安全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可能增加贸易

风险，影响区域经济合作。

6.2 机遇
尽管存在挑战，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也拥

有诸多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尤其是《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实施，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增强了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数字经

济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

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技术创新，如信息技

术和物流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加强社

会文化交流和教育可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减少文化障碍，

促进贸易合作。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加强可以解决贸易中的障碍

和问题，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协调贸易政策，促进贸易便利化

措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地缘政治合作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和贸易便利化，共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维护区域稳定和繁

荣。此外，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拓展贸易和投

资的新领域，共享资源和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7 政策建议与展望

7.1 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首

先需要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各国应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如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

确保贸易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具体建议包括：

建立定期的政策对话机制：通过定期的政策对话，及时解

决贸易中的障碍和问题，促进政策的透明和可预测性。

推动贸易政策的协调一致：各国应努力减少贸易政策的差

异，推动贸易政策的协调一致，降低贸易壁垒。

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

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强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

7.2 促进技术创新与应用
技术创新是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各国应积极

推动技术创新，并将其应用于贸易领域，以提高贸易效率和降

低成本。具体建议包括：

推广信息技术在贸易中的应用：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提高贸易的透明度和效率，降低贸易成本。

加强物流技术创新：通过自动化仓库、智能运输系统等技

术，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缩短通关时间。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政策支

持和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和应用。

7.3 增强社会文化交流与理解
社会文化交流和理解对于促进贸易便利化具有重要作用。

加强社会文化交流和理解，可以增进相互信任，减少文化障碍，

促进贸易合作。具体建议包括：

加强文化交流项目：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增进双方人民的

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

促进教育合作：通过教育合作项目，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人才，提高双方在贸易中的沟通和理解能力。

支持民间交流：鼓励和支持民间交流，促进双方人民的直

接接触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7.4 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应

积极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维护区域稳定和繁荣。具体建议包括：

加强区域安全合作：通过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地

区安全挑战，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

推动政治对话和互信：通过政治对话和互信，解决地区争

端和矛盾，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地缘政治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识

别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减少其对贸易的影响。

通过上述政策建议，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可以进一步推动贸

易便利化，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8 结论

8.1 研究总结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与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多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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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通过综合分析经济、政策、技术、社会文化和地缘政

治等方面，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区域贸易的便利化

进程。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以及贸易依赖

度是推动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基础；而贸易政策、法规和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则为贸易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技术进步，

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贸易效率和降

低了成本。社会信任和文化交流的加强有助于减少文化障碍，

促进贸易合作。地缘政治因素，包括地区安全和政治稳定性，

对贸易便利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经

济波动等挑战，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等也

为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些发现为理解中国与东北亚

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现实情况提供了全面视角，并为相关政策制

定者提供了决策参考。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也

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数据的局限性是一个主要问题。研究

依赖于现有的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可能未能涵盖最新的贸易

动态和政策变化。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数据收集和实

时更新，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其次，分析方法的局限

性也不容忽视。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结

合定量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模型，进一步验证影响因素的

作用机制和效果。此外，案例研究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

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多的案例研究，增强研究的代表性

和普遍性。在政策建议方面，本研究提出的建议主要基于当前

的贸易环境和政策背景，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新的政策变化和

贸易环境，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建议。展望未来，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在新兴领域的贸易合作，如

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同时，也可以关注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对区域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提出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贸易政

策和策略。通过不断深化研究和完善政策，中国与东北亚国家

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贸易便利化和区域经济

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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