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贸易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与新加坡签定的第一个自由

贸易协定，将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本文运用要素

禀赋、比较优势等国际贸易理论，采用国际贸易理论就该协定产生

的条件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介绍，认为中新自贸区协议的签订具

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中 - 新双边贸易

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同时，中 - 新双边贸易发展存在一定

改进的空间。只要两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利用各自的地理及

人文优势，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领域，定能开启两国国际贸易往来新

篇章。

一、自由贸易区综述

步入新世纪，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作为世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世界最具有发展活力的新兴工业国新加

坡，均被视为当今世界最有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市场巨大，而新加

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加坡，其国内经济的稳定主要依靠

海外市场的发展；同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也正面临着海外市场

的开拓、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管理战略转型等问题。在这样的

背景下，自 2003 年新加坡开始酝酿同中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

2008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近年来，中新经贸合作成果显著，据有关统计显示，新加坡目前

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近年

来受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额有了些许波动，但是作

为亚太“经济强国”共同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两国双边贸易仍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

二、关于自贸区建立的理论分析

1.产业间贸易

（1）现状综述

有关数据反应，近年来两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

这是由于两国在双边贸易中有较强的互补性。新加坡对中国主要出

口精密机电产品，例如，数控车床，精密测量仪器等。同时，我国对新

加坡主要出口经过简易加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例如，中

低端电子产品，矿物燃料、家具等。为典型的产业间贸易，为此本文采

用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①与要素禀赋理论②加以分析。

（2）理论分析

“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要比在别的地区便

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拥有的比其他地区较便宜

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的生产的商品。

———俄林

如图 1 所示，EA、EB 分别表示 A、B 两国的要素总量组合。

ρA>ρB，故 A 国为资本丰富的国家，B 国则为劳动丰富的国家。即 A

国为现实中的新加坡，B 国为中国。

图 1

即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两国 X 和 Y 两种

商品的生产能力，从而引起供给能力的差别。两国供给方面的差别，

可通过两国 PPF 的偏向性来直观地加以刻画。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在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A、B 两国 PPF 的相互位置关系不一

定非得是图 2 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但不管互相位置如何，有一点是

肯定的，即资本丰富国家的 PPF 相对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

丰富国家的 PPF 则相对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劳动密集

型商品在中国的生产成本要远远小于新加坡，而技术密集型产品由

于自身技术条件有限则进而只有从外部进口。由此产生了两国产业

间贸易。

图 2 图 3

2.产业内贸易

（1）现状综述

从产品结构上看，2015 年，中国自新加坡进口的前 5 位产品有

电子、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机械、塑料及其制品和矿物燃料，

其中，以电子产品进口最多，占到进口总额的 37%。同期，中国对新

加坡出口的前五位产品是电子、机械、船舶、矿物燃料和家具。其中，

电子产品出口也是最多，占出口总额得 42%。可见区别于传统的贸

易理论假设，中新主要进出口产品同为电子产品，产业间贸易居多，

为此本文采用重叠需求理论③进行分析和介绍。

（2）理论分析

核心思想：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需求结构

与收入水平决定的。如图 4 所示，蓝色阴影部分即为两国重叠需求

部分。收入水平越接近，重叠需求就越大，则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

（国内市场 + 国外市场）越广阔，那么通过出口贸易就可获取更多利

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及理论分析

■和 壮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作为亚洲的两个贸易进出口大国 -- 中国和新加坡，它们之间贸易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东盟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各国贸易

经济，所以我们对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及前景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本文针对近几年中国与新加坡贸易发展现状展开了理论性

的分析，其中包括双方贸易合作的现状，两国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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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收入水平差距越悬殊，则很多国内产品相对国外市场来说要么

太低劣、要么太高档，重叠需求就越小，那么就无法通过出口贸易开

辟国外市场。

图 4

结合当下两国实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获得了飞速

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显著提升，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的新加坡的差距逐渐缩小，加之新加坡华人众多，价值观、爱好等心

理因素相似，转化至消费行为上产生了众多相似的偏好，由此创造

了产业间贸易发生的可能。

三、前景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中 - 新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

自贸区的建设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意义。随着两国经济规模的不

断扩大、市场环境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提高，

双边贸易发展空间巨大。可是，中 - 新双边贸易发展也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贸易结构性的失衡，尤其是新加坡在服务贸易上具有明

显顺差。自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中新贸易开始显著发展，但速度较

慢，这也表明两国的贸易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作为首个同中

国签署全面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也是中国在东盟贸易中第二大合

作伙伴，中新两国应努力实现“零”关税，另外在服务贸易、人员往

来、海关程序、卫生及植物检疫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再创双边贸

易发展新辉煌。

注释：

①由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②最早由赫克歇尔（Heckscher,1879-1959）和俄林（BertilOhlin）师生

二人提出的，后经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等人不断加以完善.

③1961 年，瑞典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StaffanLinder）在其论文《论贸

易和转变》中提出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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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在网上贸易结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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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化、网络化

的时代已经到来，各种商贸交易不再刻守着传统的贸易结算模

式，而是用更为先进、便捷的网上贸易进行更为高效的结算，但

因为各种贸易形式纷繁复杂，其交易流程也会变得各不相同，所

以信用证在网上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对

信用证的认识入手，对其在网上贸易结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各种

安全防范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信用证；网上贸易；结算；应用

一、对信用证的理解与认识

1.信用证的含义

简单的讲，信用证就是交易双方以书面的形式所做出的承

诺书或保证书，也就是买方可以按照一定的请求及指示，通过开

证行向卖方开出一系列的保证，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其所交

待的各项条款的证明形式，其具体的内容主要包括：信用证本身

的说明、兑付的具体方式、信用证的种类、信用证双方的当事人、

双方的条款（包括货物等等）、支付的方式及金额、需要提交的一

些款项（包括装运、保险、单据等等），另外，还包涵着双方所需要

的一些特殊的条款。

2.信用证的作用

信用证就像是我们民间所立的某个协议或合同一样，只不

过比协议或保证书更为正式，更具有法律的效用，它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让贸易双方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度，缓解双方的矛盾

冲突，另一方面，通过信用证在网上进行贸易结算，使交易过程

变得更加的快捷和便利，促进贸易的顺利达成。

3.用信用证进行网上贸易结算的流程

在通常情况下，用信用证进行网上贸易结算业务只要买方

付款，卖方确认收款即可宣布贸易的完成，但有些情况下在买方

收货以后会发现货物的品种不对，或存在一定的缺陷或毛病等

等，这时信用证就派上用场了，它可以作为贸易双方进行诉讼时

的标准，可以提供给法庭进行判决。

4.信用证的发展史

当下信用证是国际贸易及网上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而且

信用证的发展特别的迅速，从当初 12 世纪就已经以商业汇票的

形式出现在贸易交易当中，经过发展以后，信用证以纸制、手写

等等方式开始运作，但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信用证也随之而

进行着不断的创新与改革，促使信用证进入了电子化的时代，也

就是说，当下我们在网上贸易结算中所应用的信用证，是经过几

番演变而来的，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而诞生的，而且我国在

1999 年 10 月 1 日也在《合同法》中明确认同了电子单证的发行，

各大银行也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加入到了网上贸易结算的行列当

中，使信用证在网上交易结算业务成为一种时尚和流行，更为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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