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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提升江苏开放型经济水平

摘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韩会朝研究认为，签署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事

件。江苏拥有对 RECP 成员国地理临近、产业互补等优势条件，

但同时也面临来自 RECP 的产业链双重冲击、新贸易业态发展

相对滞后等挑战。对此，建议加强应对协定顶层设计，促进产

业链开放合作，发挥自贸试验区创新集聚效应，优化吸引国际

人才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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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ECP）尽早生效实施”。当前各级政府积极筹划，

抢抓协定生效机遇。江苏作为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大省，应提前

布局，深入部署，奋力承担“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的时代使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韩会朝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江苏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空间重

塑研究”，基于江苏的发展基础以及面临挑战，提出深度参与RECP，

提升江苏开放型经济水平对策建议。

一、 江苏深度参与 RECP的基础

1.地理位置优越。江苏地处“一带一路”地理交汇点，是中

国与RECP成员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前沿地带。根据海关数据，2020

年江苏对RECP成员国进出口额1.66万亿，占全省37.2%，远高于

对欧盟进出口占比14.7%和对美国进出口占比14.3%。2020年江

苏对RECP成员国进口依赖程度达47.8%，这些成员国是江苏产业

发展最重要的境外采购来源地。

2.产业互补性强。一方面，江苏机电产品、装备制造、纺织

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现

实问题，东盟国家是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具有劳动力和自然

禀赋等优势，RECP实施为江苏与这些成员国产业合作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江苏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国第一，但在全球产业链分

工中主要集中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等中段环节，上游环

节的硅晶圆、存储器等核心零部件对日韩依赖性较强，存在合作

基础。根据省商务厅统计，2020年江苏境外投资的38.9%流向R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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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比2019年提升5.7%，要素流动加快。

二、江苏深度参与RECP面临的挑战

1.产业链高、低端环节面临冲击。一方面，日韩等发达国家

会利用协定规则强化自身产业链链主地位。RECP 框架下，知识

产权、公平市场竞争、劳工问题等都可能成为日韩等国遏制中国

产业升级的抓手，同时保护性措施的消除也将增加江苏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RECP 实施会凸显

东盟等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吸引中低端产业链投资，从而冲击江

苏现有产业链。例如，越南凭借其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

近年来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国家。据越南《人民报》2021 年 5

月报道，当前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有 140个，投资项目 3.3

万个，协议总额高达 3940亿美元。

2.新贸易业态发展相对滞后。国务院 2021 年 7 月发布《关

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加快跨境电商、海

外仓、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保税维修、离岸贸易

等 6种新贸易业态发展。相较于上海、广东等省份，江苏新贸易

业态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江苏将制造业优势转化为对 RECP 成

员国的贸易优势。根据海关、省市政府公开数据，2020 年江苏

纳入海关监管的跨境电商 B2C 进出口 66.5 亿，跨境电商 B2B 出

口 46.1亿，在全国 1.69万亿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规模中所占甚

微；2020年江苏开放型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苏州离岸贸易规模 37

亿，远落后于上海 3055亿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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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贸试验区高地功能未发挥。根据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发展报告（2021）》，我国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占全国17.6%，

进出口额占14.8%，而江苏三个自贸试验片区吸引外资占全省

9.7%，进出口额占12.7%，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制

度创新方面，江苏自贸试验区缺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关键性创新

成果，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大宗商

品贸易创新以及广东自贸试验区的跨境贸易创新等相比存在较

大差距，不利于江苏开放型经济对接RECP的高标准规则。

4.吸引境外关键人才存在短板。江苏在吸引高新产业投资等

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吸引境外关键人才上存在短板，主要体现在

城市国际化程度、个人所得税优惠力度等方面。调研发现，部分

行业领军人才尽管在江苏创业，但生活和领薪均在上海等一线国

际化城市，影响了其在江苏的工作精力投入。当前海南自贸港、

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区等已经出台了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的部分均予以免征，这些地区在吸引境外关键人才上比江苏

更有政策优势。

三、江苏深度参与RECP、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建议

1.加强应对协定顶层设计。当前，各省都在积极部署，抢抓

协定生效机遇，如山东提出建设RECP地方经贸合作先行区，创办

RECP中小企业合作论坛等。江苏应提前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尽

快编制江苏开放型经济深度参与RECP行动方案，明确战略目标、

重点领域、保障举措等，形成方向指引。此外，针对RECP涉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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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广、标准规则高、对接挑战大等问题，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

整合商务厅、工信厅、外管局、统计局等部门资源，组建工作团

队，加强组织保障。

2.促进优势产业开放合作。鉴于生物医药产业已确定为全产

业链开放创新试点，应继续扩大优势产业开放创新试点，尽快出

台《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方案》，为其他产业开放创新提

供先行先试经验。充分利用 RECP 对投资壁垒的削减效应，鼓励

江苏企业走出去，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强化国际要素配置，加

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设立离岸创新孵化基地，

拓展产业链创新来源。强化与日韩等占据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国家

合作，尤其要抢抓 RECP 首次形成中国与日本自由贸易的机会，

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促进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在江苏集聚。

3.发挥自贸试验区创新集聚效应。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结

合江苏制造业优势，重点推动离岸贸易、海外仓、市场采购等与

实体产业紧密结合的新贸易业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

式吸引新贸易业态市场主体在自贸试验区集聚。加大金融创新，

针对新贸易业态发展中突出的外汇结算难等痛点堵点，积极争取

央行、国家外管局授权，选取定点银行进行离岸结算试点，对优

质企业实行白名单制度，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开立自由贸易账户

（FT）。在自贸试验区建立数字贸易示范区，利用 RECP 对数字

贸易更为开放的有利条件，拓展江苏对 RECP 成员国的数字贸易，

先行先试数据确权、交易规则等，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分级管理



— 6 —

和有序开放。

4.优化吸引国际人才软环境。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在自贸

试验区创业和工作的关键人才实施 15%的个人所得税优惠税率。

设立省市区人才基金，通过财政补贴和市场化资源充实基金来源，

对国际人才在江苏创业、购房、子女教育等进行财政补贴和资金

支持。发挥政府在引进国际人才上的作用，政府担当“人才猎头”，

盘活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化资源，组建市场化运作的人才集

团，加大对国际人才的引进力度。提升江苏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

的国际化水平，完善机场、港口等口岸枢纽的国际化功能，加强

会展中心、博览会等对外商贸窗口建设，打造特色文化，提升城

市魅力，增强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

（作者韩会朝，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北新区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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