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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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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ꎮ 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相比ꎬ «美墨加协定» 提高了对汽车和纺织

品的原产地要求ꎬ 协定规则涉及领域广且标准高ꎬ 并加强了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ꎮ «美墨加协定» 一旦生效实施ꎬ 将对中

墨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将会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和纺织品出

口贸易ꎬ 并影响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ꎻ 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将会

约束中墨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订ꎻ 强化了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

地位的定位ꎬ 从而阻碍中墨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ꎮ 在 «美墨加协

定» 背景下ꎬ 为了促进中墨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ꎬ 中国应采取

五项对策: 合理规避协定对原产地的高要求ꎬ 拓宽中墨经贸合作的

领域和方式ꎻ 加强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直接投资的引导ꎬ 保障中国

投资企业合法权益ꎻ 借鉴 «美墨加协定» 的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ꎬ
努力提高中国自贸协定水平ꎻ 尽早启动中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ꎻ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公平竞争ꎬ 争取墨西哥早日承认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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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ꎬ 美国政府以 “美国优先” 为原则ꎬ
实施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ꎬ 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国挑起了各种贸易争端和贸

易战ꎮ 其中ꎬ 对于涵盖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ꎬ 特朗普认为ꎬ 该协定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ꎬ 影响了美国的就业

和经济增长ꎬ 从而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提出对 ＮＡＦＴＡ 进行重新谈判ꎬ 希望通过谈

判重新分配协定的收益ꎮ ＮＡＦＴＡ 重新谈判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正式开始ꎬ 谈判过程

一度出现重大分歧ꎬ 通过约 １４ 个月的谈判ꎬ 最终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达成协

议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阿根廷 Ｇ２０ 峰会上签署了协议ꎬ 更名为 «美墨

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ꎮ 墨西哥作为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ꎬ 同时也是中国在拉美的第

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 ＵＳＭＣＡ 将会对中墨经贸关系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ꎮ 本文从中墨经贸关系的视角ꎬ 对 ＵＳＭＣＡ 和 ＮＡＦＴＡ 做了比较

分析ꎬ 进而从中墨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出发ꎬ 考察了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经贸关系

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ꎬ 并探讨了 ＵＳＭＣＡ 背景下中国促进中墨经贸关系进一步

发展的对策ꎮ

一　 ＵＳＭＣＡ 与 ＮＡＦＴＡ 的比较: 基于中墨经贸关系的视角

ＵＳＭＣＡ 是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 ＮＡＦＴＡ 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而达

成的自贸协定ꎮ ＮＡＦＴＡ 文本包括 ２２ 章和 ７ 个附件ꎬ ＵＳＭＣＡ 文本包括 ３４ 章、
４ 个附件和 １４ 个附函ꎮ① 在美国主导下达成的 ＵＳＭＣＡ 主要体现了 “美国优

先” 的原则ꎮ 与 ＮＡＦＴＡ 相比ꎬ ＵＳＭＣＡ 可能会影响中墨经贸关系的内容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的变化ꎮ
(一) ＵＳＭＣＡ 提高了对汽车和纺织品的原产地要求

汽车和纺织品是美墨加三国重要的传统产业和贸易商品ꎬ 也是长期以来

三国重点关注和保护的对象ꎮ 其中ꎬ 美国是全球传统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ꎬ
墨西哥则是世界第七大汽车生产国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ꎬ 汽车业已成为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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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和支柱产业之一ꎮ① 因此ꎬ ＵＳＭＣＡ 在 ＮＡＦＴＡ 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了对汽车和纺织品原产地的要求ꎮ
ＵＳＭＣＡ 对汽车原产地要求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 ４ 个方面: 汽车原产地

净成本价值含量占比从 ６２ ５％提高到 ７５％ ꎻ 汽车生产所用的钢铁、 铝和玻璃

中 ７０％原产于成员国ꎻ 核心、 主要和补充零部件的原产地价值含量分别为

７５％ 、 ６５％和 ６０％ ꎻ ４０％的汽车和 ４５％的轻型卡车须由时薪至少 １６ 美元的工

人生产ꎮ 与此同时ꎬ ＵＳＭＣＡ 的附函 (美加关于 ２３２ 条款的附函和美墨关于

２３２ 条款的附函) 还规定ꎬ 美国若对客车、 轻型卡车或汽车零部件采取 ２３２ 措

施ꎬ 将对如下产品免征 ２３２ 关税②: 每年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进口的 ２６０ 万辆客

车、 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进口的轻型卡车、 每年从加拿大进口的 ３２４ 亿美元汽

车零部件以及从墨西哥进口的 １０８０ 亿美元汽车零部件ꎮ ＵＳＭＣＡ 对汽车原产

地要求的提高ꎬ 可能会影响中墨之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贸易ꎮ
同时ꎬ ＵＳＭＣＡ 也提高了对纺织品的原产地要求ꎮ 首先ꎬ 在原产地的含量

要求上ꎬ ＵＳＭＣＡ 第 ６ １ 条款规定ꎬ 在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ＨＳ) 中第

５０—６０ 章和 ９６ １６ 品目下的纺织品或服装③ꎬ 非原产材料重量不得超过商品总

重量的 １０％ ꎬ 弹性纱线的重量不得超过 ７％ ꎬ 否则视为非原产商品ꎮ 但在

ＮＡＦＴＡ 下ꎬ 非原产材料重量不得超过商品总重量的 ７％ ꎬ 并要求纺织品所包

含的弹性纱线必须来源于成员国ꎮ 其次ꎬ 在关税优惠水平 (ＴＰＬ) 设定中ꎬ
墨西哥对加拿大出口的设定基本不变ꎬ 而对美国出口的设定水平降低ꎮ ＴＰＬ
指对一定规模的不符合原产地规则的纺织品给予最惠国待遇ꎬ 也就是说墨西

哥对美国出口非原产国纺织品可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规模下降ꎮ 最后ꎬ 在纺织

品原材料的规定中ꎬ ＵＳＭＣＡ 不再要求黄麻线或植物纱线 (ＨＳ５３ ０７ 至 ５３ ０８
品目的产品) 来源于成员国ꎬ 但增加了针织或钩织面料 (ＨＳ６０ ０３—６０ ０６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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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利芳: «ＷＴＯ 框架下的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及中国的对策»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期ꎬ第 ９２ 页ꎮ
美国依据其 １９６２ 年 «贸易扩张法» 第 ２３２ 条的 “保障国家安全” 条款ꎬ 以保障所谓国家安

全为由ꎬ 对来自外国的进口产品发起的调查ꎬ 称为 ２３２ 调查ꎮ 根据 ２３２ 调查对外国进口产品所采取的

以征收关税为代表的惩罚性措施ꎬ 称为 ２３２ 措施ꎬ 相应的关税则称为 ２３２ 关税ꎮ
包括 ＨＳ 下第 ５０ 章蚕丝ꎻ 第 ５１ 章羊毛、 动物细毛或粗毛、 马毛纱线及其织物ꎻ 第 ５２ 章棉花ꎻ

第 ５３ 章其他织物纺织纤维、 纸纱线及其织物ꎻ 第 ５４ 章化学纤维长丝、 化学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类

似品ꎻ 第 ５５ 章化学纤维短纤ꎻ 第 ５６ 章絮胎、 毡呢及无纺织物ꎬ 特种纱线、 绳、 索、 缆及其制品ꎻ 第

５７ 章地毯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ꎻ 第 ５８ 章特种机织物、 簇绒织物、 花边、 装饰毯、 装饰带、 刺绣

品ꎻ 第 ５９ 章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纺织物ꎬ 工业用纺织物品ꎻ 第 ６０ 章针织物及钩编织物ꎬ 及

９６ １６ 下的粉扑或粉拍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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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的产品) 的原产地要求ꎮ 另外ꎬ ＵＳＭＣＡ 对这些新要求的实施设置了 １２ ~
３０ 个月的过渡期ꎮ 由此可见ꎬ ＵＳＭＣＡ 对纺织品的原产地含量要求有所降低ꎬ 但

ＴＰＬ 的规模也相应地下降了ꎬ 因此整体上会对中墨纺织品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二) ＵＳＭＣＡ 规则涉及领域广且标准高

从 ＵＳＭＣＡ 规则涉及的领域看ꎬ 汇率条款和日落条款 (Ｓｕｎｓｅｔ Ｃｌａｕｓｅ) 首

次在 ＵＳＭＣＡ 此类自由贸易协定中出现ꎮ 一方面ꎬ 在汇率问题上ꎬ ＵＳＭＣＡ 第

３３ 章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问题中规定ꎬ 成员国应当实现并维持市场汇率制度ꎬ
避免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等手段实行货币的竞争性贬值ꎮ 另一方面ꎬ 在日落条

款问题上ꎬ ＵＳＭＣＡ 第 ３４ ７ 条规定: 协议将在生效后 １６ 年终止ꎬ 除非各方确

认希望延长协议ꎻ 在协议生效的 ６ 年内ꎬ 成员国共同对协议的运行情况进行

联合审查ꎬ 并通过谈判解决协议运行中的不足ꎻ 各国确认是否继续延长协议ꎻ
若各方确认延长协议的有效期ꎬ 则协议自动延长 １６ 年ꎬ 并在协议延长后的 ６
年内再次进行联合审查ꎻ 成员国有权利在每次联合审查后延长协议ꎮ 上述条

款可能不会直接影响中墨经贸关系ꎬ 但可能会纳入未来贸易协定ꎬ 而且这些

条款对缔约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包括对协定承诺的履行ꎮ
从 ＵＳＭＣＡ 规则在各领域设置的标准看ꎬ ＵＳＭＣＡ 的标准比 ＮＡＦＴＡ 更高ꎬ

诸多标准甚至与被称为高标准贸易协定的 ＴＰＰ 看齐ꎮ 首先ꎬ 在数字贸易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在第 １９ 章中对数字贸易进行了规定ꎬ 要求成员国应当保护算法和源

代码ꎬ 成员国不得要求计算设施在其境内使用或位于其境内作为开展业务的

条件ꎮ 其次ꎬ 在知识产权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第 ２２ 章延长了知识产权保护期限ꎬ
版权保护期限从作者死后 ５０ 年延长到 ７０ 年ꎬ 生物制药的数据保护期从 ８ 年延

长到 １０ 年ꎬ 并加强了对专利、 版权、 商标和商业机密的保护ꎮ 再次ꎬ 在竞争

政策和国有企业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第 ２１ 章竞争政策条款更详细地明确了成员国

遏制反竞争行为的义务ꎬ 确保地方法院程序公平ꎬ 保护消费者ꎬ 并要求成员

国政策规则的透明性ꎻ 在第 ２２ 章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条款中ꎬ ＵＳＭＣＡ 对国

有企业和垄断企业制定了更详细的标准ꎬ 促进其运营符合商业规范ꎬ 并要求

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信息的透明性ꎮ 最后ꎬ 在劳工和环境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第 ２３
章的劳工条款和第 ２４ 章的环境条款与 ＴＰＰ 的重合度较高ꎬ 要求成员国遵守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以及其他法律以提高劳工

标准ꎬ 遵守多边环境协定和其他协定以改善环境ꎮ 虽然 ＵＳＭＣＡ 的这些高标准

条款对中墨经贸关系没有直接的影响ꎬ 但这可能成为未来墨西哥进行贸易谈

判的模板ꎬ 对中国相关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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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ＵＳＭＣＡ 加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

ＵＳＭＣＡ 从两方面加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ꎮ 一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约束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ꎮ 在第 ３２ 章例外

情况和一般规定中ꎬ ＵＳＭＣＡ 规定: 若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

协定 (ＦＴＡ) 谈判ꎬ 则必须在开始谈判前至少 ３ 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ꎻ 在发

布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双边协议文本之前的 ３０ 天内ꎬ ＵＳＭＣＡ 的其他成员国有

权对其进行审查ꎻ 若一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 ＦＴＡꎬ 则其他成员国可

在通知后的 ６ 个月后终止 ＵＳＭＣＡꎬ 以双边协议取代 ＵＳＭＣＡꎮ 在美国发起中美

贸易摩擦的背景下ꎬ 美国设置这一条款旨在孤立中国ꎬ 这一条款基本上赋予

美国否决墨西哥和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的权利ꎮ ＵＳＭＣＡ 的这一规定可

能会直接影响中墨经贸合作的谈判ꎬ 对中墨未来可能会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

形成一定的约束和阻碍ꎮ
另一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限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ＩＳＤＳ) 的使用ꎮ 尽

管 ＩＳＤＳ 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得以保留ꎬ 但在１４ －Ｄ附件中规定ꎬ ＩＳＤＳ 并不适

用于由非市场经济的第三国国民控制或所有的企业ꎮ 对于非市场经济的认定ꎬ
ＵＳＭＣＡ 中并没有进一步说明ꎬ 且只需要美墨双方单独认定即可ꎮ 在 ＷＴＯ 框

架下ꎬ 当投资者到东道国进行投资与他国产生纠纷时ꎬ 若东道国不进行援助ꎬ
投资者只能寻求母国的援助ꎬ 最终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涉ꎮ 而在 ＩＳＤＳ 机制

下ꎬ 若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受到他国的侵犯ꎬ 投资者可以直接控告他

国政府ꎮ 相比较而言ꎬ ＩＳＤＳ 的程序更为简洁ꎬ 解决方式更为直接ꎬ 这不仅降

低了时间成本ꎬ 也降低了诉讼费用ꎮ 尽管 ＩＳＤＳ 对投资者更有益ꎬ 但在 ＵＳＭＣＡ
框架下ꎬ ＩＳＤＳ 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ꎬ 这就是说ꎬ 当在墨西哥投资的中国企业

与美国政府产生纠纷时ꎬ 中国企业可能无法使用 ＩＳＤＳ 进行仲裁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 ＵＳＭＣＡ 可能会影响中墨之间汽车行业和纺织品行业的贸

易ꎬ ＵＳＭＣＡ 规则涉及的领域之广和标准之高对中国相关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ꎬ 对未来中墨之间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和阻碍ꎬ
同时ꎬ ＵＳＭＣＡ 还将会强化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位ꎬ 从而阻碍中

墨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ꎮ

二　 中墨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

为了分析 ＵＳＭＣＡ 可能对中墨经贸关系产生的影响ꎬ 本文分别从中墨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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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总体地位、 双边贸易规模、 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和双边直接投资的视角ꎬ
对中墨经济关系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考察ꎮ

(一) 中墨经贸关系总体地位

墨西哥是拉美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体ꎬ 也是拉美地区第一贸易大

国和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ꎮ 对墨西哥而言ꎬ 由于自然地缘因素和历

史等原因ꎬ 长期以来ꎬ 墨西哥始终把墨美经贸关系视作其发展对外经贸关

系的优先领域ꎬ 美国一直是墨西哥的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ꎬ 相应地ꎬ 美墨

经贸关系也成为墨西哥最为重要的对外经贸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作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ꎬ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ꎬ 墨西哥日益重视发展与

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ꎬ 中墨经贸关系日益密切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３ 年中墨两国

关系确立为战略伙伴关系以及 ２０１３ 年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ꎬ 中墨经贸关系发展的步伐愈益加快ꎬ 中墨经贸合作的领域和规模日益

扩大ꎮ
尽管长期以来美国是墨西哥的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ꎬ 但由此也导致了墨

西哥经济对美国经济较高的依赖度ꎬ 甚至是一定程度的依附性ꎬ 因此ꎬ 多年

来墨西哥政府一直有意识地调整对外经贸战略ꎬ 实施多元化的对外经贸关系ꎬ
力图降低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性和依附性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台以来对墨西哥双边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变化ꎬ 再加之美墨之间在移民、 贩

毒和边境墙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给墨西哥带来的潜在风险ꎬ 使得墨西

哥实施多元化对外经贸战略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作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ꎬ 自然便成为墨西哥实施多元化对外经贸

战略的优先选项ꎬ 成为墨西哥除美国之外重点发展的经贸合作伙伴ꎬ 这为中

墨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ꎮ 此外ꎬ 自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

路” 倡议以来ꎬ 墨西哥作出的积极响应以及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实施中墨

经贸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意愿ꎬ 更为新时期中墨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和活力ꎮ 目前ꎬ 中国已成为墨西哥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

地国ꎬ 墨西哥则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国ꎮ① 中墨经贸关系的发展为两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ꎬ 极大地

促进了两国国民福利的增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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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墨西哥)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８ 页ꎮ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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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 在中墨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ꎬ 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障

碍ꎮ 其中ꎬ 中墨双边日益增长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墨西哥对华

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摩擦的频发ꎬ 已成为影响中墨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

最大障碍ꎮ 长期以来ꎬ 墨西哥国内凶杀、 绑架、 抢劫和毒品走私等各种犯罪

活动猖獗ꎬ 社会治安问题较为严峻ꎻ 司法体系效率低下ꎬ 法令繁杂且多变ꎻ
政府部门官僚主义严重ꎬ 贪污腐败现象较为普遍ꎮ 墨西哥较高的政治风险和

不完善的营商环境ꎬ 使中资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面临着较高的经营风险ꎬ 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墨西哥的经贸合作意愿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开始就职的墨西哥新任总统奥夫拉多尔所代表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和墨

西哥新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对中国经贸政策可能的调整ꎬ 也将是中墨经贸关系

面临的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和考验ꎮ① 同时ꎬ ＵＳＭＣＡ 未来的生效和实施将使

中墨经贸关系面临新的挑战ꎮ
(二) 中墨双边贸易规模

中墨自 １９７２ 年建交以来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３ 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

２０１３ 年将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②ꎬ 两国贸易规模

日益扩大ꎮ 根据联合国统计ꎬ 中墨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８ ２３ 亿

美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７７ ０８ 亿美元ꎬ １８ 年间增加了 ２５ 倍ꎮ 相应地ꎬ 中国

对墨贸易顺差也持续扩大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４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４１ ０２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中墨双边贸易规模及占比变化情况见表 １ꎮ
然而ꎬ 从中国方面而言ꎬ 尽管中墨之间的贸易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ꎬ 但贸

易规模仍然较小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和从墨西哥进口占中国总

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仅为 １ ５９％ 和 ０ ６４％ ꎮ 从墨西哥方面来看ꎬ 墨

西哥与中国的贸易占其总贸易规模的比重不断增加ꎬ 而与美国的贸易占其

总贸易规模的比重呈下降趋势ꎮ 尤其是墨西哥的进口ꎬ ２０１７ 年墨西哥从

中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为 １７ ６４％ ꎬ 虽然远小于其从美国进口的比

重 ４６ ３９％ ꎬ 但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比重呈日益上升趋势ꎬ 这意味着中墨

贸易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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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学东: «墨西哥新政府面临的挑战与中墨合作前景分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 期ꎬ第 ６６ － ６７ 页ꎮ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墨西哥)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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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贸易情况

年份
中国对
墨出口

(亿美元)

中国对墨
出口的

比重 (％ )

墨从中国
进口的

比重 (％ )

墨从美国
进口的

比重 (％ )

中国从
墨进口

(亿美元)

中国从墨
进口的

比重 (％ )

墨对中国
出口的

比重 (％ )

墨对美国
出口的

比重 (％ )

２０００ １３ ３５ ０ ５４ １ ６５ ７３ ２２ ４ ８８ ０ ２２ ０ １９ ８８ 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７ ９０ ０ ６７ ２ ３９ ６７ ７４ ７ ６１ ０ ３１ ０ ２４ ８６ １０

２００２ ２８ ６４ ０ ８８ ３ ７２ ６３ ３９ １１ １５ ０ ３８ ０ ４１ ８５ ８２

２００３ ３２ ６７ ０ ７５ ５ ５１ ６１ ９９ １６ ７７ ０ ４１ ０ ５９ ８７ ７４

２００４ ４９ ７３ ０ ８４ ７ ３０ ５６ ５３ ２１ ４０ ０ ３８ ０ ２５ ８８ ５９

２００５ ５５ ３８ ０ ７３ ７ ９８ ５３ ６４ ２２ ２５ ０ ３４ ０ ５３ ８５ ８２

２００６ ８８ ２４ ０ ９１ ９ ５４ ５１ ０８ ２６ ０７ ０ ３３ ０ ６８ ８４ ８７

２００７ １１７ １８ ０ ９６ １０ ５５ ４９ ６３ ３２ ６５ ０ ３４ ０ ７０ ８２ １８

２００８ １３８ ６６ ０ ９７ １１ ２４ ４９ １８ ３６ ９０ ０ ３３ ０ ７０ ８０ ２７

２００９ １２２ ９９ １ ０２ １３ ８８ ４８ １２ ３８ ８２ ０ ３９ ０ ９６ ８０ ７３

２０１０ １７８ ７３ １ １３ １５ １３ ４８ ２５ ６８ ７５ ０ ４９ １ ４１ ８０ ０７

２０１１ ２３９ ７６ １ ２６ １４ ８９ ４９ ８５ ９３ ７８ ０ ５４ １ ７１ ７８ ６４

２０１２ ２７５ １８ １ ３４ １５ ３６ ５０ ０８ ９１ ６１ ０ ５０ １ ５４ ７７ ７４

２０１３ ２８９ ６６ １ ３１ １６ ０９ ４９ ２５ １０２ ３８ ０ ５３ １ ７０ ７８ ８２

２０１４ ３２２ ５５ １ ３８ １６ ５６ ４８ ９７ １１１ ７３ ０ ５７ １ ５０ ８０ ３０

２０１５ ３３７ ９２ １ ４９ １７ ７１ ４７ ３９ １００ ２８ ０ ６０ １ ２８ ８１ ２５

２０１６ ３２３ ５７ １ ５４ １７ ９６ ４６ ４８ １０３ ２５ ０ ６５ １ ４５ ８１ ００

２０１７ ３５９ ０５ １ ５９ １７ ６４ ４６ ３９ １１８ ０３ ０ ６４ １ ６４ ７９ ９５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５]

(三) 中墨双边贸易商品结构

随着中墨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ꎬ 贸易领域也不断拓宽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墨

西哥出口的商品结构见表 ２ꎬ 从中可以发现如下两个特征ꎮ 其一ꎬ 中国对墨西

哥出口的商品比较集中ꎮ 从规模来看ꎬ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 未另归类的加工工业用品和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 零

配件ꎮ ＵＳＭＣＡ 纺织品原产地规则涉及的商品主要包含在未另归类的加工工业

用品中ꎮ 从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来看ꎬ 载客运输设备和运输

设备零配件的占比较高ꎬ 分别为 ９ ２３％ 和 ３ ２４％ ꎮ 其二ꎬ 墨西哥从中国进口

的商品也比较集中ꎬ 但占其进口的比重分布有所不同ꎮ 墨西哥从中国进口占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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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进口比重较高的行业为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耐用品、 半耐用品) 和资本

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ꎬ 占比均达到 ３０％以上ꎮ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商品结构

商品
中国对墨出口

(亿美元)
中国对墨出口
的比重 (％ )

墨从中国进
口的比重 (％ )

墨从美国进口
的比重 (％ )

食品和饮料 (初级) ０ ４７ ０ ２５ １ １７ ６５ ８７

食品和饮料 (加工) ５ ７８ １ ２７ ２ ６３ ６５ ９５

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 (初级) ０ ７４ ０ ７７ １ ００ ７８ １７

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 (加工) ８２ ３７ １ ３５ １０ ７４ ５５ ８２

燃料和润滑剂 (初级)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６ ８７ ６２

燃料和润滑剂 (加工) ２ ７３ ０ ９１ １ ２９ ８６ ６５

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 １１５ ２９ １ ８５ ３１ ８７ ２７ ２２

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 零配件 ６１ ６３ ２ ３３ ３０ ４０ ２５ ９８

载客运输设备 ６ ０６ ９ ２３ ３ ９９ ３０ ６９

其他运输设备 ５ ５４ １ ０７ ５ ２１ ４３ ３８

运输设备零配件 ２８ ５ ３ ２４ ８ ６１ ５９ １５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耐用品) １６ ８４ １ ３７ ４０ ９５ ２５ ５６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半耐用品) ２６ ３６ ０ ８４ ３９ ７５ ２５ ０７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非耐用品) ６ ４６ ０ ８８ １２ ２８ ３１ ９８

未另归类的其他货物 ２ ３０ ０ ６２ ８ ８７ ６８ ７８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５]

中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结构如表 ３ 所示ꎬ 从中也可以看出如下两个特

征ꎮ 一是中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种类较为集中ꎬ 规模和占比均较小ꎮ 从规

模来看ꎬ 中国自墨进口主要集中在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ꎬ 包括初级产品和加

工产品ꎮ 从占中国进口的比重看ꎬ 中国自墨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均较低ꎬ
其中相对较高的是运输设备零配件ꎬ 占比为 １ ６１％ ꎮ 二是墨西哥对中国出口

的商品种类较为集中ꎬ 规模和占比均较小ꎮ 墨西哥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比

重较高的产品为未另归类的初级工业用品ꎬ 占比高达 ２８ ７１％ ꎬ 其余产品的出

口占比均较低ꎮ 对于多数产品ꎬ 美国是墨西哥的主要出口市场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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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７ 年中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结构

商品类别
中国从墨

进口 (亿美元)
中国从墨进口
的比重 (％ )

墨对中国出口
的比重 (％ )

墨对美国出口
的比重 (％ )

食品和饮料 (初级) ０ ５３ ０ ０９ ０ ３２ ８５ ５１

食品和饮料 (加工) １ ６７ ０ ３５ ０ ６８ ７４ ７６

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 (初级) ２４ ０５ １ ２９ ２８ ７１ １９ ３１

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 (加工) ４１ ６５ ０ ６ １ ６９ ７６ ８１

燃料和润滑剂 (初级) ４ １８ ０ ２１ １ ８２ ５２ ８４

燃料和润滑剂 (加工)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６９ ６１ ０１

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 １４ ９ ０ ６５ １ ４１ ８６ １２

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除外) 零配件 １５ ００ ０ ７７ １ ２ ８７ ４２

载客运输设备 ４ １１ ０ ８２ １ ９１ ７０ ３４

其他运输设备 ０ ３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９１ ２１

运输设备零配件 ８ ３８ １ ６１ ０ ９３ ８７ １８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耐用品) ０ ４２ ０ ４３ ０ ０６ ８４ ５６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半耐用品) ２ ５２ １ ２５ ０ ３１ ９１ ２６

未另归类的消费品 (非耐用品) ０ ２５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６２ ４２

未另归类的其他货物 ０ ３３ ０ １０ ０ ３６ ７８ ０５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５]

(四) 中墨双边直接投资

中墨双边直接投资起步较晚ꎬ 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ꎬ 目前两国相互直

接投资规模及占比依然较小ꎮ 中墨相互直接投资现状见图 １ꎮ 从投资流量看ꎬ

２０１７ 年ꎬ 墨西哥对中国直接投资流量金额为 １２０４ 万美元ꎬ 占当年中国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总额 １３１０ ３５ 亿美元的比重不足 ０ ０１％ ꎻ 中国对墨西哥

直接投资流量金额为 １ ７１ 亿美元ꎬ 墨西哥是当年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流量位

列第五的国家ꎬ 次于英属维尔京群岛、 巴西、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ꎬ 占当年中

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总额 １４０ ７７ 亿美元的 １ ２１％ ꎬ 仅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总额 １５８２ ８８ 亿美元的 ０ １１％ ꎮ① 从图 １ 还可以看出ꎬ 中国对墨西哥

直接投资不仅规模小ꎬ 而且波动频繁且幅度较大ꎬ 其中ꎬ 波动幅度最为显著

—６６—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３７６ －
３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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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ꎬ 中国对墨直接投资流量从 ２０１５ 年 － ６２８ 万美元的历史最低值ꎬ 急剧上

升到 ２０１６ 年 ２ １２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ꎮ
从投资存量看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墨西哥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金额为

１ ４５ 亿美元①ꎬ 占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总额 ２０１０９ ３ 亿美元的

比重不足 ０ ０１％ ꎻ 中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存量金额为 ８ ９８ 亿美元ꎬ 墨西哥是

当年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位列第八的国家ꎬ 次于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

群岛、 委内瑞拉、 巴西、 阿根廷、 牙买加和厄瓜多尔ꎬ 占当年中国对拉美直

接投资存量总额 ３８６８ ９２ 亿美元②的 ０ ２３％ ꎬ 仅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总额 １８０９０ ３７ 亿美元的 ０ ０５％ ꎮ 此外ꎬ 中国对墨西哥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较

少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经商参处注册登记的中资企业

约为 ８０ 家ꎬ 经营领域涉及矿业、 能源工程、 电子通信、 制造业和金融等ꎮ③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墨西哥双边直接投资流量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０]

—７６—

①

②

③

中国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 «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关系简况»ꎮ ｈｔｔｐ: / / ｍｄ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２００８１２ / ２００８１２０５９６８６９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８]

中国商务部、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ꎬ 第 ２０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ｆｅｃ / ２０１８１０ / ２０１８１０２９１６０８２４０８０ ｐｄｆ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０]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墨西哥)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０ 页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ｄｌ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ｍｏｘｉｇｅ ｐｄｆ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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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 研究表明ꎬ 墨西哥总体投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ꎮ 按中国

对墨西哥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衡量的投资失利率超过 ２０％ ꎬ 按价值度量的失利

率更高达 ５０％ ꎮ 失利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墨直接投资的交通运输业ꎬ 风险

高达 ９７ ３２％ ꎬ 这主要源自两个失利案例: 一是 ２００７ 年中国田野汽车欲以 ３
亿美元投资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失利ꎬ 二是 ２０１５ 年中国铁建欲以 ３７ 亿美元投

资墨西哥铁路的失利ꎮ① 墨西哥以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较高的投资风险ꎬ 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ꎬ 进而影响到中墨经贸关系的

深入发展ꎮ

三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

尽管 ＵＳＭＣＡ 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由美墨加三国达成和签署ꎬ 但

由于协定尚需由三个成员国政府及立法部门完成相关行政及法律程序才能正

式生效实施ꎬ 因此ꎬ ＵＳＭＣＡ 何时甚至能否正式生效实施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ꎬ 从而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ꎮ 然

而ꎬ 通过对 ＵＳＭＣＡ 文本和中墨经贸关系发展现状的分析ꎬ 本文认为ꎬ 一旦

ＵＳＭＣＡ 正式生效实施ꎬ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ꎬ 具体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 ＵＳＭＣＡ 将会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和纺织品出口贸易ꎬ 并影响中国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

为了检验墨西哥目前对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的汽车出口是否符合 ＵＳＭＣＡ 中汽

车原产地要求ꎬ 本文使用墨西哥汽车零配件的进口和汽车出口数据进行了分

析 (见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见ꎬ 墨西哥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进口汽车零配件的比重

逐年下降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墨西哥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汽车零配件占其向美加两国

出口汽车的比重为 ８３ ９５％ ꎬ 略低于交易价值 ８５％ 的要求ꎻ 墨西哥从美加两

国进口汽车零配件占其从世界进口汽车零配件的比重为 ６２ ４２％ ꎬ 低于净成本

价值 ７５％的要求ꎬ 但这并未包含墨西哥本地生产的汽车零配件ꎮ 目前ꎬ 从整

体上看ꎬ 墨西哥向成员国出口的汽车原产地含量可能略低于 ＵＳＭＣＡ 最终的要

求ꎬ 即 ＵＳＭＣＡ 生效后 ３ 年或 ２０２３ 年净成本 ７５％的要求ꎮ

—８６—

① 王永中、 徐沛原: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特征与风险»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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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体趋势相同ꎬ 墨西哥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进口的载客和轻型卡车零配件

占比也呈下降的趋势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墨西哥从成员国进口的载客和轻型卡车核心、
主要和补充零配件占其从世界进口的比重分别为 ６２ ７８％ 、 ５６ ８６％ 和

４８ ８２％ ꎻ 从成员国进口的重型卡车主要和补充零配件占其从世界进口的比重

分别为 ６２ ２５％和 ３８ ７３％ ꎬ 均低于 ＵＳＭＣＡ 的要求ꎬ 但计算中未包含墨西哥

本地生产的零配件ꎮ 目前ꎬ 从各类零配件的占比看ꎬ 墨西哥对成员国出口汽

车的原产地含量可能低于 ＵＳＭＣＡ 的要求ꎬ 尤其是补充零配件ꎮ

表 ４　 墨西哥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汽车零配件占比 (％ )

年份

墨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
进口汽车零配件占
墨对 ＵＳＭＣＡ 出口

汽车的比重

墨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
进口汽车零配件

的比重

墨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进口
载客和轻型卡车零配件

的比重

墨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
进口重型卡车零配

件的比重

核心 主要 补充 主要 补充

２０００ ９０ ２９ ８０ ０２ ７８ ６４ ７９ ２４ ８２ ８ ７９ ５ ７０ ７

２００１ ８９ ５６ ７８ ３８ ７６ ２７ ７７ ７７ ７７ １４ ７８ ２６ ６３ ７７

２００２ ８９ ５４ ７７ ９０ ７８ ３７ ７８ ２２ ７３ ８３ ８０ ３２ ６２ ２８

２００３ ８９ ８９ ７７ ３９ ７９ ８８ ７５ ９８ ７３ ０２ ７９ ８３ ６０ ３３

２００４ ８８ ５１ ７４ ３６ ７６ ３ ７２ ０８ ６６ ２１ ７６ ８８ ４９ ０４

２００５ ８６ ０８ ７０ ２７ ７２ １５ ６８ ７３ ５９ ９ ７３ １９ ４９ ５８

２００６ ８５ ４５ ６７ ９７ ６７ ５０ ６７ ４７ ５７ ７９ ７０ ５６ ４９ １６

２００７ ８４ ００ ６６ ３４ ６２ ７２ ６５ ８３ ５４ ７７ ６７ ９７ ４９ ３３

２００８ ８０ １１ ６２ ７４ ５９ ４６ ６３ １２ ５１ ７９ ６３ ８７ ５０ ０２

２００９ ８０ ３９ ６２ ３８ ５８ ４４ ６４ ４２ ５１ ２５ ６３ ６２ ５３ １７

２０１０ ８２ ９２ ６５ ８６ ６３ １６ ６４ ９７ ５０ ９７ ６６ ７３ ４８ ５２

２０１１ ８２ ２９ ６５ ３０ ６２ ４１ ６３ ９ ５０ ６４ ６５ ７６ ４５ ７４

２０１２ ８２ ００ ６５ ３９ ６４ ３２ ６２ ９１ ５１ １８ ６５ ９５ ４５ ３９

２０１３ ８４ ２９ ６５ ９７ ６６ ０８ ６３ ２１ ５０ ４７ ６７ ３１ ４１ ００

２０１４ ８４ ７５ ６５ ８２ ６６ ８１ ６２ ７２ ５０ １７ ６７ ３２ ４４ ３４

２０１５ ８５ ３４ ６５ ８７ ６７ ５４ ６０ ５６ ５０ ７８ ６６ ７１ ３９ ７

２０１６ ８４ ６７ ６３ ８７ ６４ ６８ ５９ ５２ ４９ ６ ６４ ６７ ４１ ０８

２０１７ ８３ ９５ ６２ ４２ ６２ ７８ ５６ ８６ ４８ ８２ ６２ ２５ ３８ ７３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４]

根据表 ４ꎬ 墨西哥从非成员国进口零配件的占比呈上升的趋势ꎮ 为了得到

墨西哥从中国进口零配件的现状ꎬ 本文计算了墨西哥从中国进口零配件占其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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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零配件总额的比重 (见表 ５)ꎮ 从表 ５ 可见ꎬ 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各类零

部件看ꎬ 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占比都呈上升的趋势ꎬ 尤其是主要和补充零

配件ꎮ

表 ５　 墨西哥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配件占比 (％ )

年份
墨从中国进口汽车

零配件的比重

墨从中国进口载客和轻型卡车
零配件的比重

墨从中国进口重型卡车
零配件的比重

核心 主要 补充 主要 补充

２０００ ０ ３１ ０ ００ ０ ２３ １ １５ ０ ０９ ０ ４２

２００１ ０ ４８ ０ ０２ ０ ３７ ２ ２４ ０ １６ ０ ７７

２００２ ０ ７６ ０ ０９ ０ ８４ ３ ０７ ０ ４７ １ ２３

２００３ １ １５ ０ ０６ ０ ９９ ３ ７７ ０ ５２ １ ４１

２００４ １ ９７ ０ １３ １ ６５ ５ ９０ ０ ８９ ２ ０８

２００５ ２ ５３ ０ ２９ ２ ６０ ７ ２０ １ ４２ ３ ４６

２００６ ３ ５７ ０ ３４ ３ ３４ １０ １８ １ ８４ ４ ５４

２００７ ４ １７ ０ ９８ ４ ２３ １１ ４４ ２ ５４ ５ １２

２００８ ５ ０１ １ ４２ ５ ４４ １３ ２８ ３ １５ ６ ７１

２００９ ５ ５２ １ ８９ ６ ０８ １５ ０７ ３ ６２ ９ ４２

２０１０ ５ ６３ １ ９３ ７ ４８ １４ １６ ３ ９３ １０ ４１

２０１１ ５ ６９ １ ８２ ７ ９７ １３ ８４ ４ ０８ １０ ６５

２０１２ ６ ０７ ２ １６ ８ ４５ １４ ５７ ４ ３９ １１ ０７

２０１３ ６ ８８ ３ ０５ ９ ６２ １３ ８８ ５ ４７ １３ １１

２０１４ ７ ８３ ３ ９９ １０ ４２ １４ ６０ ６ １８ １３ ９５

２０１５ ８ ５４ ４ ５５ １１ ６６ １４ ９２ ６ ９８ １５ ３６

２０１６ ８ ５３ ４ ４８ １１ ５７ １６ ０５ ６ ９７ １５ ３０

２０１７ ８ ６１ ４ ７６ １２ ３０ １７ ４７ ７ ６６ １４ ８０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４]

除了对汽车零配件的直接影响ꎬ ＵＳＭＣＡ 对钢铁、 铝和玻璃等汽车相关产

品的原产地含量也进行了要求ꎬ 因此中国这几类产品对墨西哥的出口可能也

会出现下降ꎮ 总之ꎬ ＵＳＭＣＡ 生效后ꎬ 墨西哥可能会逐步减少从中国进口汽车

零配件ꎬ 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出口贸易ꎬ 不利于中墨汽车行业的经贸合作与

发展ꎮ
再从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纺织品贸易的影响看ꎬ ＵＳＭＣＡ 对于纺织品原产地的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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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数量上的要求ꎬ 作为对比ꎬ 本文同样对价值进行了计算ꎬ 墨西哥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和中国进口纱线和织物占比见表 ６ꎮ 从表 ６ 可见ꎬ 无论从价值

上还是数量上看ꎬ ２０１７ 年墨西哥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进口的占比均较高ꎬ 达

６５％以上ꎬ 但呈下降的趋势ꎻ 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为 １５％ 左右ꎬ 且呈上升的趋

势ꎮ ＵＳＭＣＡ 要求非成员国纱线和织物数量含量在 １０％以下ꎬ 即成员国数量含

量在 ９０％以上ꎮ 从表 ６ 较为粗略的计算结果看ꎬ 目前ꎬ 墨西哥向成员国出口

的纺织品并不能达到 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的要求ꎮ 在墨西哥对美国 ＴＰＬ 设定规模下

降的情况下ꎬ 预期 ＵＳＭＣＡ 生效后ꎬ 墨西哥会降低从中国进口纱线和织物的数

量ꎬ ＵＳＭＣＡ 纺织品原产地的要求将对中墨纺织品贸易构成一定的阻碍ꎮ

表 ６　 墨西哥纱线和织物进口占比 (％ )

年份

墨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和中国进口
纱线和织物的价值比重

墨从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和中国进口
纱线和织物的数量比重

ＵＳＭＣＡ 中国 ＵＳＭＣＡ 中国

２０００ ９２ ２２ ０ ７９ ９３ ３１ ０ ２８

２００１ ９１ ３１ ０ ９４ ９３ ４５ ０ ３８

２００２ ８７ ６３ ２ ８２ ９２ ６７ １ １０

２００３ ８４ ６１ ２ ９６ ９１ ５７ １ １７

２００４ ８４ ３７ ５ ２ ８６ ３３ ５ ８４

２００５ ８０ ８３ ７ ８４ ８９ ６８ ３ ０１

２００６ ７９ ３１ ６ １４ ８６ ５９ ２ ９７

２００７ ８０ ０１ ４ ４７ ８６ ０３ ３ ４４

２００８ ７６ ２１ ６ ０８ ８３ ２６ ４ ７

２００９ ７８ ５５ ６ ９５ ８３ ６３ ５ ３６

２０１０ ７８ ６１ ８ １１ ８４ １２ ５ ５９

２０１１ ８１ ６ ６ ８８ ８２ ８５ ６ １９

２０１２ ７７ ４７ ７ ６７ ８１ ２３ ５ ８５

２０１３ ７９ ０２ ７ ４８ ８１ ８９ ７ ０５

２０１４ ７５ ７９ ９ ９２ ７６ ８８ １０ ６２

２０１５ ６７ ７５ １６ ５９ ７２ ６３ １４ ５１

２０１６ ６７ ８４ １７ １６ ６９ ６ １５ ９５

２０１７ ６７ ５７ １６ ２１ ６９ ３９ １４ ８３

　 　 资料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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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 上述分析还表明ꎬ ＵＳＭＣＡ 不仅会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和纺

织品出口贸易ꎬ 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包括中国和墨西哥在内的众多国家在汽

车和纺织品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ꎬ 尤以汽车行业最为显著ꎮ① 这是因为ꎬ
ＵＳＭＣＡ 在汽车产业方面不仅提高了原产地要求ꎬ 也增加了劳工薪酬要求ꎮ
ＵＳＭＣＡ 要求 ４０％的汽车和 ４５％的轻型卡车须由时薪至少为 １６ 美元的工人生

产ꎬ 而目前墨西哥汽车行业中零部件生产部门和汽车组装部门工人的平均时

薪分别为 ３ ４１ 美元和 ７ ３４ 美元②ꎬ 与 ＵＳＭＣＡ 中的规定存在较大差距ꎮ 墨西

哥汽车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可能会迫使通用、 福特和克莱斯勒等美国汽车行业

巨头将汽车生产线迁回美国或迁往加拿大ꎬ 同时损害日本、 德国、 韩国等非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在墨西哥投资建厂的汽车公司的利益ꎮ ＵＳＭＣＡ 对汽车和纺织

品的原产地要求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区域合作ꎬ 对非成员国却具有较强的排

他性ꎮ ＵＳＭＣＡ 会降低成员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员国之间在汽车和纺织品

中间产品领域的贸易ꎬ 从而降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合作程度ꎮ 中国和墨西哥

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成员ꎬ ＵＳＭＣＡ 的生效势必会影响中墨之间的

合作方式和合作程度ꎮ 总之ꎬ ＵＳＭＣＡ 不仅会调整区域内的价值链ꎬ 而且不利

于中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ꎬ 并进而对全球价值链产

生一定的影响ꎮ
(二) ＵＳＭＣＡ 的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将会约束中墨自贸协定的谈判和

签订

从 ＵＳＭＣＡ 宽领域的规则看ꎬ ＵＳＭＣＡ 的汇率条款和日落条款对中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ꎮ 汇率条款要求成员国实现并维持市场汇率制度ꎬ 不能实行竞争性

贬值和干预外汇市场ꎮ 尽管美国财政部在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的汇率报告中未将中国

列入汇率操纵国ꎬ 但特朗普从总统竞选开始便一直质疑中国存在操纵人民币汇

率的情况ꎬ 并威胁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ꎮ 若未来中国与墨西哥进行贸易协

定谈判ꎬ 汇率条款很可能被墨西哥纳入考虑范围ꎬ 即使中墨谈判未涉及汇率问

题ꎬ ＵＳＭＣＡ 的非市场经济 ＦＴＡ 条款也可能会使墨西哥不得不考虑汇率条款ꎮ
ＵＳＭＣＡ 的日落条款对协定的履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协议生效后或延长

有效期后每 ６ 年一次的联合审查可以督促成员国兑现协定承诺ꎬ 并可以解决

—２７—

①

②

刘学东: «北美自贸区前景与中墨双边经贸关系展望»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４ － ５９ 页ꎮ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Ｄｚｉｃｚｅｋꎬ ｅｔ ａｌ ꎬ “ＮＡＦＴ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ＦＴ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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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运行中的不足ꎮ 一方面ꎬ 这有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ꎬ 提高贸易协

定的效率和效益ꎻ 另一方面ꎬ 这会对成员国提出更高的要求ꎬ 协定的实施会

存在不确定性ꎬ 尤其是当协定的一方占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处于被动地位时ꎬ
尤为如此ꎮ 同时ꎬ 日落条款规定ꎬ 协定将在生效后的 １６ 年后终止ꎬ 除非各成

员国确认延长协定的有效期ꎬ 这也加大了协定的不确定性ꎬ 可能会抑制成员

国之间的合作ꎬ 降低协定的效率和效益ꎮ 鉴于此ꎬ 若未来中墨之间进行自贸

协定的谈判ꎬ 墨西哥可能会依据汇率条款和日落条款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ꎬ
从而约束中墨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订ꎬ 这将是中国未来在中墨经贸关系上面

临的一大挑战ꎮ
再从 ＵＳＭＣＡ 高标准的规则看ꎬ 表 ７ 列出了中国已生效的 １３ 个 ＦＴＡ 中关

于数字贸易、 劳工标准、 环境标准、 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的设定情况ꎮ① 从表

中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这 １３ 个 ＦＴＡ 均不涉及数字贸易和劳工标准的设置ꎻ 之

前的 ＦＴＡ 未涉及环境标准ꎬ 直到 ２０１３ 年与瑞士签订的 ＦＴＡ 才开始涉及环境标

准ꎻ 各国比较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ꎬ 涉及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 ＦＴＡ 占中国

ＦＴＡ 总数的 ７１％ ꎻ 竞争政策从 ２００９ 年与秘鲁签订 ＦＴＡ 才开始出现ꎮ 这表明ꎬ
尽管中国自贸协定的水平在不断提升ꎬ 但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ꎬ 与

ＵＳＭＣＡ 的标准尚存在一定差距ꎮ

表 ７　 中国已生效 ＦＴＡ 五类规则设置情况

中国 ＦＴＡ 伙伴国
或地区

数字贸易 劳工标准 环境标准 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

格鲁吉亚 无 无 有 有 有

澳大利亚 无 无 无 有 无

韩国 无 无 有 有 有

瑞士 无 无 有 有 有

冰岛 无 无 无 有 有

哥斯达黎加 无 无 无 有 有

秘鲁 无 无 无 有 有

新加坡 无 无 无 无 无

新西兰 无 无 无 有 无

—３７—

① 中国与马尔代夫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签订了 ＦＴＡꎬ 由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未公布协定文本ꎬ 从

而无法判断其是否包含这五类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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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无 无 无 无 无

智利 无 无 无 有 无

中国香港及澳门 无 无 无 无 无

东盟 无 无 无 有 无

　 　 注: 本表根据规则的有无以及是否单独成章或成条作为判断标准ꎮ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公开信息整理ꎮ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０]

具体地说ꎬ 在数字贸易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规定成员国不得要求计算设施在其

境内使用或位于其境内作为开展业务的条件ꎬ 而目前中国云计算服务的市场

准入要求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ꎮ 在劳工标准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要求更高ꎮ 尽管随

着中国劳动法的逐步健全ꎬ 中国劳工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ꎬ ８ 个国际核心劳工

公约中国批准了 ４ 个①ꎬ 涉及禁止童工劳动和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ꎬ ４ 个优先

劳工公约中国批准了 ２ 个②ꎬ 中国国内也通过立法保障劳工权益ꎬ 但中国在劳

工权益保护方面仍具有改善的余地ꎮ 在环境标准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与 ＴＰＰ 重合度

很高ꎬ ＵＳＭＣＡ 不仅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 臭氧层保护、 公众参与等条

款ꎬ 还包括空气质量监管、 海洋环境保护等ꎬ 而中国尚未建立相关机制和法

律ꎬ 公众参与程度也较低ꎮ 在知识产权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与 ＴＰＰ 的重合程度较

高ꎬ 相比于 ＮＡＦＴＡꎬ ＵＳＭＣＡ 增加了电子商标、 域名、 农业化学用品、 药品等

方面的保护ꎬ 延长了版权保护期限ꎬ 并加强了专利、 商业机密等方面的保护ꎮ
尽管多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成效ꎬ 但美国并未予以承认ꎬ
而且以此为由对中国频频发起 ３０１ 调查ꎬ 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征关税措施ꎮ 在

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基本上与 ＴＰＰ 保持一致ꎬ 要求增强竞争的

公平性、 国有企业的透明度ꎬ 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ꎮ
虽然 ＵＳＭＣＡ 规则的宽领域和高标准并不会在短期内对中墨经贸关系的发展

产生直接影响ꎬ 但会影响未来中墨经贸关系的长远发展ꎮ 一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可能

会成为墨西哥与中国进行 ＦＴＡ 谈判的范本ꎻ 另一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要求成员国与发

—４７—

①

②

这 ８ 个公约分别是: 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方面的 «结社自由与保障组织权利公约» «组
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ꎻ 关于废除强迫或强制劳动方面的 «强迫劳动公约» «废除强迫劳动公约»ꎻ
关于禁止童工劳动方面的 «最低就业年龄公约» «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ꎻ
关于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方面的 «同工同酬公约» « (就业与职业) 歧视公约»ꎮ 中国已批准了上述后

４ 个公约ꎮ
中国已批准的公约有 «就业政策公约» «三方协商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公约»ꎬ 未批准的公

约有 «工商业劳动监察公约» « (农业) 劳动监察公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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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签订 ＦＴＡ 时ꎬ 须经其他成员国的同意ꎮ 若中墨未来可能达成的 ＦＴＡ 达

不到 ＵＳＭＣＡ 的标准ꎬ 很可能会被其他成员国否定ꎮ 相比于美国ꎬ 墨西哥与中国

的经贸合作规模较小ꎬ 墨西哥选择 ＵＳＭＣＡ 的可能性较高ꎮ 因此ꎬ ＵＳＭＣＡ 规则

的宽领域和高标准将会加大未来中墨自贸协定谈判和签订的难度ꎮ
(三) ＵＳＭＣＡ 强化了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位ꎬ 从而阻碍中

墨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非市场经济本身是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一个经济问题ꎬ 但在国际经贸

关系中ꎬ 一国对另一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已日益带有政治色彩ꎬ 更多地

成为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ꎮ ＵＳＭＣＡ 中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主要体

现在非市场经济自贸协定条款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 ＩＳＤＳ) 设置两

个方面ꎮ 这意味着ꎬ 墨西哥会强化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位ꎬ 中墨经贸

合作的深入发展也会受到阻碍ꎮ
首先ꎬ ＵＳＭＣＡ 非市场经济条款强化了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

位ꎮ 长期以来ꎬ 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一样ꎬ 一直都把中国视作非市场经济国

家ꎬ 并利用本国法律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ꎬ 在对华经贸实践中频频对中国实施

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保护措施甚至贸易保护主义ꎬ 给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了巨

大损失ꎬ 并成为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ꎮ 墨西哥与美

国和加拿大共同达成的 ＵＳＭＣＡ 中设立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表明ꎬ 作为 ＵＳＭＣＡ 成

员国的墨西哥ꎬ 在未来国际经贸关系及实践中仍将沿用并将进一步强化非市场

经济规则及其实施ꎮ 这不仅加大了中国争取墨西哥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的难度和复杂性ꎬ 而且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ꎬ 作为墨西哥传统反倾销首要对

象国的中国ꎬ 仍将面临墨西哥对华反倾销、 中墨贸易摩擦频发的严峻现实ꎮ
其次ꎬ ＵＳＭＣＡ 非市场经济条款将会阻碍中墨双边贸易的深入发展ꎮ 根据

非市场经济 ＦＴＡ 条款ꎬ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不仅需要在展开 ＦＴＡ
谈判前通知其他成员国ꎬ 协议签订前也需要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协议文本ꎬ 而

且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 ＦＴＡꎬ 其他成员国有权利将该成员国排

除在外ꎬ ＵＳＭＣＡ 将从三边协定变为双边协定ꎮ 这一条款被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称为 “毒丸条款” (Ｐｏｉｓｏｎ Ｐｉｌｌ)ꎬ 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该条款就是针对中国ꎮ 显

然ꎬ 这一条款不仅违背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ꎬ 而且是公然干涉别国主

权的霸权行为ꎮ 但美国未来可能会以此为模板展开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谈

判ꎬ 从而进一步孤立中国ꎮ 相比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ꎬ 墨西哥更加依赖于与

美国的经贸合作ꎮ 正因如此ꎬ 这一条款对未来墨西哥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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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直接威胁ꎬ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墨双边贸易深入发展的可能性ꎮ
最后ꎬ ＵＳＭＣＡ 非市场经济条款将会抑制中国对墨直接投资的扩大ꎮ 根据

ＩＳＤＳ 设置ꎬ ＵＳＭＣＡ 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区域合作ꎬ 同时ꎬ 这也意味着更强的

排他性ꎮ 为了绕开 ＵＳＭＣＡ 更高的原产地规则要求ꎬ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墨西哥

进行直接投资加入美墨加的区域合作ꎬ 以从中获取利益ꎮ 然而ꎬ ＵＳＭＣＡ 中 ＩＳＤＳ
的设置具有一定的歧视性ꎬ 即使用 ＩＳＤＳ 的原告须为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或控制的

企业ꎬ 但美国一直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ꎮ 美国不承认的原因ꎬ 可能是因

为在某些方面中国确实没有完全达到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ꎬ 也可能

是因为政治冲突ꎬ 或者是因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美国对中国发

起贸易救济诉讼ꎮ ＵＳＭＣＡ 中的 ＩＳＤＳ 设置可能会导致墨西哥境内由中国控制或

所有的企业无法使用 ＩＳＤＳ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墨西哥的积极

性ꎬ 从而抑制中国对墨西哥进行直接投资和进一步扩大直接投资ꎮ

四　 ＵＳＭＣＡ 背景下中国促进中墨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鉴于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ꎬ 在 ＵＳＭＣＡ 即将

生效并付诸实施的背景下ꎬ 为了确保中墨经贸关系的平稳过渡ꎬ 并促进中墨

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ꎬ 中国政府及企业应采取以下五项对策ꎮ
(一) 合理规避 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的高要求ꎬ 拓宽中墨经贸合作的领域和

方式

就目前来看ꎬ 中墨经贸规模较小ꎬ ＵＳＭＣＡ 对于中国对墨出口贸易的影响

有限ꎬ 但 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规则的高要求可能会抑制墨西哥从中国的进口ꎬ 阻碍

中墨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ꎬ 特别是 ＵＳＭＣＡ 生效可能会降低中墨之间在汽

车、 纺织品等行业的贸易规模ꎮ 为此ꎬ 中国可以采取如下应对措施ꎮ 第一ꎬ
大力促进科技进步ꎬ 降低生产成本ꎮ 为防止中墨汽车和纺织品行业贸易规模

的下降ꎬ 中国可以通过大力促进科技进步ꎬ 使用先进生产设备代替劳工ꎬ 提

高生产率ꎬ 降低生产成本ꎬ 提升中国产品在墨西哥市场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ꎬ
抵消 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规则的不利影响ꎮ 第二ꎬ 在确保中墨汽车和纺织品行业贸

易正常发展的前提下ꎬ 努力拓宽与墨西哥经贸合作的领域ꎬ 重点加大机械及

电气设备、 光学设备、 铜等贱金属及其制品、 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等的双边

贸易ꎬ 并借此机会调整对墨出口产品结构ꎬ 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ꎬ 促进先进

制造业产品对墨西哥的出口ꎮ 第三ꎬ 加大对墨西哥汽车和纺织品行业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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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ꎬ 充分利用墨西哥当地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ꎬ 合理规避 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的

高要求ꎬ 摆脱 ＵＳＭＣＡ 可能对中墨经贸关系产生的制约ꎬ 促进中墨经贸合作持

续健康的发展ꎮ
(二) 加强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直接投资的引导ꎬ 保障中国投资企业合法

权益

尽管中墨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ꎬ ＵＳＭＣＡ 对双边的投资影响有限ꎬ 但

中国对墨西哥进行直接投资是中国参与美墨加自贸区的方式之一ꎮ 为了确保

中国对墨西哥投资的成功ꎬ 首先ꎬ 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中国企业对墨西哥的

直接投资ꎮ 一方面ꎬ 中国可以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对墨西哥进行直接投资ꎬ 根据

中国及墨西哥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优势行业ꎬ 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目录ꎬ 及时发布

对墨西哥投资的风险信息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就墨西哥和美国的

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指导意见ꎬ 使从事对墨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按照相关法律进

行经济活动ꎬ 以免陷入不必要的冲突与纠纷ꎮ 其次ꎬ 与墨西哥政府进行谈判ꎬ
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ꎮ 当在墨西哥的中国企业与美国政府产生纠纷时ꎬ 中

国企业不能援引 ＩＳＤＳꎬ 中国应提前与墨西哥和美国进行谈判ꎬ 就如何解决纠纷

达成共识ꎬ 以保障和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ꎮ 尽管 ＵＳＭＣＡ 可能会限制成员国

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 ＦＴＡ 谈判ꎬ 但并未限制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

协定ꎮ 中墨两国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签订了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ꎬ 并签

订了一系列促进双边投资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但中墨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有

待升级ꎬ 应把 ＵＳＭＣＡ 可能对中墨经贸关系产生的影响纳入谈判范围ꎬ 与墨西哥

政府协商如何保障中国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合法权益ꎬ 使 ＵＳＭＣＡ 中 ＩＳＤＳ 条款对

中国企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ꎬ 促进中国对墨直接投资的扩大ꎮ
(三) 借鉴 ＵＳＭＣＡ 的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ꎬ 努力提高中国 ＦＴＡ 水平

中国与国外建立 ＦＴＡ 始于 ２００２ 年ꎬ 起步时间较晚ꎬ ＦＴＡ 水平也相对较

低ꎮ 鉴于 ＵＳＭＣＡ 规则宽领域和高标准的事实ꎬ 为了在中墨经贸合作中求得主

动、 有利的地位ꎬ 进而利用 ＵＳＭＣＡ 积极参与北美区域合作ꎬ 中国应在现行

ＦＴＡ 基础上ꎬ 在以下各领域努力提高中国 ＦＴＡ 水平和层级ꎮ (１) 在数字贸易

规则方面ꎬ 随着科技的发展ꎬ 数字贸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ꎬ 相关的贸易纠纷

可能随之增加ꎬ 中国应加快相关法制建设ꎬ 充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贸易规则ꎬ
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ꎮ (２) 在劳动规则方面ꎬ ＵＳＭＣＡ 要求成员国遵守各相关

公约ꎬ 中国应当将现行国际劳动标准中尊重和保障工人权利的有益成分吸纳

到中国劳动法中ꎬ 推动中国劳动法制的建设ꎮ (３) 在环境规则方面ꎬ 中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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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尽快针对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 臭氧层保护、 空气质量等领域进行立法ꎬ
并逐步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ꎮ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国在贸易规则中面

临的限制ꎬ 也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ꎮ (４) 在知识产权规则方面ꎬ
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规则ꎬ 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ꎬ 不断改善本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ꎬ 并努力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接轨ꎬ 减少国际贸

易中的知识产权争端ꎮ (５) 在日落条款方面ꎬ 加强中国对协定的履约能力ꎮ
政府向企业制定履约内容及期限ꎬ 监督相关企业完成履约ꎮ 未来中墨可以协

商共同加强协定的履约能力ꎬ 使双方均能实现协定利益的最大化ꎮ
(四) 尽早启动中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自贸协定的宗旨是为了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ꎬ 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和便利化ꎬ 进而提高各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福利水平ꎮ 中国已把自由贸易区建

设提升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国家战略ꎮ 自 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第一

个自贸协定以来ꎬ 目前已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签订了 １７ 个自贸协定ꎬ 正在谈判

的自贸协定 (含升级谈判) 有 １４ 个ꎬ 正在进行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的为 ８
个ꎮ① 墨西哥自 １９９４ 年与美国、 加拿大签署第一个自贸协定即 ＮＡＦＴＡ 以来ꎬ
已与 ５２ 个国家签署了 １４ 个自贸协定ꎮ② 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签订自贸协定最

多的国家之一ꎬ 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与世界上两个最大贸易集团北美自由

贸易区和欧盟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ꎮ③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墨西哥是拉

美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墨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ꎬ 然而中墨两国迄今尚未签订

自贸协定ꎬ 这与中墨两国经济地位和经贸关系的现实极不相称ꎮ
尽管 ＵＳＭＣＡ 的非市场经济 ＦＴＡ 条款对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签订 ＦＴＡ 进行了歧视性的约束和限制ꎬ 然而ꎬ 该条款并未明文排除或禁止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 ＦＴＡ 的可能性ꎮ 同时ꎬ 虽然目前墨西哥

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ꎬ 但鉴于整体上中墨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经贸

关系快速发展且日趋密切的事实ꎬ 中墨两国都有意愿通过建立中国—墨西哥

自由贸易区扩大两国经贸规模ꎬ 深化两国经贸关系ꎬ 增进两国国民福祉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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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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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商务部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的资料整理而得ꎮ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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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墨西哥政府的沟通协调ꎬ 尽早启动两国有

关中墨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和政府间谈判ꎮ 中墨应共同商讨达成自贸协定的方

法ꎬ 通过谈判达成符合双边共同利益的协定ꎬ 并使协定条款得到 ＵＳＭＣＡ 其他成

员国的认同ꎮ 当然ꎬ 这并不意味着在自贸协定谈判中中国要一味地妥协和谦让ꎬ
相反ꎬ 对于不符合中国利益尤其是涉及有损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条款和要求ꎬ
中国应坚持原则ꎬ 有理、 有利、 有节地加以积极应对ꎮ 通过中墨两国的谈判ꎬ
力争早日签订中墨自贸协定ꎬ 建立中墨自贸区ꎮ 这也恰恰是中国积极应对

ＵＳＭＣＡ 对中墨经贸关系不利影响的一个切实有效的重要举措ꎮ
(五)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公平竞争ꎬ 争取墨西哥早日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

作为 ＵＳＭＣＡ 成员国的墨西哥、 美国和加拿大迄今均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

地位ꎬ 而是把中国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成

为影响中国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国家建设健康稳定经贸关系的一个重大障

碍ꎬ 特别是成为这些贸易伙伴国对华频频实施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保护措施

甚至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如今ꎬ ＵＳＭＣＡ 更进一步设立了专门针对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自贸协定条款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两项条款ꎬ 而且该

两项条款均明显带有主要指向中国的歧视性色彩ꎮ 因此ꎬ 尽管中国并不承认

ＷＴＯ 框架外的 “非市场经济国家” 条款ꎬ 但在 ＵＳＭＣＡ 背景下ꎬ 若不能获得墨

西哥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ꎬ 将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ꎮ
鉴于此ꎬ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ꎬ 中国应加快国内市

场化改革的步伐ꎬ 减少政府干预ꎬ 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ꎮ 同时ꎬ 应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ꎬ 为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扫清障碍ꎬ 推动反垄断

法最大限度地适用于国有企业ꎬ 这将有助于弥补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治理方式

偏重产业政策而忽视竞争政策的缺陷ꎮ 在此基础上ꎬ 结合中国国情ꎬ 参考墨

西哥有关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ꎬ 制定中墨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谈判的进程

和目标ꎬ 加强中墨两国政府层面的沟通与协调ꎬ 争取墨西哥早日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ꎮ 此外ꎬ 鉴于美国在 ＵＳＭＣＡ 中的主导地位ꎬ 以及在有关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美国对墨西哥的影响力ꎬ 中国政府还应考虑在未来中美贸

易摩擦一旦呈现缓和的情势下ꎬ 适时与美国政府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重

新进行磋商与谈判ꎮ 如若美国能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有所突破或传递

出积极的信号ꎬ 对于墨西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势必大有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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