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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富等

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思路及对策研究

【摘要】为落实以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培育战略支点、实现双

边贸易额１万亿美元目标等为内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升级版”战略，广

西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显得及时而必要。本文从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客观条件入

手，全面剖析其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建设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的总体

构想、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为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明确了发展思路及对策指引，

对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边境　口岸　自由贸易区　思路　对策

一、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在历经１０多年的共同努力后，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

进一步发展，党和国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

就是以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培育战略支点、实现双边

贸易额１万亿美元目标等为内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升级版”

战略。为落实 “升级版”战略，更加开放、更加先进、更高效率的边境自

由贸易区的设想获得了党和国家的支持。２０１３年７月，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广西考察时，明确提出支持凭祥边境自由贸易合作示范区建设。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１３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在凭祥市

调研时，要求有关方面要大力推进中国 （凭祥）自由贸易示范区建设，不

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自治区

人民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 《自治区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

发的若干政策规定 （修订稿）》，提出凭祥市和东兴市作为 “中越跨境自

由贸易示范区”的试点城市的建设方案。可以说，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建

设边境自由贸易区已经是万事俱备，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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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的范围
广西陆地边境线长１０２０公里。边境地区有８个县 （市）与越南接壤，

共有东兴、友谊关、凭祥 （铁路口岸）、水口、龙邦、平孟等６个国家一

类口岸，有爱店 （宁明）、平而关 （凭祥）、科甲 （龙州）、硕龙 （大新）

等６个二类边境口岸，有板烂 （宁明）、北山 （宁明）、浦寨 （凭祥）、那

花 （龙州）、布局 （龙州）、岩应 （大新）、德天 （大新）、百南 （那坡）、

那布 （那坡）等２０多个边民互市贸易点。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语言相

似、习俗相近，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十分便利的区位优势。

三、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有利条件

１．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广西边境地区处于中国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

部，也是东亚经济圈的中心。目前，广西各边境口岸都有公路相通，火车

可直达越南河内市，使广西边境地区成为连通中国和东盟的重要陆上通道

和西南、中南、华南地区经广西出海出边的重要门户。

２．具有政策叠加优势。

广西边境地区既沿边又沿海，拥有沿边政策和沿海政策。同时，广西

边境地区拥有凭祥综合保税区、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广西凭祥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３个国家级开发区。此外，广西边境地区还是滇桂沿

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要部分。

３．面临重大机遇叠加优势。

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国家即将颁布实施 《沿边地区

开放开发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将赋予沿边地区新的特殊政策；二是中

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

家的互利合作；三是中国—东盟合作进入新的 “钻石十年”，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谈判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使与东盟海陆相接的广西在扩

大与东盟的开放合作中增添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四是按照中央关于扩大内

陆沿边开放的明确要求，把广西建设成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

略支点，从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中进一步明确了广西的新定位、新使命；

五是国家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广西打好 “东盟牌”开拓了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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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空间；六是滇桂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将全面提升广西对外开

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七是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广西实施 “双核驱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实体支撑。

４．具有良好的对外开放基础。

一是边境贸易已发展成为广西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

西边境小额贸易稳步增长 （见表１、２），逐渐形成了边境小额贸易与边民

互市贸易相结合、生产资料与生活用品相结合的综合性边境贸易格局。二

是合作机制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越两国在河内签署了

《关于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备忘录》，中国凭祥—越南同登、中国东兴—

越南芒街、中国龙邦—越南茶岭等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正在积极推进。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及对越南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边境小额
贸易额

边境小额贸易
占进出口总额
比重 （％）

对越南
贸易额

对越南贸易额
占进出口总额
比重 （％）

２００９　 １４２．０６　 ３１．２０　 ２１．９６　 ３９．８４　 ２８．０５

２０１０　 １７７．０６　 ４２．４１　 ２３．９５　 ５１．２８　 ２８．９６

２０１１　 ２３３．３１　 ６２．５０　 ２６．７９　 ７５．７４　 ３２．４６

２０１２　 ２９４．７４　 ８３．４８　 ２８．３２　 ９７．２７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３　 ３２８．３７　 １１５．０９　 ３５．０５　 １２６．９７　 ３８．６７

数据来源：南宁海关。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广西与我国沿边省区边境小额贸易情况比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广西 云南 西藏 新疆 甘肃 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２００９　 ３１．２０　 １２．６１　 ２．４９　 ９１．１６ — ２７．７３　 ３４．７６　 ２．６２　 ５．１３

２０１０　 ４２．４１　 １７．３６　 ５．０１　 １００．４２ — ３４．８９　 ５０．１８　 ３．２７　 ５．４５

２０１１　 ６２．５０　 ２０．０５　 ９．３０　 １２８．３６ — ４６．５８　 ６４．４６　 ４．９０　 ８．１２

２０１２　 ８３．４８　 ２１．５　 １６．８７　１３０．０４ — ４７．２５　 ７８．１９　 ４．６６　 １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１１５．０９　 ３３．３　 １９．２４　１４３．４０ — ４０．３　 ９４．７０　 ５．２６　 １０．４５

数据来源：相关省区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和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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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约因素

１．综合实力不强。

由于广西边境地区大多为 “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

量较小，地方财政收入不高，工业发展滞后，社会投资规模不大，城镇化

进程较慢 （见表３）。

表３　广西边境８县 （市、区）２０１３年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指标

县份　　　　
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
总值 （元）

公共财
政收入

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固定资
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那坡县 １６．２８　 １０４５３　 １．３１　 ３．６３　 ２５．１８　 ６．０５

靖西县 １１０．８１　 ２１８３５　 ８．４７　 １９０．３９　 １１２．９３　 ２２．３５

大新县 ９０．７０　 ３０１７２　 ６．７８　 ９１．５７　 ６４．５１　 ９．５３

龙州县 ７０．５７　 ３１７００　 ５．２１　 ５６．２０　 ５５．２６　 １３．８２

宁明县 ８６．０３　 ２５１１８　 ５．７６　 ８８．２９　 ６３．２２　 １１．２８

凭祥市 ４０．４０　 ３５３７６　 ６．９０　 １９．２０　 ５９．８２　 １６．９１

东兴市 ７２．８７　 ４８５７９　 ９．６３　 ９５．４７　 ８６．３３　 １７．８７

防城区 ９９．０８　 ２６４９１　 ６．８７　 １１７．５６　 ８３．５４　 ３２．６６

８县市合计 ５８６．７４ — ５０．９３　 ６６２．３１　 ５５０．７９　 １３０．４７

仅占广西比重 ４．０８％ — ３．８７％ ３．６％ ４．６％ ２．５％

广西 １４３７８．００　 ３０５８８　 １３１７．６０　 １８３６２．３８　１１９０７．６７　 ５１３３．１０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２．开放型经济水平不高。

目前，广西边境地区对外贸易仍基本处于通道经济阶段，进出口总额

不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小。２０１３年，广西边境小额贸易额为１１５．０９亿

美元，约占广西总量的１／３，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边境的

东兴、凭祥、龙邦和水口４个海关２０１３年进出口货物量为３４０．６３万吨，

仅占南宁关区 （９５１８万吨）的３．６％。２０１２年，边境８县 （市、区）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６８３万美元 （见表４），仅占全区外资总额７．４９亿美元

的０．９％。此外，除国家一类口岸外的其他口岸、边民互市点等基础设施

配套仍较落后，口岸开放水平和通关便利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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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广西边境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县份 ２０１１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２０１２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东兴市 ８８　 ８０

防城区 ４７　 ５５３

凭祥市 ２２０　 ０

龙州县 ０ ０

宁明县 ０ ０

大新县 ４８　 ０

靖西县 ０　 ５０

那坡县 ０ ０

合计 ４０３　 ６８３

资料来源：广西商务厅，２０１３年８月。

３．中越贸易不平衡，层次低，关税壁垒严重。

目前，越南是广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建立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

必然受中越贸易发展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对越南贸易保持顺差且

贸易差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两国的商品贸易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处于

较低层次的贸易水平，中国出口越南主要是工业化工原材料和机电设备及

其制品等加工类产品，越南出口中国主要是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

品。此外，越南为应付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奉行 “鼓励出口，限制

进口”的贸易政策，通过采取关税壁垒、海关估价、数量限制和配额限制

等形式对本国民族产业采取保护。

４．面临着其他区域型贸易协定的竞争和挤压。

２０１１年，美国为重返亚洲，高调推出ＴＰＰ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目标为２０２０年实现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其实质是想通过与

日韩合作来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并扶持越南、菲律

宾等国家。随着 ＴＰＰ的发展，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模式将被逐步打破，

以前非开放目录的内容都将属于开放内容，边境贸易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这对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将造成很大竞争压力，发展空间也将会面临

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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