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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政策下广西边境地区发展与管理的分析

◆马　娜

(广西警察学院, 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２８)

【摘要】RCEP协定在我国全面实施,给我国的贸易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与挑战.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我国边境

地区,对进出口贸易及边境人员管理模式及内容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广西作为东盟博览会的主办地区,应更深入贯

彻与利用好 RCEP的政策精神,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的全面发展,提高边贸服务及地区发展优势.笔者对广西边境地

区在 RCEP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对未来广西边境地区的发展进行分析,并结合 RCEP的政策内容、广西边境口岸所具

有的优势条件、可利用的技术手段、未来的发展机遇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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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RCEP的基本内容

RCEP是 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
的缩写，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由东盟十国发

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参加

(“１０＋５”)，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１５国统一

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经批准生效后，“各成员之间关税减

让以立即降至零关税、１０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为主”。

RCEP是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成员结构最

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式生效，率先在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东盟的

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１０国施行。 这

意味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我国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均超过６５％，与韩国相互之

间立即零关税比例为３９％和５０％。 我国与日本新建立自贸

关系，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也分别达到２５％和５７％。 在此

基础上，RCEP成员国将通过１０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９０％

的产品享受零关税。

２　RCEP的实施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影响

２０２２年前１０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５１２１．８亿元，

同比增长４．４％，年内增速首次扭负为正。 南宁海关介绍，

为积极推动高质量实施 RCEP，广西聚焦电子信息、汽车、

高端金属新材料、机械装备制造等九大优势产业，大力推进

示范项目集聚区和高能级合作平台建设。 ２０２２年内实现广

西新能源汽车整车在海外制造和生产，并建成首条中国—东

盟燕窝跨境产业链。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份，广西对RCEP伙伴国

出口电子元件、汽车零配件均实现倍增，同比分别增长３８６．

２％、１０９．７％。 南宁海关表示，２０２２年以来，该关积极推

广和优化甩挂等非接触式货物通关模式，建立互市贸易分类

通关监管机制，实施药食同源商品进口通关便利化试点改

革，推动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发展，支持周边国家的互市落地

加工商品通过公路、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进口。 各项创新

举措聚力增效。 ２０２２年前１０个月，广西边境贸易进出口

７１７．２亿元，连续７个月保持环比增长。 ２０２２年开始欧洲国

家加大向我国采购保暖内衣、棉服、棉被及各类取暖设备的

力度，此类产品成为广西出口新的增长点。 其中，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份，广西对欧盟出口电热取暖设备１４８９．１万元，同比

增长１２８１．８倍。 此外，随着广西加大供应链平台建设，补

齐大宗商品供应链短板，加大对铁、锰、原油等大宗资源性

产品“先放后检”等改革力度，推进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供

应机制改革，广西大宗商品进口实现快速增长。

随着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全面覆盖，处于

我国与RCEP成员国中心地带的广西口岸城市有机会升级口

岸传统支柱产业，发掘跨境电商直播、东盟信息港等新业

态，迎来口岸经济转型契机，实现从“通道经济”到“产业

经济”的升级。

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RCEP全面实施中面临的挑战

３．１　RCEP全面生效带来进出口竞争压力

RCEP全面生效给国内的进出口行业带来竞争压力，尤

其是广西迫使口岸通过打造特色产业培育形成竞争优势。

RCEP生效促进了我国农业、纺织、化工等优势行业的贸易

增长，但部分行业如汽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产品出口在

东盟市场面临竞争挑战。 东盟的农产品以及日韩的高品质

家电等产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关行业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３．２　广西陆路口岸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广西的陆海口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内陆地区较为落后，

这也是口岸经济系统缺乏长期韧性的表现。 口岸的先天条

件存在短板。 广西陆路口岸大多地处中越边境的崇山峻

岭，东兴口岸、凭祥口岸等一类口岸的通关配套设施相对比

较完善，但二类口岸的通关配套设施还相对滞后，铁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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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航线密度近些年有所提升，但与临近的广东、海南

等沿海省份相比还存在差距。 由于中越地缘关系复杂，边

境地区营商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广西口岸周边的企业大多数

规模偏小，未形成真正意义的产业集群，也正因为这个原

因，沿边企业创办及维持日常经营运转的资金大多来源于自

身的原始积累或民间借贷，难以符合银行授信条件，一旦地

缘关系或者国际行情突变，资产规模小、财务制度不完善的

中小企业对抗和化解风险的手段有限。

３．３　广西口岸协同发展难度较大

广西的北海港、防城港和钦州港已实现三港整合，口岸

发展的协调度优良且均衡，但陆路口岸协调发展水平不一，

协同难度较大。 广西水、陆、空口岸虽然齐全，但西江黄

金水道的货物大多选择经珠江从广州出海，自身水上通道无

法通江达海，广西海运口岸发挥西部最便捷出海通道的功能

受到限制。 ２０２２年，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广西

平陆运河工程开工建设，这个旨在实现江海联动的重大项目

目前还处于攻坚阶段，口岸的河海、陆海乃至铁海联动尚需

时日。 此外，由于缺乏统筹协同，广西口岸产业园区间存

在一定的功能重叠、产业同质现象，如地理位置临近，资源

优势相似的友谊关、水口、东兴和爱店口岸的工业园区都有

坚果加工产业，导致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减弱，发展后劲不

足。 在整合广西边境产业的时候，相关部门还需要进一步

思考如何突出每个口岸的特色，从自身的发展角度，分配口

岸的功能，协同全面提升广西边境地区的综合管理作用，给

广西边境地区的发展建设做贡献，提升广西在 RCEP中的

作用。

４　对RCEP政策下广西边境地区发展提出的对策建议

４．１　适应RCEP发展的要点，改革广西边境地区发展

模式

相关部门要提高广西边境地区人员的综合素质，包括语

言能力、产业知识能力。 在引进先进人才的同时，开展本

地人才培养计划。 广西边境城市在 RCEP的影响下，必须

努力带动本地产业发展，才能真正从“通道经济”向“产业

经济”进行转型，这样的转型除了提高本地的产业化能力之

外，还需要提高涉及产业发展的专业人员的能力，包括管理

人员、工作人员等。 加强边境地区的教育发展刻不容缓。

相关部门只有为愿意留在广西边境发展的年轻人提供不同类

型的就业类型，才能让更多高端人才回流，并留住本地人

才。 人才聚集容量的提高，能够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对

于边境地区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正因为 RCEP的实施，

国内外人才的交流也会变得频繁，边境地区流动人员的数量

必定会增长。 不同类型的人才交流是经济及产业发展的重

要内容，通过提高广西边境地区的发展吸引更多国内外的人

才进行交流是未来广西经济发展全面走向国际化的重要目

标。 由此，与RCEP的理念契合，提高对广西边境流动人

员管理的新模式，是广西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而提高广

西边境流动人员的综合素质也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４．２　提升边境地区与 RCEP发展政策的契合度，走可

持续发展的路线

RCEP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交流，汇聚的是各国具有竞

争力的产品及服务。 在全面免关税之前，广西如果想要更

好地抵御国外产品的冲击，除了提高本土同类型产业的竞争

力，还需要发展广西本土的特色产业，让本土产品无可取

代，才能更好地适应国际竞争。 如爱店口岸形成了中药集

散地，广西的医药产业一直发展良好，而且由于是少数民族

地区，中医治疗的类型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苗药、壮族特

色疗法等，在中医中也存在不同分类，广西占据的本土特色

医药类型颇多。 且中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完全

可以打造属于我国本土特色的医疗产业。 而广西则可以发

展其民族特色的中医，形成特色产业。 发展广西中医特色

医疗，带动广西本土经济及产业发展。 同时，培养广西特

色中医的专业人才，培养边境地区的中医中药人才，提高口

岸中医中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友谊关进出口的水果占我

国口岸进出总量的一半左右，RCEP生效后获准进出口的商

品品种增加和规模扩大，带动了智慧口岸、物流网络发展，

促使批发市场和加工制造等相关产业在区域形成集聚与辐

射。 沿边特色产业强化了口岸连接各国与西南地区的贸易

中转站地位，推动腹地经济不断发展。 广西作为我国水果

产量第一的大省，自２０２１年以来一直位居全国水果产量规

模第一。 柑橘是广西的主要水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香

蕉、荔枝、龙眼、芒果、火龙果等热带水果，及桃子、李子

等温带水果。 广西的水果一直供应全国，水果产业对广西

的贫困地区来说是支柱产业。 而之所以能够发展水果产

业，也因为广西的地理位置，从气候、土壤、水资源等各方

面的优势给广西带来了发展水果产业的机遇。 同时，这也

是属于广西的特色产业，具有可持续性。 在 RCEP的全面

实施下，广西的水果产业面临很多国外产品的竞争，这就需

要广西充分发挥本土水果产业的优势，提高产品质量的同

时，提高进出口产量，从而让广西的特色产业走向国际市

场。 广西的果农大多为农村居民，如果广西的水果能够走

向国际，可以提高农村果农的收入，广西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还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

献。 具有高素质的年轻人返乡也能加快广西水果产地全面

实施现代化的进程。

４．３　提高广西本土农产品的产品质量及产业质量

广西作为农业大省，一定要提高本土农产品的质量。

RCEP对农产品有严格的标准。 广西可以通过先与同类型

农产品厂家进行产品交流，在交流中提高本土农产品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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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直到符合 RCEP的产品要求，才能从根本提高广西本

地的产业发展。 而这当中就需要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

相关行业进行国内外的人才交流和学习，可发挥广西作为东

盟会议主办方的优势，提高不同类型产业的国际交流会次

数，从而在全面开放的政策中，加快广西的产业经济发展，

尤其是提高广西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国内外的贸

易交流水平。 RCEP计划未来的１０年实现成员国之间的零

关税贸易，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其鞭策我国一定要提高自身

的产业发展能力。 广西在此期间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外

的先进发展经验及技术，作为我国的边境地区及东盟博览会

的主办方，全面打开国际知名度及发展地位。

４．４　提高广西边境地区的基础建设水平

广西的边境地区地形存在一定的挑战，在搭建产业群体

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这需要相关企业能够具备合作共

赢、互帮互助的意识。 从地理位置与经营模式上共同搭建

群体产业，才能真正带动本地行业发展。 同时，本地产业

群体可以与相关管理部门合作，在合作中找出真正适应本土

企业发展的政策及方案，全面带动本土产业发展、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人口素质发展。 同时，对于广西边境的基

础建设要持续跟进，铁路、高速公路、航线的密度打造要尽

快与RCEP的要求向匹配。 广西边境大部分为喀斯特地

貌，山路多，道路相对崎岖蜿蜒，打造符合 RCEP的运输公

路条件是广西发展边境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关键。 广西要打

造专属于RCEP的物流模式，提高广西边境对RCEP政策的

全面贯彻实施。 此外，广西要在口岸地区引入先进的电子

政务技术手段，提高边贸的流通效率及安全性。 广西要引

入高效的边贸进出口物流现代化模式，开通RCEP的专属现

代化物流模式，充分将RCEP的政策与高科技相结合。

４．５　打造RCEP专属跨境电商直播平台

广西符合RCEP政策的产品可以借鉴跨境电商直播的方

式，针对有需求的国家搭建 RCEP专属跨境直播平台。 利

用平台的权威性，给不同时区的国家提供专项产品直播服

务。 其中，直播的内容、主持人等可以专门为销售对象国

家进行定制，包括语言、直播形式等方面。 这种方式为广

西边境地区小语种人才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用跨境

直播的低成本方式提高了广西优质产品的国际知名度。 广

西边境地区要创造现代化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广西边境

优秀人才为家乡本土发展建设做贡献，将人才真正留住。

通过贯彻RCEP的政策，可以提高广西边境地区的人才综合

素质的发展。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RCEP的实施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带来了发展

机遇，对广西边境贸易、经济、人才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积极影响。 广西边境地区在提升经济建设的同时，也

需要提高区域人才的综合素质，打造RCEP政策下创新的广

西边境地区管理模式，这样才能与RCEP这类国际政策相匹

配。 在未来RCEP全面贯彻实施、国际竞争加剧时，广西

要扬长避短，将地区的优势发展到最大，充分利用 RCEP政

策的优势条件，为广西边境经济带来新的发展。 广西边境

地区要从传统的“通道经济”中汲取可利用、可创新的机

会，打造属于广西边境专属的“产业经济”，从而促进本地

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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