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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与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

花 建　田 野

摘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生效,形成了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

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中国对 RCEP国家的文化产品进出口额约占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

的四分之一,加入 RCEP对于中国包括对外文化贸易在内的各类国际贸易竞争力均具有重大意义.从总

体上看,中国处在全球文化贸易价值链的中端.要科学地把握中国对 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现状,针对

不同成员国的特点,有的放矢地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优势.要加强研发投入,培育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高

端要素;适应国际文化贸易的态势,把在岸创新和离岸创新相结合;用好优惠关税和原产地累积规则,扩大

对外文化投资;发展数字文化,打造促进国际文化贸易的新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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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全球瞩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Ｇ
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简称RCEP)正式签署,其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东盟１０国.RCEP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及 GDP形成了统一大市场

和当今世界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这不仅拓展了自贸区范围,还
整合了该区域内２７项自由贸易协定和４４项双边投资协定,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合作.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加入RCEP既是中国推动国际贸

易自由化和多边主义,推进区域一体化,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重大举措,也将对 RCEP成员国之

间的各类贸易包括文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Drysdale等认为,RCEP是推动区域经贸多边合作的战

略性机遇,对RCEP各成员国扩大投资和贸易都有积极意义① ;Heryadi等同样发现,印尼加大与

RCEP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贸易将激发自身文化产品的出口潜力,２０２０年,印度尼西亚对RCEP成员

国的出口已达全国出口总额的５５５４％② .国内学者从发展方向与前景、政策变化等角度分析了

RCEP对中国贸易产生的影响.陈颖指出,RCEP可以反映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和数字贸易规则方面

的最新立场,即构建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优势的数字贸易体系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报

告认为,RCEP的生效不仅将显著拉动区域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对于全球贸易和福利增长也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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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进作用①;宋哲强调,与中国此前参与的自贸区协定相比,RCEP在“扩围”“提质”“增效”方面均实

现了新突破②.但现有研究侧重于分析 RCEP本身的特点以及其对各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影响,缺乏

有关中国对RCEP国家文化贸易的结构竞争力情况以及提升方向等方面的分析.因此,本研究的创

新意义主要在于:系统分析RCEP对于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意义,深入研究中国与RCEP成员国

文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重点剖析中国开展与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优势和薄弱领域,在此基础上

结合RCEP的规则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提升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点领域和举措建议,展
望中国从RCEP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称ComprehensiveandProgresＧ
siveAgreementforTransＧPacificPartnership)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开放度的前景.

二、加入 RCEP对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意义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增长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③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拥有较强的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国际文

化贸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国家间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输入和输出,是
一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获得话语权、定价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包括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

服务贸易④.随着世界贸易的重点从商品贸易自由化向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转变、数字经济的蓬

勃发展不断重构文化产业版图,全球文化贸易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
在２００８年起、２０１５年起和２０２０年起的三次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的主要引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稳步增长的时期.从全球价值链来看,中
国既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又与广

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等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全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

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建立了紧密联系⑤.这一国际大循环体系在中国对

外文化贸易领域获得了生动的印证,中国与美、日、英、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及与东南亚、中东等不同发

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层级的文化贸易循环体系,成为世界文化贸易的重要枢纽.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逐渐上升,２００４年位列世界第三位,２０１０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⑥.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统计数据⑦显示,２０１９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１１１４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８９％,顺差为

８８３２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９９８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９％;进口额为１１５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７４％.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９年期间增长了近３倍,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间持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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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tec．org．cn/n５/sy_gzdt_xshd/json/６００１．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９日.
宋哲:«RCEP:我国自贸区战略的理论深化、实践突破和工作启示»,«国际税收»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详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００１版.

UNESCO & UNESCOInstituteforStatistics,“TheGlobalisationofCulturalTrade:AShiftinConsumption:InternationＧ
alFlowsofCulturalGoodsandServices２００４Ｇ２０１３”,http://uis．unesco．org/en/files/globalisationＧculturalＧtradeＧshiftＧconＧ
sumptionＧinternationalＧflowsＧculturalＧgoodsＧservicesＧ０,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
张辉:«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新型全球化»,«企业观察家»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UNESCO & UNESCOInstituteforStatistics,“TheGlobalisationofCulturalTrade:AShiftinConsumption:International
FlowsofCulturalGoodsandServices２００４Ｇ２０１３”,http://uis．unesco．org/en/files/globalisationＧculturalＧtradeＧshiftＧconＧ
sumptionＧinternationalＧflowsＧculturalＧgoodsＧservicesＧ０,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
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历年文化产品进出口情况(２００８Ｇ２０１９)»,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list/

wenhua/shujutj/１/cateinfo．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５日.



持增长态势并在２０１４年达到高峰,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间有所下滑,到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再次回升到

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高位.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文化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也在稳步增长.
(二)加入RCEP对于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积极作用

加入RCEP极具战略意义,有助于中国以更高水平参与全球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

链,促进中国与RCEP成员国在多个文化贸易领域展开合作,为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构建更大范围

的开放格局.
第一,RCEP将大幅度降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壁垒,有利于提升中国与 RCEP成员国

的文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加速区域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流通.RCEP涵盖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

便利化的各个方面,协定中９０％的货物关税将逐步降至零,服务贸易壁垒也将明显降低.以中国关税

承诺表为例,该表涉及２１大类８２００多种细分产品,RCEP生效后,关税主要集中在三个时间段进行减

免,协定生效后的第２１年起,中国对各国零关税税目产品的比重均将保持在９０％左右.RCEP打破

了区域内原有各类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交错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应”①,有助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

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第二,RCEP把知识产权作为重要内容,有利于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

RCEP知识产权章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工业设计、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等全部纳入

保护范围,为发展文化内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RCEP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贸易知识产权协定,既涵盖了保护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传统原则,又针对遗产资源、数字环

境下执法等新兴问题作了规定,同时明确了对合作与磋商、过渡期和技术援助、反不正当竞争、合作和

透明度等方面的相关要求.这有助于中国在知识产权开发和保护方面与国际高标准对接,推动中国

各级政府和文化企业更加自觉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行动.
第三,RCEP有助于推动数字文化贸易,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走向世界营造良好的条件.RCEP

制定了公平使用电信相关基础设施的电信服务规则,包括促进电信行业市场竞争的多项新条款,为成

员国开展电信服务营造了更加公平和开放的数字营商环境.这是亚太地区第一次达成的范围全面、
水平较高的多边电子商务规则,包括电子商务信息跨境传输、保护线上消费者和个人信息、设立法律

框架监管电子交易、避免增加不必要监管负担等内容.RCEP承认各缔约方通过电子方式传输信息

可能有各自的监管要求,但明确规定不得阻止投资者或服务提供者为进行商业行为通过电子方式跨

境传输信息,这有助于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在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依托数字经济

形成与RCEP成员国相关产业的双向流通.

三、中国与 RCEP成员国的文化贸易现状

对外贸易规模的大小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依存度高低和国际收

支平衡调节能力的大小,也反映出其主导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在主要国家纷纷推动产业转型和产业

结构升级的背景下,突出创新驱动和升级主导性产业成为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核心方法.本文从

文化贸易的规模入手,揭示中国与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中的真实国际分工地位和中国推动主导性

文化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一)中国对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规模和趋势

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认为,两国贸易额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

比②.即在一定条件下,贸易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越高,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越高;贸易国之间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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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面碗效应”最早由JagdishBhagwati在１９９５年提出,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框架下,各种协议中包括

的不同的优惠政策和原产地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就如同碗中的意大利面条纠结在一起,影响了实施的效率.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马克梅里兹:«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１０版),丁凯等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页.



距离越远,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产生的贸易额越小.此外,国际贸易的规模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

的不断重组密切相关.全球化浪潮推动各类产业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文

化贸易的竞争力优势,不仅由本土企业决定,也与跨国或跨地区甚至跨洲的合作网络密切相关.RCEP
作为高质量、互惠型、涵盖面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以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开放力度和更有保障性的合

作制度环境鼓励成员国开展区域内的要素流通和价值链重组,从而实现成员国共同受益的目标.
在RCEP成员国中,缅甸、老挝、越南与中国接壤,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与中国仅一衣带水之隔,泰国、柬埔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中国有着长期的经贸合作关系.近十

余年来,RCEP成员国与中国的文化贸易往来频繁,如图１所示,从中可以发现: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对 RCEP国家文化贸易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trade①.

第一,在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方面,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

占中国对世界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稳定,最低值为１９２％,平均值为２１７５％,２０２０年达

到最高值２３９％,表明RCEP成员国已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长期贸易伙伴.
第二,在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出口额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近年来出口

贸易年复合增长率为４８％,２０２０年增速为９４％,在中国的主要文化产品出口目的地中属于较高水平.
第三,在文化产品进口贸易方面,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产品进口贸易以２３％的年复合增

长率保持增长.近年来,中国连续举办进博会,鼓励 RCEP成员国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其进口额不

断提升,但尚未回升到最高值.因此,中国在扩大从 RCEP成员国进口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动文

化贸易的双向流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第四,在文化产品贸易顺差方面,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出口优势逐渐增强,贸易顺差以１０９％

的年复合增长率逐年提升,表明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在RCEP成员国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后

者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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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文化统计框架»,“文化产品”的数据采集包括六大门类和横向领域中装备和辅助

材料的全部数据,具体分析详见下文表１及其说明部分,统计口径采用２００７年版 HS代码.“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比

重”是指中国对 RCEP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对全球文化产品贸易额的比重.其中,“中国对世界文化贸易”包括

中国再进口贸易额(中国对中国),“中国对 RCEP国家”不包括中国再进口贸易额(中国对中国).



　　(二)中国与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结构与特点

文化贸易结构反映了参与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真实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在国际文化贸易中获得

的本国收益结构.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文化产品的生产投入要素相近,但彼此的文化产品又具

有差异性.这种独特的文化生产分工和贸易结构使得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形成

了长期的、稳定的互补关系.根据２００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的«文化统计框架»①,
文化领域可分为“６＋１”类(６个核心门类＋１个横向领域),即 A(文化和自然遗产)、B(表演和庆祝活

动)、C(视觉艺术和手工艺)、D(书籍和报纸)、E(音像和交互媒体)、F(设计和创意服务)以及横向领

域.横向领域包括四种,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和保存、装备和辅助材料.本文以此作

为分类参考,对中国对RCEP国家的六类文化贸易进出口额进行分析.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对RCEP国家六类文化贸易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门类 项目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A类

文化和自然遗产

进出口总额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出口总额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进口总额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B类

表演和庆祝活动

进出口总额 ４２．７ ４９．９ ４５．０ ５２．７ ６２．５ ６７．０ ６８．８ ７１．０ ７６．８ ７１．８ ７５．１ ８２．１ ９１．９ ９５．０

出口总额 ２１．６ ２８．３ ２５．０ ３０．３ ３４．５ ３９．１ ４０．８ ４０．０ ４３．２ ３７．８ ３９．３ ４５．４ ５３．６ ６２．３

进口总额 ２１．１ ２１．６ １９．９ ２２．４ ２８．０ ２７．９ ２８．０ ３１．０ ３３．５ ３４．０ ３５．８ ３６．７ ３８．３ ３２．６

C类

视觉艺术和手工艺

进出口总额 ２６．５ ３１．０ ２７．９ ３５．２ ４４．９ ５６．８ ７０．９ ６９．０ ６１．３ ５６．７ ６１．０ ６９．８ ７３．４ ７３．０

出口总额 １３．４ １６．８ １５．４ １８．８ ２５．３ ３６．７ ４６．８ ４３．２ ４０．３ ３６．７ ３９．９ ４５．６ ４７．３ ４５．４

进口总额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２．５ １６．５ １９．６ ２０．１ ２４．１ ２５．８ ２１．０ １９．９ ２１．１ ２４．２ ２６．１ ２７．６

D类

书籍和报纸

进出口总额 １．８ ２．２ １．９ ２．３ ２．９ ３．５ ３．９ ４．１ ３．６ ３．５ ３．３ ３．８ ４．８ ４．３

出口总额 １．３ １．７ １．４ １．８ ２．１ ２．７ ３．２ ３．４ ３．０ ２．７ ２．７ ２．９ ３．２ ３．１

进口总额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６ ０．８ ０．７ ０．７ ０．６ ０．６ ０．７ ０．６ ０．９ １．６ １．２

E类

音像和交互媒体

进出口总额 ４８７．７５４７．９５１８．５６５６．５６８９．８７２７．６６６５．４６５３．７５８９．４５３５．４５６９．４６５５．８６７８．６７３３．３

出口总额 ２７３．４３１８．７３０９．４３８６．１４０２．１４００．５３９６．９３７３．８３２６．９３１６．０３５４．４４０２．７４１６．４４５８．５

进口总额 ２１４．３２２９．２２０９．１２７０．３２８７．８３２７．１２６８．４２７９．９２６２．５２１９．４２１５．０２５３．１２６２．２２７４．８

F类

设计和创意服务

进出口总额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出口总额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进口总额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trade.②

从表１可以发现,中国对RCEP成员国文化产品贸易具有如下的结构性特征:
第一,从文化产品贸易类型来看,２０２０年中国与 RCEP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③为７４２７％,双

２４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UNESCO,“２００９FrameworkForCulturalStatistics”,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escoＧframeＧ
workＧforＧculturalＧstatisticsＧ２００９Ｇen_０．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４日.
鉴于装备和辅助材料可按照６个文化核心门类进行划分,故将装备和辅助材料按照２００７版 HS代码分别列入六大核心门

类.因此,此处的“文化贸易”统计内容包括“６类核心文化产品＋装备和辅助材料”,“０．０”表示保留一位小数后的取值,下
文同.受四舍五入规则影响,部分门类的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和与进出口总额的表中显示值有微小差异.
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IIT＝１－|X－M|/(X＋M).X 和M 分别表示某一特定产业或某一类商品的出口额和

进口额.IIT 的取值范围为[０,１],IIT＝０时,表示该产业/产品的贸易完全是产业间贸易;IIT＝１时,表明该产业/产品

的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IIT 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方文化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分类别来看,２０２０年 A 类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０００％①,B类为

６８７３％,C类为７５６０％,D类为５７２２％,E类为７４９５％,F类为２３１８％.显示出中国与 RCEP国

家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设计和创意服务这两个门类缺乏相似的文化要素,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在其

他四个门类中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双向进出口方面表现较为活跃.
第二,从各贸易门类占比来看,２０２０年中国对 RCEP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最大的是 E类

(８０９８％),其余依次为B类(１０４９％)、C类(８０６％)、D类(０４７％),A和F两类仅分别占０００１％.
表明中国在与数字化设备相关的音像和交互媒体门类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显示出规模经济的优势.
特别是２０２０年创造了进出口总额７３３３亿美元、出口总额４５８５亿美元、进口总额２７４８亿美元的三

项新高,前两项在十年间获得约２倍的增长.
第三,从各门类发展速度来看,除A类、F类外,其他门类均保持增长态势,其中C类复合增长率最高,

为８１％,其余依次为D类(６９％)、B类(６３％)、E类(３２％),而设计和创意服务类(F类)的年复合增长率

为 １２６％.设计和创意服务中包括了面向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和面向终端客户的消费性服务,数据表明中

国的设计和创意服务在RCEP成员国的市场上缺乏适应性和竞争力,与这些国家缺乏产业互补性.
(三)中国开展与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优势和劣势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相较于其他 RCEP成员国,中国在文

化产品的装备和辅助材料生产领域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专业化能力,竞争力水平较高.中国的文

化装备和辅助材料贸易已占据对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主导地位,但在文化产品贸易方面缺乏竞

争力,出现了门类内部的结构性失衡.

表２ ２０２０年中国对RCEP国家不同细分领域文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门类 细分领域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A类

文化和自然遗产

文化产品 ０．０ ０．０ ０．０

装备和辅助材料 ０ ０ ０

B类

表演和庆祝活动

文化产品 ２７．４ １２．７ １４．７

装备和辅助材料 ６７．６ ４９．７ １８．０

C类

视觉艺术和手工艺

文化产品 ４４．８ ３９．８ ５．０

装备和辅助材料 ２８．２ ５．６ ２２．６

D类

书籍和报刊

文化产品 ３．６ ２．４ １．２

装备和辅助材料 ０．７ ０．６ ０．１

E类

音像和交互媒体

文化产品 ０．０ ０ ０．０

装备和辅助材料 ７３３．３ ４５８．５ ２７４．８

F类

设计和创意服务

文化产品 ０．０ ０．０ ０．０

装备和辅助材料 ０ ０ ０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trade.②

从表２可以发现,在不同门类中,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贸易优势不同.在表演和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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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保留两位小数后的取值.
文化和自然遗产(A类)、设计和创意服务(F类)两类在文化统计框架中并不涉及装备和辅助材料,因此其值为０;在音像

和交互媒体(E类)中,２０２０年中国对RCEP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值为０.表中“００”则表示保留一位小数后的取值.受四舍

五入规则的影响,表演和庆祝门类(B类)的装备和辅助材料领域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和与进出口总额的表中显示值有

微小差异.



门类中,中国对RCEP国家文化贸易的优势在装备和辅助材料领域,而文化产品贸易进口额仅略高于

出口额、出口优势不明显;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门类中,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优势,但装备和

辅助材料则以进口为主;在书籍和报刊门类中,进出口贸易总额较小,但中国对 RCEP国家存在出口

优势.在所有门类中,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最具优势、规模最大的门类是音像和交互媒体,２０２０年中国

对RCEP成员国E类的进出口总额达７３３３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４５８５亿美元,是进口额的１６７
倍,也是表演和庆祝活动门类中装备和辅助材料出口规模的９２３倍.但２０２０年中国音像和交互媒

体中文化产品的贸易额极小,进口额少,出口额甚至为“０”①.综上,中国对 RCEP国家的文化贸易在

音像和交互媒体门类内部的硬件与软件间以及各门类间均存在结构性失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贸易在基于现代制造业的相关文化领域中表现出强劲优势,尤其是在装备和辅

助材料贸易方面,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具有互补的市场需求.然而,尽管许多RCEP成员国与中国

地缘相近,拥有悠久的对华文化交往传统和诸多华人华裔,但在以内容为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门类以及

以建筑和设计为核心的设计和创意服务门类,目前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仍不能充分适应RCEP成员国的

市场需求;同样,RCEP成员国在这两个门类的文化出口产品也仍未能契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这

将成为中国加强对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突破重点和解决文化贸易结构失衡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RCEP背景下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了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要支持企业用好优惠关税、原产地累积等规则,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②RCEP
是当前我国签署的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其“高标准”体现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规则等诸多方

面.我国发展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贸易,要把握好历史性机遇,从多个方面形成开放的新优势.
(一)加强研发投入,培育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高端要素

纵观全球文化贸易,大国竞争的焦点是对外文化贸易的高端要素,并且以此为依托从价值链的低

端走向高端,实现在全球产业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对外文化贸易的高端要素是内容,具体包括版权、
商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等,这决定了对外文化贸易中收益率最高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

务.因此,必须加强自主研发,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主导性产业,从而走向文化产业价值链

的高端环节.

RCEP把知识产权章作为最重头的章节之一,显示出对知识产权和相关贸易内容的高度重视,也
反映了全球研发大趋势.目前,主要国家和领军企业纷纷加大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研发投入,加快

前沿技术布局.在全球范围内,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四个国家是数字创意产业的专利申请大国.中

国于２０１６年将数字创意产业正式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于２０１８年界定了数字创意产业所涉及的４
项内容: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数字文化创意活动、设计服务和数字创意与融合服务.在专利申请

数量方面,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７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加,但２０１８年起开始下滑,并于

２０１９年回落到２０万件左右,而中国的数字创意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与专利权申请人数均在持续快速增

长,２０１９年专利申请数量近１０万件,申请人数近３５万人;在专利申请组织机构方面,企业是全球数

字创意产业专利申请的主要承担者,在全球数字创意产业相关专利申请量最高的１０个企业中,日本

占据５个名额,其他依次为韩国、美国、中国,其中中国仅有１家企业入选③.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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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需要指出的是,“０”并不包括中国对 RCEP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收益.
参见«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要)»,«光明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６日,第０３版.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数字创意产业专利分析»,https://www．sohu．com/a/５２５２０５１６３_１２１１０６９０８,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

２４日.



字创意产业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迅速增加,但申请主体相对比较分散且实力薄弱,缺乏位居世界前列

的领军企业.而同为RCEP成员国的日本和韩国,不仅在领军企业数量上位于世界第一梯队,而且形

成了多个领军企业共同推进的有利格局.
中国文化产品在RCEP国家出口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与中国文化产业缺乏版权、专利、商标、软件

著作权等高端要素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缺乏知识产权申请的头部企业不无关系.在 RCEP背景下,中
国需要形成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合力,鼓励社会创新,加大对文创产业相关领域专

利、商标、版权、软件著作权的研发投入,优化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贸易结构,改变“硬件强、软件弱”
的局面,弥补在设计和创意服务等门类的出口弱点.

(二)适应国际文化贸易的态势,将在岸创新和离岸创新相结合

依托产业链和价值链提升竞争力是当今国际文化贸易的趋势之一.价值链创新是将创意转化为

商品的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创意产生、创意开发、创意传播三个环节①.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外向型企业在进行业务离岸外包的同时,将更多样、更复杂、更具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开发

活动转移到海外,通过直接参与东道国的创新实践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离岸创新包括两

种形式:一种是将在东道国获取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等传回本国,从而增强本国的创新能力;另
一种是将本国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等布局在东道国并在当地开发优质产品和服务②.中国对外

文化贸易应针对RCEP成员国的特点,将离岸创新和在岸创新相结合,创造更具竞争力的文化资产.

RCEP成员国包括多个发展层次的国家,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推动在岸创新与

离岸创新结合方面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以韩国游戏产业为例,该产业不仅立足本国的在岸创新,还
把大量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投入到文化传统较为接近、地理相邻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甚至文化

异质性明显、距离较远的北美和欧洲地区,形成离岸创新.在亚洲和北美数字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增长

的趋势下,韩国积极推动文化产品出口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提升对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竞争力,应从创意产生、创意开发和创意传播三个阶段入

手,促进外向型文化企业加快实现从离岸外包到离岸创新的过渡,形成完整的文化创新价值链.具体

而言,要依托外向型文化企业加强与各成员国在文化创意产生、开发与传播三个层面的合作.对于

“引进来”的高端文化要素,要加快其本地化进程以增强本国的文化创新能力;对于“走出去”的文化产

品和服务等,要整合东道国的优势资源,通过创意孵化机制、创意流通渠道、创意传播网络等,鼓励其

进行二次开发或多次开发,形成优质的文化资产组合.
(三)用好优惠关税和原产地累积规则,扩大对外文化投资

投资已经超越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其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直接投资是

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人才、品牌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初级劳动

力等低端生产要素结合,形成要素合作型的世界经济,这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

RCEP的优惠关税和原产地累积等规则将成为鼓励直接投资、推动高端生产要素流通的重要动因.

RCEP强调原产地规则,包括关税减让、累积规则、微小含量和原产地自主声明等.原产地规则有助于文

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文化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外向型文化企业在RCEP成员国优化文化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充分进行横向与纵向的融合.累积规则是指在确定货物的原产资格时,如果使用了

来自协定其他缔约方的产品,允许将自贸协定的其他缔约方使用非原产材料加工生产的产品累积至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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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ansenM．T．,Birkinshawj．,“TheInnovationValueChain”,HarvardBusinessReview,２００７,８５(６),pp．１２１１３０＋１４２．
PisaniN．,Ricart,J．E．,“OffshoringInnovationtoEmergingCountries:TheEffectsofIPProtectionandCulturalDifferＧ
encesonFirmsDecisiontoAugmentVersusExploitHomeＧBaseＧKnowledge”,ManagementInternationalReview,２０１８,

５８(８),pp．８７１９０９．



产品①.中国目前已签署的自贸协定的累积规则均为双边累积,而 RCEP有更多边的缔约方,将形成

更加明显的累积效应②.在RCEP协定中,最终产品中累积使用缔约国国内产品的价值占最终产品的

价值超过４０％即被认为符合原产地累积规则并给予关税减免,比其他自贸区协定的门槛更低③.有关

微小含量、原产地自主声明等的规则也进一步突显了RCEP原产地规则的灵活性优势.
中国发展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投资和文化贸易,必须因地制宜,用好原产地累积等规则.在

RCEP成员国中,文莱、老挝、缅甸、新西兰、菲律宾等是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柬埔寨、澳大利

亚、印度尼西亚、越南以进口中国文化产品为主,在个别领域具有出口优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

和马来西亚则对中国有较强的文化产品出口优势④,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表演和庆祝活动、
设计和创意服务门类的出口竞争力更为突出.对不同RCEP成员国进出口优势的差异性为中国外向

型文化企业分类施策、推动产品和服务双向流通提供了机遇.例如,泰国对与中国开展文化贸易具有

较高的积极性,２００３年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引入泰国电视剧«俏女佣»,近十年来,云视听电视猫、爱奇

艺等视频平台设立了“麻辣泰剧”等专门板块,泰国投资方也翻拍多部中国偶像剧引入本地和东南亚

市场.影视产品的双向流通对优惠关税和原产地累积规则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中国发展对

RCEP国家的文化贸易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发展数字文化,打造国际文化贸易的新型平台

人类正在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城市正在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地球正在向数字化星球迈进.国际

文化贸易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数字平台、数字生态系统作为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组

织,不仅成为汇聚各方数据信息并开展计算的中枢,更是实现价值创造的核心和创造巨型流量的主要引擎.
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两种核心数字运营结构———数字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数字平台从供给

者角度出发,为消费者提供可供选择的系列数字产品,如Facebook的广告和媒体服务;数字生态系统

则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和消费者提供相互匹配的空间,如滴滴、Airbnb等⑤.
二者均已成为国际文化贸易的重要领域,在瞬间创造的经济流量与吸引的观众体量方面远超电影、图
书、视觉艺术、艺术和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产品.

RCEP成员国多为全球数字化进程比较快的国家.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全球

领先;新加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领先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互联网普及率较高;东南亚地区是具有

巨大潜力的数字文化消费市场,２０２０年其数字消费者达到３１亿,接近地区人口数量的５０％⑥.中国

对RCEP成员国的文化贸易应更好地依托数字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在数字平台方面,鼓励外向型文

化企业直接对外投资,充分了解和把握当地数字文化产业上下游供需结构、终端设备以及产业政策

等,建立和运营数字文化平台,为当地提供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华为依托移动终端推出华

为游戏中心数字平台,为国内外游戏开发者和游戏玩家提供一站式服务;在数字生态系统方面,鼓励

中国外向型文化企业在东道国培育供需适配、深度触达、服务聚合的数字生态系统,包括B２B、B２C、

C２C等多种商业模式,不断开发数字文化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丰富当地的文化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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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等:«RCEP 原产地规则解读之累积规则»,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flfwpt/jyjdy/cgal/

２０２１０３/１６８５１１．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等:«RCEP 原产地规则解读之累积规则»,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flfwpt/jyjdy/cgal/

２０２１０３/１６８５１１．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例如,在中韩自贸协定下产品对应的原产地标准为“区域价值成分５０％”.
通过对comtrade数据库的整理发现.

BughinJ．,Catlin．T．,DietzM．,“TheRightDigitalＧPlatformStrategy”,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Ｇfunctions/

mckinseyＧdigital/ourＧinsights/theＧrightＧdigitalＧplatformＧstrategy,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９日.

HootSuite,“Digital２０２１:TheLatestInsightsintoHowPeopleAroundtheWorldUsetheInternet,SocialMeＧdia,MoＧ
bileDevices,andEcommerce”,https://www．stdlibrary．com/pＧ２４８７３５６．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



五、从 RCEP到CPTPP:对扩大文化贸易开放度的展望

(一)从RCEP到CPTPP:扩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放度

以加入RCEP为起点,中国将迈向更高水平的对外文化开放.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中国正式申请加

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Ｇ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这不仅指明了中国拓展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方向,也体现出中国对外开

放包括对外文化贸易将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CPTPP是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

区协定,中国申请加入CPTPP,不仅意味着拥抱１１国组成的巨型自贸区,将合作范围从西太平洋扩

大到东太平洋、从亚洲和大洋洲扩大到北美洲和南美洲,更标志着中国将达到更高的贸易开放水平.
世界经合组织(OECD)以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综合评估政府政策对服务贸易开放度的限制,度

量不同国家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王思语等①选取９个行业分析RCEP及CPTPP国家的服务贸易限制

指数,详见表３.由表３可知,对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高的国家基本上是仅签署 RCEP的国家,既签署

RCEP又签署CPTPP的四国中,除马来西亚外,其余三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均较低,开放度较高;而
仅签署CPTPP的四国,整体上对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处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

表３ RCEP与CPTPP国家２０１９年服务贸易相关分类STRI等级②

部门
仅签署CPTPP的国家 既签署CPTPP又签署 RCEP的国家 仅签署 RCEP的国家

加拿大 智利 墨西哥 秘鲁 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马来西亚 韩国 中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法律 １ １ ２ ２ １ ３ ２ ４ ２ ３ ３ ４
动画 ２ ２ ３ ３ １ １ ２ ２ １ ４ ４ ４
广播 ２ ２ ４ ４ １ １ １ ３ ２ ４ ３ ３
录音 １ ２ ３ ３ ２ １ ２ ３ １ ４ ４ ４
电信 ３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４ ３ ４ ３ ４

商业银行 １ ２ ３ ３ １ ２ ２ ３ １ ４ ４ ４
保险 ２ ２ ３ ３ ２ １ １ ３ １ ４ ４ ４

计算机 ２ １ ３ ３ ２ １ ２ ４ １ ４ ４ ４
数字服务 １ ４ １ ３ １ ２ ３ ２ ２ ４ ４ 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王思语等人的研究整理.

从总体上看,CPTPP主要成员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普遍低于 RCEP国家.以加拿大为例,该
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也是CPTPP的成员国,STRI等级较低.自１９９４年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正式生效以来,加拿大以自由贸易为政策基础,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全

面自由化,不但促进了国内技术研发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还推动了本国产品和服务进入墨西哥

和美国的广阔市场.
在RCEP所有成员国中,中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高.随着中国加入 RCEP 和申请加入

CPTPP,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将进入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竞争更加充分的环境,也将面临日本、韩国、加
拿大等发达国家在中高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竞争挑战.中国应通过 RCEP框架内的文化贸

易规则优势,积累更多经验和基础,将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文化产业细分领域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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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思语、张开翼:«RCEP与CPTPP协定下中国服务业开放路径研究»,«亚太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参考王思语、张开翼:«RCEP与CPTPP协定下中国服务业开放路径研究»,«亚太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６期.表中列为与服务

贸易相关的具体部门名称.表中数字越大,代表限制程度越高.此外,原表中的印度不属于 RCEP的成员,已删去.原表

中没有老挝、菲律宾、新加坡、文莱、柬埔寨、缅甸、越南的相关数据,故不列.



点发展门类,高度重视对外文化投资,开展离岸文化贸易等新业态,以便在跨太平洋的广阔文化市场

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优势.
(二)从RCEP到CPTPP:开辟高增长率的文化贸易新业态

与RCEP国家相比,中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等CPTPP国家的地理距离更远,彼此的文

化传统和消费习惯的差异性也更大.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比重将会大幅

提升.如何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从而提高效率,是中国开展与CPTPP成员国文化贸易必须面对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２０２１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视频致辞中指出,数字技术深度改造生

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为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要“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
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①.“鲍莫尔病”是指由于经济体中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通常不一

致,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进步部门”(如制造业)的工资上涨会同时带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停滞部门”
(如服务业)的工资上升,使“停滞部门”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形成更大的产出,导致“停滞部门”在整个

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造成整个经济体生产率增长降低的现象②.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这一现象,依托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了文化服务

不可存储和分发、不可远距离贸易、缺乏规模效应等固有缺陷,创造出新的文化贸易模式,大大提高了

文化服务贸易的规模效益.
从RCEP到CPTPP,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能级和效益要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加快培

育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开辟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文化服务贸易新领域.例如,在艺术品贸易领域

中,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品成交国的优势,大力开发艺术品互联网交易等新业态.２０２０年

全球艺术品网上销售额创下１２４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全球２２％的艺术品通过网上拍卖售出,网上拍卖

成交额占全球艺术品贸易市场份额的比重从２０１９年的９％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５％,艺术品的网络销售

份额首次超过一般性零售③.这显示出全球艺术品交易市场的结构和业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数

字经济的强劲带动下,全球艺术品互联网交易获得了快速增长的机遇.其在确真、确权、质量、信用、
交割、供需对接等方面的服务日趋成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交易者.作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先的大国和

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国,中国涌现出的一批开创艺术品交易新业态的企业,如艺狐、微拍堂、品源文

华、一条拍卖等,不断改造生产函数,创造出颠覆性的新模式,吸引了海内外的大批艺术品爱好者、投
资者和经营者,开辟出国际艺术品交易和服务的新赛道.各级政府要鼓励更多的外向型文化企业结

合数字化潮流,推动克服“鲍莫尔病”,科技与文化互为依托、深度融合,以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
理念赋能文化与创意产业,从而提升产业边际效用,不断开辟中国在 RCEP和CPTPP背景下对外文

化贸易的新领域.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加入RCEP这一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是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

竞争力的新起点.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贸易市场,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更加开

放、更加自由、竞争也更加充分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中国将面临与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

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贸易产品及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中国要乘势而上,针对RCEP和CPTPP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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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加强研发,获得高端产业要素,在文化进出口贸易中获得更高收益率.
中国加入RCEP,要进一步强化对外文化贸易竞争的新优势.中国对 RCEP成员国文化贸易的

优势集中在音像和交互媒体门类,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设计和创意服务、图书等门类的贸易规模很

小,总体上存在“硬件强、软件弱”的现实问题.要结合中国迈向全球科技强国的趋势,探索“科创＋文

创”的发展路径,结合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超高清显示、扩展现实、全息显示等关键技术装备的优势,
推动更多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加入RCEP,要不断开辟对外文化贸易的新业态和新赛道.亚洲正在成为全世界中产阶级

规模最大的地区,到２０３０年,其中产阶级占全世界中产阶级的比重将从２００９年的三分之一上升至三

分之二,这一群体将表现出对文化消费的巨大需求①,因此,RCEP成员国将成为全球文化消费最活跃

的中心和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中国要针对 RCEP成员国的发展趋势,鼓励外向型文化企业

建立和运营数字文化平台,提供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开展互联网艺术品交易、MCN(多频道网

络,全称 MultiＧChannelNetwork)＋文化艺术服务、远程创意设计服务、游戏技术出口、知识付费等贸

易活动,建立直达当地终端客户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分销体系,持续开辟具有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的文化贸易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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