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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有利于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

撑。本文以中韩自贸区的数字贸易为研究主体，探究其运行的经济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

推动我国新时代的数字贸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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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new advantages in digital trade will help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a new de-
velopment paradigm,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his paper takes the digital trade of China-South Korea Free 
Trade Area as the main body to study the economic effect of its 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
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de proces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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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格局，数字经济展现出极强的韧劲，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1]。2019 年，47 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 31.8 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 41.5%。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同比名义增长 9.7%。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呈现出高度数字化的特征。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从 2011
年的 1648.4 亿美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2947.6 亿美元[2]。根据《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2020 年)——驱动变

革的数字服务贸易》的界定，数字贸易是指数字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形式。不仅会带来国际贸易与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还会将数据衍生为新的贸易标的，从而实现贸易方式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3]。因

此，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有利于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本文以中韩自贸区的数字贸易为研究主体，探究其运行的经济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以期推动我国新时代的数字贸易进程。 

2. 中韩自贸区数字贸易效应的理论探索 

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4]。2015 年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以来，我

国自韩国享惠进口 4851 亿元，年均增长 17%，关税减让 127.2 亿元。2020 年，中韩双边贸易额 2852.6
亿美元，逆势增长 0.3%。2021 年，双边贸易额 362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9%。 

2.1. 贸易互惠效应 

贸易互惠效应是指自贸伙伴之间互相取消关税后，双方的贸易优势被充分挖掘、互补互利，实现贸

易增收和产业链价值链的升级。作为传统的货物及服务贸易的升级和延伸，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加速促

进两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实现贸易互惠效应。 
韩国的贸易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早。20 世纪末，韩国政府提出将电子商务打造成为提高韩国产业竞争

力新典范的产业政策。2001 年，韩国正式提出“韩国电子贸易动议”，并于 2002 年进一步修改，使之

作为长期促进电子商务的战略[5]。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在近几年明显加快，在支付方式、电子商务、5G 应

用等贸易方式和对象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0》显示，中国可数字化服务贸

易额已由 2005 年的 488.59 亿美元，升至 2019 年的 2718.10 亿美元。 
在两国达成的中韩自贸协定中，“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章节“自动化系统的应用”一条强调应

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技术，以支持海关操作，特别是在无纸贸易环境下；“电子商务”章节认可电

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鼓励商业部门应用数字证书，并明确无纸贸易的相关事宜。因此，基于

中韩自贸区的合作平台和两国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中韩两国在数字贸易中会产生倍增的贸易

互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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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溢出效应 

在传统贸易过程中，通过模仿和学习进口品中的技术知识，进口国能够快速增加技术和知识存量，

降低科研成本，促进技术的传播推广和迭代，即产生了贸易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因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降低，自贸区对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会起到加速作用。

国家间通过相互引进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性生产要素，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为高技术领域

打下合作基础。不仅如此，企业间还能互相吸收优质管理经验、缩短技术创新周期。 
数字贸易作为传统贸易的升级，其对技术和知识的敏感度提升、吸收速度加快、利用范围大幅扩大。

根据数字经济所受三大定律的支配，其中的梅特卡夫定律就指出互联网的价值倍增规则[6]。这不仅对网

络的通信价值有效，对业务价值同样有效。数据作为新一代生产要素，不仅可以帮助贸易方式升级换代，

更可以作为贸易的对象和技术更新来源，将用户的体验信息回溯、反馈到企业，开辟潜在需求市场，创

造更多价值。在中韩自贸区的作用下，中韩两国的数字贸易能够产生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2.3. 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呈现下降的趋势。中韩自贸区的建立为数据的流

通往来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在贸易协定的便利化条件下，数字贸易能实现更大规模、更低成本的发展。

根据数字经济所受到三大定律的支配，其中的摩尔定律体现了网络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效应在

自贸优惠政策和数据自身的特殊属性中更是被多倍放大。 
基于数字驱动模式的数字平台，是数字贸易的重要推动力。目前，部分国内企业已率先搭建了针对

中韩两国的数字化跨境综合贸易服务平台，在实现网络平台搭建这一固定成本的投入后，可以近乎零成

本的创造商业价值和数据流通，为两国的数字贸易发展增速。 

2.4. 数字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一种两极分化现象。在数字经济中，马太效应表现为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在占领市

场份额时的优势，反映了数字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时间决定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中抢得先机。

许多超大型平台企业通过建立跨国数字平台将业务拓展至别国，来获取更多的数据资源和提高用户忠实

度。率先建立数字化跨境综合贸易服务平台的企业集团能够集聚大量的供应商、品牌商、经销商，进而

进行数据共享、营销、物流等规模化服务，获得用户信任，不断进行平台的修正升级，就可以更易的实

现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领先水准，为高水平跨国企业合作、高质量发展奠基。同时，数字马太效应不

仅仅针对搭建数字服务平台的企业。在中韩自贸区的搭建和数据的使用下，还可以帮助传统企业精准定

位用户需求、感知潜在市场，进而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生产或升级产品，甚至拓展经营领域。 

3. 中韩自贸区发展数字贸易的策略研究 

拥有政策优惠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功能的自由贸易区在发展数字贸易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经济效应

[7]。中韩自贸区作为我国建设较早、发展规模较大、贸易水平较高的自贸区，至今已进行 8 次关税削减，

优惠关税利用率持续提升。因此，中韩两国应抓住发展机遇、依托合作基础、利用自贸区平台加快两国

的数字贸易发展、共建机制、共商规则，打造数字贸易合作的中韩样板。基于中韩自贸区在发展数字贸

易发展中的经济效应，新发展格局下中韩两国可采取以下策略加深数字贸易合作。 

3.1. 增速两国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在促进资本流动时，政府可以设立数字贸易发展转型基金，扩大对数字贸易企业的扶持，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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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人才培训等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同时推进落实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促进外贸

进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 
在促进人才流动时，积极交流引进数字贸易发展所需人才。一要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创新柔性引才

机制。二要健全人才便利化服务机制，给予高层次人才在落户、出入境、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更加便

利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外国人居停流服务水平。三要建立数字贸易多元化人才培育机构，加快形成人才

体系。 
在促进技术流动时，一方面促进龙头企业搭建技术平台，攻克产业内共性技术难关，推动新兴数字

技术的联合研发，并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和打造数字技术人才队伍来创新数字技术。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

企业在全环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提升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运营水平，

发挥数据在企业现代化运营中的多元价值。 

3.2. 保障跨境数据安全流通 

数据作为新兴的创新生产要素，其本身有特殊的交换价值。但全球数字贸易的互联互通也引起数据

的跨境流动与交易相关的服务与治理问题。产权人的利益保护、数据的归属权界定等方面已出现了“治

理跟不上发展”的症状。在数字马太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影响下，跨国平台企业“赢者通吃”、“一

家独大”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如何实现数据的自由流动和监管规制之间的平衡，成为发展热潮上的难

题。 
一是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安全合作试点，寻找数据合理流动和安全保障的平衡点；二是在数据的

类型设置和认定上与流通国达成共识，设置不同级别数据的跨境出境监管准则，对数据进行安全评估，

做好事前监管和防控；三是完善数据的归属界定和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严格立法保护数据权利人和

规范平台运营。 

3.3. 制定推广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样板” 

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各国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美国通过巧妙地选择双边或多

边的谈判伙伴范围，依据先发优势，和自贸伙伴达成有利于自身的投资贸易规则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等，再迅速推广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标杆，夺取了规则制定话语权[8]。在 WTO 范围内数字贸

易谈判涉时较久的情况下，近几年一些国家采取签订数字贸易型协定的方式，如《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UJDTA)进来推动规则制定[2]。因此，中国自 2002 年起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高度重视 FTA 的合

作机制[9]，现在应充分利用中韩合作基础，在各方密切关注且影响较大的议题上给出中韩方案。这不仅

能够切实解决我国在发展数字贸易时的难题、以及深化两国合作，更能够在“美国方案”“欧盟方案”

之外打造“中式样板”，以求进一步在数字贸易国际立法中发挥影响。 

4. 总结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

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10]在新发展格局下，结合中韩自贸区的数字贸易发展中探索出

的四种经济效应，中韩两国都应该继续坚持合作、推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保障跨境数据安全流通和制

定推广数字贸易治理规则，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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