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基于多边贸易和双边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

内兴起的国际社会发展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于2002

年11月正式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进程正式启动[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迈向

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和东盟

合作领域在不断扩大，合作层次在明显提升，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充分满足了中国和东盟成

员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需求，有效地推动了双边互

惠共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也引起了

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基于不同的视角

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问

题，如双边贸易产品结构[2]、投资摩擦及其争端协调

机制[3]、企业迁移[4]、人才培养[5]、经济一体化[6]等，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有效地促进了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健康有序的发展。本文旨在通

过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并借助相关文献计量分析软

件对国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结构特征和

领域内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借助于定量

化分析方法较客观全面地描述国内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研究现状，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

步深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

检索策略为“主题”检索，以“东盟自由贸易区”、“自

贸区”为检索词，来源类别选择“CSSCI”，因为被

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发学术文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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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够得到保证，检索文献的起止时间为“2010—

2017”年，因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

1日正式全面启动。共检索到1 173条数据，剔除一

些会议通知、期刊目录、主编寄语等与研究主题无

关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1 149条。

为了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研究现状，本文将基于文献关键词共词矩阵，并利用

社会网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来绘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知识图谱，本文所采用

的分析工具包括SATI、Ucinet、NetDraw、SPSS。

2 共词矩阵

本文利用SATI3.2对上文所检索到的1 149篇文

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7]。为了便于后文能够

清晰地突出研究主题，需要删除一些无实际研究意

义的关键词，如“现状”“问题”等，此外还要合并一些

意义相同但是表述不同的关键词，如“中国-东盟自

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

“CAFTA”等，为了便于表述，本文将其统一合并表述

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上述数据处理，最

终提取出频次≥4次的高频关键词共计30个，如表1

所示。所提取的30个高频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当前国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热点。本

文使用SATI 3.2构建30*30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

如表2所示。为了降低共现频次差异较大造成后续

分析的不便，本文利用经典的Equivalence系数方法

将表2所示的共词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8]，如表3所

示。为了进一步消除相似矩阵中零值过多影响分析

结果，将其转换为相异矩阵，如表4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关键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

中国

广西

东盟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

引力模型

自由关税区

经济特区

对策

区域合作

服务贸易

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合作

比较优势

频次

284

31

18

13

12

11

10

7

7

7

6

6

6

6

6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关键词

云南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投资

贸易效应

广东

农产品贸易

合作

国际贸易

贸易转移效应

税收协调

经贸合作

贸易创造效应

机遇

挑战

频次

5

5

5

5

5

4

4

4

4

4

4

4

4

4

4

表1 高频关键词列表

对

策

7

0

0

0

0

0

0

0

0

7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

中国

广西

东盟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

引力模型

自由关税区

经济特区

对策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284

24

14

12

9

6

9

1

1

7

东

盟

24

31

12

0

0

0

0

1

1

0

中

国

14

12

18

0

2

0

0

1

1

0

广

西

12

0

0

13

0

0

0

1

1

0

东盟

国家

9

0

2

0

12

0

0

2

2

0

争端解

决机制

6

0

0

0

0

11

0

0

0

0

引力

模型

9

0

0

0

0

0

10

0

0

0

自由关

税区

1

1

1

1

2

0

0

7

7

0

经济

特区

1

1

1

1

2

0

0

7

7

0

表2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部分）

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

中国

广西

东盟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

引力模型

自由关税区

经济特区

对策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1.000 0

0.065 4

0.038 3

0.039 0

0.023 8

0.011 5

0.028 5

0.000 5

0.000 5

0.024 6

0.065 4

1.000 0

0.258 1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4 6

0.004 6

0.000 0

0.038 3

0.258 1

1.000 0

0.000 0

0.018 5

0.000 0

0.000 0

0.007 9

0.007 9

0.000 0

0.039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11

0.011

0.000

东盟

国家

0.023 8

0.000 0

0.018 5

0.000 0

1.000 0

0.000 0

0.000 0

0.047 6

0.047 6

0.000 0

争端解

决机制

0.011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1.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引力

模型

0.028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1.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自由关

税区

0.000 5

0.004 6

0.007 9

0.011 0

0.047 6

0.000 0

0.000 0

1.000 0

1.000 0

0.000 0

经济

特区

0.000 5

0.004 6

0.007 9

0.011 0

0.047 6

0.000 0

0.000 0

1.000 0

1.000 0

0.000 0

0.024 6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1.000 0

表3 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部分）

东盟 中国 广西关键词

3 社会网络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是一种常用的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描述和探讨一个研究

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结构 [9]。本文利用 Ucinet 和

Netdraw分析工具对国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

究领域进行网络图谱绘制和中心性可视化分析，如

图1和2所示。从图1和2中可以看出，本文所选取

关键词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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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个高频关键词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结构，其

中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高频关键词，如果两个节

点互联则表示其在同一篇文章中共同出现，节点的

大小表示该关键词的中心度大小。

高频关键词贸易创造效应、比较优势、东南亚

国家联盟、经济特区、东盟、经贸合作、自由关税区

等位于图中的中心位置，且节点较为紧密，构成了

研究网络的主体结构，意味着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其中比较优势、经贸合作、经济特区、经济合作等关

键词之间的连线最粗，说明其共现频次较大，代表

着当前的研究趋势。关键词贸易转移效应、引力模

型等位于图的外围，说明当前研究者对相关内容的

研究较少。

运用Ucinet进一步分析，当前国内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的Density=0.204 6、

Standard deviation=0.402 4，整体密度值较小，各关

键词之前的联系强度较弱，说明当前国内关于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热点欠缺紧密性。

4 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的本质是将性质相

似的个体聚为一类[10]。本文选择经典的离差平方和

Ward法和二维分析组图，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

分析。将表 4所示的相异矩阵导入SPSS分析软件

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

中国

广西

东盟国家

争端解决机制

引力模型

自由关税区

经济特区

对策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0.000 0

0.934 6

0.961 7

0.961 0

0.976 2

0.988 5

0.971 5

0.999 5

0.999 5

0.975 4

0.934 6

0.000 0

0.741 9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995 4

0.995 4

1.000 0

0.961 7

0.741 9

0.000 0

1.000 0

0.981 5

1.000 0

1.000 0

0.992 1

0.992 1

1.000 0

0.961

1.000

1.000

0.000

1.000

1.000

1.000

0.989

0.989

1.000

东盟

国家

0.976 2

1.000 0

0.981 5

1.000 0

0.000 0

1.000 0

1.000 0

0.952 4

0.952 4

1.000 0

争端解

决机制

0.988 5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引力

模型

0.971 5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自由关

税区

0.999 5

0.995 4

0.992 1

0.989 0

0.952 4

1.000 0

1.000 0

0.000 0

0.000 0

1.000 0

经济

特区

0.999 5

0.995 4

0.992 1

0.989 0

0.952 4

1.000 0

1.000 0

0.000 0

0.000 0

1.000 0

0.975 4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000 0

表4 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部分）

东盟 中国 广西关键词

图1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广东

广西

中国

经济合作

自由关税区

税收协调

合作

农产品贸易

投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

贸易效应

区域合作

机遇

挑战对策

贸易转移效应

云南

引力模型

争端解决机制

贸易创造效应

比较优势

东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南亚国家联盟

经济特区

东盟国家

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贸合作

图2 高频关键词共现中心性可视化分析图谱

广东

广西

中国

经济合作

自由关税区

税收协调

投资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盟国家

经济特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经贸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服务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
机遇

挑战对策

贸易转移效应

云南

引力模型

国际贸易

贸易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

区域合作

农产品贸易

合作

比较优势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图3 聚类树状图

使用Ward联接的树状图
重新调整距离聚类合并

自由关税区

经济特区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

引力模型

贸易效应

国际贸易

机遇

挑战

东盟

中国

经济合作

经贸合作

争端解决机制

服务贸易

区域合作

云南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广西

对策

农产品贸易

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广东

税收协调

比较优势

东南亚国家联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

投资

东盟国家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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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析结果分别获得相应的聚类树状图和多维尺

度图，分别如图3和4所示。

基于图 3 和 4 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当前国内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领域可以大致分为 4个大

的主题结构，即：

K1：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关键词包括区域经

济一体化、广西、比较优势、经贸合作、投资、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国家、自由关税区、经济合作、经济

特区。

K2：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关键词包括争端解决

机制、对策、服务贸易、区域合作、云南、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K3：贸易效应研究。关键词包括贸易效应、挑

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机遇、国际贸易、贸易转

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引力模型、农产品贸易、合

作。

K4：税收协调研究。关键词包括税收协调、广

东、中国、东盟。

5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多维尺

度分析，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将从以下4

个方面对当前国内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领域的热点主题做进一步分析和解释。

5.1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消除区域内各成员

之间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障碍，实现成员之间互惠

互利、优化资源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

一体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需

要，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又更好

地促进了成员国内部的国际分工、知识共享和技术

合作，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一定程

度上促使东亚自由贸易区更快地形成。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复杂、密切的联

系显然已经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并已形成一

个研究热点。

5.2 争端解决机制

建立一个高效、合理的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是一

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健康有序运转的必要前提，因

此如何构建争端解决机制直接决定了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成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11个

成员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不

平衡，为了能够保障成员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

化，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实际情况又满足各成员国

需要的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应当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问题的特点，

提出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套系统的方案。

5.3 贸易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否能使各成员

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资源优化配置后所带来的巨

大收益，主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国内学

者们利用引力模型、CGE模型等众多方法从不同视

角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

应，研究结果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贸易类型、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全方位地推进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5.4 税收协调

税收作为一国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一国主

权的象征，自贸区成员国税收上的差异和过度竞争

会给自贸区的发展带来阻碍。目前，我国与东盟的

税收协调已经取得一部分成就，但是并不十分完善，

基于此，国内学者们聚焦自贸区税收协调领域，展开

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成

员国的税制差异主要表现在税收结构、税档、税率

等指标上，税收协调难度大将极大影响各成员国的

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合理配置。国内学者们应当

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机制

的深入研究，建立统一市场和统一的征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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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 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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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类成功企业的经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有的放

矢，对创新业绩突出的人员给予物质、设施、服务等

方面的大力支持，从机制上吸引人才，调动创新热

情。

4.4 强化制造业质量和品牌建设

安徽省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质量和品牌

建设。一方面，提高质量及创新水平，努力提高产

品的技术创新程度、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保护核

心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实施品牌战

略，安徽省制造业要联系实际情况打造品牌特色，

不仅仅打造单个企业品牌，还要注重集群品牌的建

设，比如黄山市要结合旅游特色制定品牌，合肥家

电可以作为产业集群品牌来建设。

我国正处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

键时期，安徽省制造业应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创新

发展，健全创新体系、培育创新人才、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早日实现制造强省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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