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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对东盟贸易差额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及东盟国家存在不同的考研。值此中国新发展格局开局

之年，有必要从中国-东盟的贸易差额现状出发，分析其形成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来自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

外交政策推动、中国-东盟多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拉动及产业国际化转移的顺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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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于 2010年 1月 1日，从此，

这些邻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安全上都有了更深的

关系。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

重要分水岭。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

整期，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我国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

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整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以

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千方百计遏制发展中国家，保

护自身利益。中国及世界各国在享受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期后，增速有所回落，中国在 2012 年宣布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对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来说，2012 年是个具有

新发展特点的开始，在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也深

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同东盟的关系。 

1  中国东盟贸易差额状况 

基于前述原因，本文分析所选用的年份资料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同东盟贸易额情况如下： 

表 1  2012-2019 年中国-东盟贸易额 

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  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  中国对东盟进口总额  中国对东盟贸易差额 
2012  4009288  20427190  19582097  845093 
2013  44361083  24407037  19954046  4452992 
2014  48039314  27207145  20832169  6374976 
2015  47216197  27748683  19467514  8281170 
2016  45220682  25598751  19621930  5976821 
2017  51481675  27912027  23569648  4342378 
2018  58787199  31924363  26862836  5061526 
2019  64146632  35942466  28204166  7738299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经作者整理 

从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看，除 2016 年略有下降外，一

直持续增加；从贸易差额看，中国对东盟依然保持着相当

规模的贸易顺差。尽管在各年份的贸易顺差并未实现持续

扩大，并且贸易顺差的水平一直未超越 2012 年及之前的

水平，但总趋势上中国贸易顺差的优势国地位显著。从中

国国际贸易伙伴来说，仅 2019 年，东盟超越美国成为中

国第二大伙伴国，2020 年更是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双方贸易关系进一步密切。从 2019 年中

国同东盟贸易数据看，与中国贸易量最大的排名前四的国

家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排在最后的是文莱

和老挝，与最大交易量国差距 100倍，贸易发展不够平衡。 

2  中国东盟贸易差额成因分析 

2.1  中国-东盟国家的外交政策推动 

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一直是多方外交政策主导推

进的。新中国以来历届政府高度重视与南亚、东南亚各国

间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是我国

周边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中国和东盟国家有着同

宗同源的亚洲文化，曾经有着相同的民族命运，加上地理

位置毗邻，边境边民自由贸易和民间往来的传统，为该区

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催生了中国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40-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东盟自贸区的成立，2010年 1月 1日开始了合作的新纪

元。部长级会议、国家元首互访，自贸区协商机制更畅通。

2013 年 9、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

路”合作构想。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承包工程、直接投

资、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直接使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受益。

十九大以后，中国政府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技术援助和输出、资金投入、资源市场合作大幅增加，增

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水利水电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医疗教育的援助力度，

促进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中国在自贸区合作机制下，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创新人民币国际结算制，推行贸易便利

化，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实

践“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并努力打造好的营

商环境促进合作。2013年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建设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通过一系列改

革，使“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

记财产”、“纳税”更便利；通过实施“单一窗口”，取消

行政性收费，增强透明度并鼓励竞争，压缩了“跨境贸易”

的时间和成本。这些改革，使得仅在 2020年就有 300多

个项目得益落地。政策上的清醒和措施上的高效，是中国

-东盟贸易持续的根本保证。 

2.2  中国-东盟多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拉动 

一国贸易量的大小，从进口来看，体现了该国的市场

需求大小，从出口来看，体现了一国的生产能力及市场竞

争优势。从 2012年以来，中国东盟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都是呈正向发展的，直接证明了双方的良性发展实践。直

接体现在各国经济保持相当比例的增长，2012 年，中国

GDP 从 53.86 万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百万亿元，仅

2012-2019年间，越南 GDP增速位居全球前列，近 10年

来保持在 5％-7％ ，2018 年更是高达 7.08％ ，为 2007

年以来最快增速；经济规模达到 2405 亿美元，是 2015

年的 1.3倍；人均收入约 2600美元，比 2017年增长近 200

美元，2019年达到 2600亿美元；新加坡的 GDP从 295.09

万美元一路增加到 372.06 万美元。马来西亚 GDP 从

3144.43 万美元增加到 3647.02 万美元，缅甸、老挝、越

南人均 GDP增长情况见图 1。 

 

图 1  缅甸、老挝、越南人均 GDP 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经作者整理 

经济合作领域，老挝电力建设项目，2015 年，老挝

签约 367个 1兆瓦以上的电力项目，理论总装机容量可达

2614.7 万千瓦。2016 年，老挝全国实际运行的 1 兆瓦以

上电站有 38座，到 2020年，外送越南和泰国电力将超过

500万千瓦。中老铁路磨憨－万象，线路全长约 414公里，

预计 2021年通车；201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及其

政策变化，提出未来 15 年持续增长的远景规划；缅甸作

为中国桥头堡和辐射重心的唯一支点—南方丝绸之路和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叉点和陆海枢纽，担负着中

国重塑国际地缘格局、引领和推动全球议题的能力。2018

年 10 月 22 日，中铁二院与缅甸铁路公司签署木姐-曼德

勒铁路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备忘期 2年），2018年 12

月 7日，缅甸总统府发布通告，宣布成立实施“一带一路”

指导委员会。 

2.3  产业国际化转移的顺差效应 

国际分工的结果就是各国所处的产业链的位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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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位置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一国的技术进步差异及国家

发展速度和质量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进

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再到 2021 年的新发展格局经

济战略，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深度参与国际分工，

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

发展模式。不仅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位置，2020 年

百万亿的 GDP 还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经济实力

强劲。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公布，中国创新能力排名保持第 14 位，在工业革

命 4.0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

急需向外转移淘汰下来的生产能力和产业，按照经济梯度

理论，东盟多数国家还需要吸收和发展中国替换下来的产

业，加之地理位置邻近，政治环境和平稳定，顺利实现了

产业转移。在 2018 年全球贸易局势不确定的大背景下，

为规避贸易风险，企业正加速将产业链转移至东盟各国，

最受益的是越南，因其规避关税及近几年中越之间的劳动

力成本差异，同时还可以利用西方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照顾

政策。到越南投资设厂的需求逐渐增强。 

仅 2018年，越南设立企业情况为：新设企业 131.275

千家，暂停存续 90.651千家，重新开业 34.01千家，解散

16.314千家。2019年开局，较 2018年同期增长 52%。截

至 2018年底，中国大陆对越直接投资有效项目 2149个，

累计协议投资金额 133.49 亿美元，是越南第七大外资来

源地。从贸易结构也可以看到产业转移的影子：制造业有

逐步升级的迹象，出口的主要产品结构有：电话及零件（量

最大的出口产品）、纺织、电子产品及配件（两项基本持

平）、机器设备及配件（增速最大的出口产品）、鞋类、水

产，进口的主要产品结构有：电子产品及配件（量最大的

进口产品）、机器设备及配件、电话及配件、布匹、钢铁、

塑料、常规金属、纺织鞋帽原辅料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产业类贸易现象突出，说明投

资国和市场国来自于同一个国家，这一判断也可从美国对

越南的投资反应出来，美日韩在越南大规模建设电子产品

组装厂。缅甸也在加大接受产业转移，2015 年吸收外资

80亿美元，2016年 90多亿美元，2017年 66亿多美元，

2018年 62亿美元。 

3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东盟贸易前景 

2020 年中国实现 2.3%的增长，展示了中国经济的

韧性和实力。即使在疫情的严重压力下，2020 年中国-

东盟的贸易也并未中断，实现了 4.74 万亿元交易额，

同比增长 7%。从产品结构上来说，机电产品占双方贸

易一半以上，数字经济得到创新发展，集成电路交易量

持续扩大。 

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东盟等国的发展是

极不平衡的，贸易结构趋同、各国对华政策稳定性还需加

强，中国-东盟的未来还面临许多问题。问题解决的关键

在于各国团结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创新合作的机

制体制、合作的领域和方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

景，求同存异，实现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各国资源和市场

优势，以建设自由贸易区为驱动力，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

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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