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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

周 中 坚

一
、

中国与东盟国家箕易的增长

在同中国贸易额较大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中
,

东盟六国处于第五位
。

� �  ∃年
,

东盟国

家同中国的贸易额为 % 亿美元
,

在 日本 & ∋ #� 亿 (
、

港澳 & ) ∗亿 (
、

欧洲共同体 & !� 亿 (
、

美国 & ! �亿 (之后
,

而在苏联 & ∋ 亿 (
、

加拿大 & ∋ %
+

∀ ,亿 (
、

巴西 & � %
+

∃ ∀亿 (
、

澳大利

亚 & �∋ 亿 (
、

罗马尼亚 & !
+

  亿 ( 之前
。

中国对东盟国家贸易总值 &单位
−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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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双方贸易额比上年猛增∃� 肠
, � �  ∃年又比� �  ∀ 年增加 % %

+

∃ 2
,

总额达到 % 亿美

元
,

创空前纪录
, ��  ,年比 ��  ∃年略为下降

,

但仍高于 � �  ∀年
+

�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
,

主要是原油
、

钢材
、

化工产品
、

小五金
、

金属制品和中药材

等
,

进口则以天然橡胶
、

原木
、

植物油
、

烟叶和砂糖为主
。

在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中
,

新加坡占第一位
。

� !  年
,

中新签订 贸 易 协 定 , � ∀ �

年
,

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
。

两国的贸易额
, � ∀# 年比 � ∀∃年增长%& 肠

, � ∀ ∋年又比� ∀ #年

增长%( ) ∋ ∗ ,
增长速度在东盟国家中首屈一指

。 �  ∀ ∋年双方外贸易额达到((
+

%∋ 亿 美 元
,

占当年中国同东盟国家贸易总额的∋∀ 肠
。

� ∀ ∋年
,

在中国的对贸易中
,

按前十名的顺序
,

新加坡占第五位
,

次于 日本
、

港澳
、

美国
、

联邦德国
一

, ( 亿 −
,

而高于 苏 联
、

加 拿 大
、

巴

西
、

澳大利亚和意大利 , � �
+

∋# 亿 −
。

. 在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中
,

中国已跃居为它的第四个

贸易伙伴
,

仅次于美国
、

日本和马来西亚
。 � ∀ &年

,

中国首次向新加坡输出原油
,

以后销

量逐年上升
, �  ∀(年每天可达 �万桶

。

从 � ∀ #年起
,

新加坡开始从中国输入大量原油进行

提炼
, � ∀ ∋年每天输进 �& 万桶

,

从而使中国成为委托新加坡加工原油的大客户之一 /

印尼后来居上
, �  ∀ ∋年同中国的贸易额在东盟国家中跃居第二位

。 � ∀ ∋年直接贸易恢

复以前
,

中国印尼通过香港进行间接贸易
, � ∀ ∃年双方贸易额为(

、+

#( 亿美元
,

其中出口到

中国的印尼胶合板要多于对美国和 日本的出口
。

0 � ∀ #年贸易额为 (
+

  亿美元
。

1� ∀ ∋年



! 月 ∃ 日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同印尼工商会代表团在新加坡签署了两国开展直接

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3 同月 ∋% 日
,

印尼总统苏哈托发出指令
,

印尼可以向中国出口或进口几

乎所有货物
,

印尼的主要港口将 向中国船只开放
。

同月∋! 日
,

印尼工商会由� ∋ #人组 成 的

声 大型贸易代表 团到达北京
,

印尼工商会代表 团团长苏坎达尼在会谈后说
,

印尼 同中国还没

有外交关系
,

但中国把印尼作为友好国家在关税上给予优惠
,

这使他非常满意
。

他透露
−

“

中国贸易部 门已承诺向印尼购买价值二亿美元的货物
,

这些货物包 括 橡 胶
、

纺 织
、

原

料
、

胶合板
、

锯好的木材
、

铝锭
、

平板玻璃
、

水泥
、

化肥
、

咖啡和可可
。 ”

1 ! 月 ( 日
,

双方在北京正式宣布开始直接贸易
。

从新加坡会晤到北京会谈
,

前后不到一个月
,

进展之
一

快
,

表明恢复直接贸易是两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

这件事不但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
,

对 中国同整个东盟国家的关系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 ∀ ∋年
,

中国印尼的贸易 额 增 加 到

#
+

∃� 亿美元
,

比� ∀ #年增长## ∗ 2 � ∀ %年又增到#
+

%% 亿美元
。

3

最近两年
,

泰国与中国的贸易在东盟国家中占第三位
,

只略低于印尼
)

� , ! ∀年泰中两

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

根据泰方统计
, � !∀ 年泰中两国贸易总额∃( 亿株

, � ∀ (年增 到�(# 亿

株
,

四年中增长了三倍
。 � ∀ (年

,

在泰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名次排列中
,

中国名列第八
,

是

贸易总额超逾百亿株的八个国家之一
。

4 据中方资料
,

拍∀# 年 中泰贸易额为#
+

## 亿美元
,

比� ∀ ∃年增长∃#
+

�肠 2 � ∀ ∋年为 ∃
+

%∀ 亿美元
, � ∀ %年又 回升到#

+

#∋ 亿美元
。

5 中国从泰国

大量购进的七种商品是
)
玉米

、

大米
、

原糖
、

绿豆
、

橡胶
、

烟草和人造纤维
)

根据 � !∀ 年

贸易协定
,

中国每年向泰国购买 ∃一 ∋ 吨天然橡胶
。

6 泰国从中国进 口的商品最主要是石

声 油
, � ! ∋一� ∀ (年石油 占中国向泰国输出总额##

+

∀ 肠
,

其中 � !  年高达“
+

了外
。

6

马来西亚在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中 占第四位
。

据中方统 7 卜
, � ∀ 。年是两国建交后贸

易额最高的年份
,

达 #万(# 亿美元
,

比建交初期的 �
+

∋ 亿美元增长近 �
+

!倍
。

6 以后基 本 上

维持在#亿美元上下
。

其 中� ∀ #年#
+

&! 亿美元
, � ∀ ∋年 ∃

+

%∀ 亿美元
, � ∀ %年 ∃

+

∀ ∃亿 美 元
。

1马来西亚对中国出 口的主要项目是天然橡胶
、

木材
、

棕油
、

可可等
,

从中国进 口粮油
、

食品
、

中药材
、

轻纺产品和其他制成品
。

中国制成品在马来西亚销路 良好
, � ! &年

,

中国

输往马来西亚的制成 品只有 &
+

∋! 亿元
, �  ∀ #年增至 � +

%∀ 亿元
。

4

菲律宾在 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中占第五位
。 � ∀ #年

,

菲律宾与 中国的贸易 额 为 ∃
+

∃亿

美元
,

比 � ∀ ∃年增长!#
+

%肠
,

当年增长率在东盟各国中算是最高的
。 � ∀ ∋年增加到#

+

8% 亿

美元
,

比上年增长(∃ 肠
。

由于受国内政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 � ∀ %年中菲贸易 额 下 降 到

(
+

∀∃ 亿美元
。

1菲律宾曾是进 口 中国原油最多的东盟国家
。

� ∀ (年和 �  ∀ #年
,

菲律宾进日

的中国原油占中国原油出口总量的#肠
,

而新加坡 占 ∃ 肠
。 � ∀ (年

,

菲律宾每天进 口 中 国

原油 �
+

∃( 万桶
,

高于新加坡的 � 万桶和泰国的两千桶
。

6
文莱近年同中国的贸易额每年在 ∃百万美元左右

。

1
通观东盟六国与中国 的贸易

,

可以明显看到一大 , 新加坡 − 一小 , 文莱 − 四 中间 , 印

尼
、

泰
、

马
、

菲 − 的序列
。

印尼
、

泰国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四国相互之间的位置时有变动
,

担基本上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

二
、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发展

从 � ∀ �年到 � ∀ ∋年
,

东盟国家对 中国的投资有 % 亿美元左右
,

主要来自新加坡
、

马于



西亚
、

泰国和菲律宾
。

’

“新加坡在对华投资方面也占东盟国家的首位
。

从 � # ! �年到 � � ∀年
,

新加坡在中国的投

资总额已超过 � 亿新元
。

新加坡报纸报道
− “

自去年 & � �  ∀ ( 以来
,

新加坡商人积极发展

对华经济关系
,

平均每月至少有两个项 目与中国达成合资协议
。 ”

新加坡投资 的 范 围 较 飞

广
,

而且大中小型都有
。

在旅馆业的投资方面
,

新加坡独 占鳌头
, “

现在
,

中国从南到北

的各大省部有新加坡企业家建成或正在兴建的旅馆
。

因此
,

单就外国在中国合资兴建的旅

馆而言
,

新加坡投资最大
” 。

6 新加坡也投资于种植业和轻工业
+

在石油服务方而
,

新加

坡与中国合资在黄埔建造海上钻井平台
,

在深圳设立
“

粤新直升 飞机服务公司
”

和
“

赤湾

石油支援基地公司
” 。

6 港口 建设方面
, � ∀ ∋年新加坡森超集团投资 �

+

%亿美元兴建 深 圳

妈湾深水港
,

建成后将是南方的大港
,

这是深圳特区到当时为止引进外资最多 的 项 目 之

一
。

6

泰国是东盟 国家中前来中国投资的捷足先登者
。

泰国报纸报道
, � ∀ 9

:

年到 � ∀# 年底
,

中泰共签订了 �∋ 个投资协议
,

泰方投资额 (
,

∋! ∀ 万美元
, � ∀ ∋年头 ∋ 个月

,

双方又签 订 了

! 个投资协议
,

泰方投资额; < 万美元
。

4 中泰在饲养业方面的合作
,

进展尤为 显 著
。

中

泰合资经营的上海大江有限公司是贸
、

工
、

农一体化的大型现代化企业
,

主要经营 良种肉

鸡
。

饲料和肉食品
,

总投资 � ,

%& &万元
, � ∀ ∋年  月动工

, � ∀% 年 ∀ 月第一批肉鸡出口
,

前

后仅十一个月
。

泰国投资者
、

泰国正大集团总裁来此考察后称赞说
)
大江有限公司的建设

速度
,

不仅在中国兴办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少有
,

就是正大集团三十多年来与外国的合作 中

也无先例
·

6 泰国正大集团还与中国合资在北京经营两家饲养公司和一
‘

家饲料厂
,

其中北 耘
京家禽育种有 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育种公司

,

也是 亚洲第一家经营肉鸡原种的

公司
,

预计 � ∀ !年 % 月投产
。

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一一泰国盘谷银行
, � ∀ %年 ∋ 月在北

京设立了该行在 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
。

近年来
,

马来西亚在 中国投资的项 目有油棕种植园
、

国际贸易中心
、

饭店
、

木 材加

工
、

床垫和家具等项 目
。 一

号称
“

亚洲糖王
”

的马来西亚郭鹤年兄弟的
“

郭氏集 团
” ,

同中

国合资在北京建筑
“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 ,

这是一个功能齐全
、

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建筑群

体
,

属于投资大
、

技术新
、

影响广的重点外国投 资项目
。

三
、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检讨与展望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在取得空前成绩的同时
,

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
。

, 一 −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

还存在着疑虑
,

甚至担心中国再度发生动乱
,

伺 而在贸易和投资上持观望态度
。

, 二 −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在各 自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还很小
,

投资额更

小
。 � ∀ (年

,

东盟国家对 中国的贸易额只 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
+

 肠
。

= � ∀ ∋年
,

中 国对

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为∃∀
+

#亿美元
,

只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亿美元的∋
+

!务
。

东盟各国中

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新加坡
, � ∀ ∋年的对华贸易也仅占其外贸总额的 ∋ ∗ ,

占中国外贸总

领 ∃ 肠
。

其他东盟国家所占比例更低
。

如泰国
, � ∀# 年中泰贸易额为#

+

## 亿美元
,

只 占当

牟 中国外贸总额∋∃% 亿美元的&
+

∀ 肠
。

在投资方面
,

我国
“

六五
”

计划期间 , � ∀ �一 � ∀ ∋ −



实际利用外资 &包括贷款 ( �∃, 亿美元
,

而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只有 , 亿 美 元 左 右
,
仅 占

4
+

% 呱, 国投资项目
,

主要是中小企业
+

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更少
。

双方贸易和投资额较

小的原因
,

主要是双方都是发展 中国家
,

经济实力还 比较薄弱
3 相互提供的主要是原料和

初级产品
,

价格相对较低 , 很多产品重叠
,

不为对方需要或需要量不大
。

&三 (总的说来
,

双方出口 不平衡
,

历来是东盟国家一方逆差
。

最近三年东盟六国对中国进出口差额 6

, 单位
)

亿美元
2
顺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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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8?宁曰Α自Α?八ΒΧ自 自Α自%%Δ?勺口内&&<?
,��工Α�

一一一一��一东盟六国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 国

印 尼

文 莱

一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八匕.口月‘.自∗�  /#(
01

一一一一十

新加坡在东盟六国的对华贸易中
,

既是最大的贸易户
,

也是最大的逆差户
。

它的逆差

额占东盟六国总逆差额的比例是
2  ∃ &) 年∃∋ 肠

,  ∃ & 3年  #∀ 肠
,  ∃ & % 年 % % 肠

。

后两年竟高

于东盟六国的逆差总额
。

第二个逆差户是菲律宾
,

最近三年连续入超
。

泰国近两年有较大

盈余
!

由于中马贸易三分之二以上份额是经由新加坡或香港转口 的间接贸易
,

马来西亚也

是逆差
!

中印 4 尼 5 长期间接贸易
,  ∃ & 3年才开始直接贸易

,

 ∃ & %年中国从印尼的进口有大

幅度增加
。

贸易往来中单方长期逆差的情况
,

显然不利于贸易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

这种情

况的产生
,

主要 由于中国需要进口 的主要是机器设备
,

除新加坡外
,

其余东盟国家能够提

供的不多
6 在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 中

,

石油 占有很大的比重
,

工业制成品也销路良好
,

它们一般能得到较高和较稳定的价格
!

上述间题的存在
,

‘

又显示 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

近年来双

方共同努力
,

采取适当的对策
,

已经取得了成效
。

4 7 5 继续增进互相的了解
。

4 ( 5 开展直接贸易
。

4 ∋ 5 开展易货贸易
。

4 ) 5 挖掘潜力
,

增辟货源
,

扩大双方的进出口 额
。

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大物博
,

经济

正在迅速发展
,

除了传统的贸易商品可 以继续扩大其贸易额以外
,

还有很多有待开发的新

的贸易货源
。

 ∃色3年李光耀纺华
,

达成了中国新加坡贸易未来五年增加一倍的协议
,
中国

答应今后三年内
,

输给新加坡的原油每年绝不会少过三百万吨
!

4近年来这方面成功的例

子还有很多
+

例如中国从马来西亚输入热压铁块
,

马来西亚的特产棕油
、

可可也在中国扩



备

大 了一些销路 , 中国已成为印尼胶合板的主要市场多 中国的石油已经大量销往新加坡
、

菲

律宾
、

泰国等东盟缺油国家
,
菲律宾

、

印尼近年来还进 口了中国的煤炭
。

对需要进 口粮

食的东盟国家
,

如马来西亚
,

中国的大米和其他粮食的出口也很有潜力
+

只要在生产和销

售方面下功夫
,

还会涌现很多适销对路的贸易产品
+

� �  ,年
,

由于中国主动扩大从东盟国

家的进 口
,

东盟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有所减少
。

� �  ,年
,
在中国同东盟国家的总贸易额从

上一年的 % 亿美元下降到%% 亿美元的情况下
,

中国从东盟国家的进 口 却 从� �  ∃年的 � #
+

!!

亿美元增加到5
+

 亿美元
,

使东盟 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了 ∀ 亿美元
,

贸易不平衡问题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

6导 ,年 , 月
,

中国贸易代表 团在马尼拉同菲律宾政府商讨扩大 菲中贸

易
,

特别是增加菲律宾对 中国的出口
。

4结果 � ∀ %年菲律宾对 中国出口从 � ∀ ∋年的。
+

 # 亿

美元增加到�
+

∃%亿美元
。

逆差从 (
+

琦亿美元减到。
+

(亿美元
。

新加坡 � ∀ %年对中国的 出口

从 � ∀ ∋年的(
+

(% 亿美元
,

增加到∋
+

∋∃ 亿美元
,

一年中增加了一倍半 , 逆差则 从 �∀
+

�∃ 亿 美

元减到 %
+

%� 亿美元
。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
,

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能力 日益增强
。

马来西亚企

业家丘笑平说
)

中国是
“

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
” 。

6 举例来说
,

橡胶是东盟国家主要

的 出口品
,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和橡胶工业的发展
,

对橡胶的需求量越来越增加
+

据泰国学

者估计
,

中国每年生产橡胶 “一 �∋ 万吨 ,

但供不应求
,

每年还需要进 口(& 万吨
,

按中国目

前对橡胶的需求状况看
,

其趋势还会上升
。

6 � ∀ %年中国输入 橡胶( 
+

#! 万吨 ,

比 � ∀ ∋ 年

增加(∋ 肠
。

4 中国还 可以向东盟 国家提供煤炭供应
。

·

至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
,

随着双方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

其数量和比重必将 日益增加
。

总

之
,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舞继续推动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走向更大

的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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