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在东盟 

—由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引发的思考 
作者：杨秋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之前，中国就一直与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保持

着密切的贸易联系。随着 2015 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成，这个有着 6.4 亿人

口的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将会带来一个拥有广阔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东盟经济共同

体日趋成熟的经贸发展正好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东盟各国界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优

先地区。可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东盟经济体的贸易市场都将进入一个高速

发展的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东盟经济体对其各国成员的经济贸易

状况改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员间的经济贸易状况依然呈现出严重分化的

状况，而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十分不平衡。 

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在东盟各国的非金融类对外贸易投资主要集

中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

和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东盟总贸易额的 95%以上，而中国与缅甸、柬埔寨、文

莱和老挝的贸易额不足 5%。 

世界银行的经商指数也从侧面佐证了东盟各国在贸易发展上的不均。从

2015 年与 2016 年的经商指数数据来看，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在经商环

境上有些许改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的经商指数在合理的

波动范围内。泰国受其国内政局不稳的影响，经商指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国家 2015 年经商指数 2016 年经商指数 

新加坡 88.27 87.34 

马来西亚 78.83 79.13 

泰国 75.27 71.42 

印度尼西亚 59.15 58.12 

菲律宾 62.08 60.07 



 

 

   

 

 

越南 64.42 62.1 

缅甸 43.55 45.27 

柬埔寨 55.33 55.22 

文莱 61.26 62.93 

老挝 51.45 53.77 

如果从经商指数的排名来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贸易环境良好，位于世界前

列。印尼、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的贸易环境虽然依然处于靠后的位置，但

相比 2015 年已有小幅改善。越南与菲律宾的排名有小幅下滑，而泰国的排名下

滑非常严重。 

国家 2015年排名 2016年排名 排名变动 

新加坡 1 1 0 

马来西亚 18 18 0 

泰国 26 49 -23 

印度尼西亚 114 109 5 

菲律宾 95 103 -8 

越南 78 90 -12 

缅甸 177 167 10 

柬埔寨 135 127 8 

文莱 101 84 17 

老挝 148 134 14 

目前， “一带一路”已经确立了六大经济走廊，其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恰好覆盖了东盟沿线各国。因此，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导向型的战略

下，如何处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投资贸易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企业趋利的天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直是中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投资地，

但是这两个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基础建设需求较小。 

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在投资上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政治风险。泰国近些年政局

的持续动荡给整个国家的经商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菲律宾和越南也在南海问

题上正在与我国进行政治角力。 



 

 

   

 

 

文莱作为一个富裕的小国，拥有良好的贸易基础。但其主要贸易伙伴为日本、

韩国和东盟各国，且企业间竞争十分激烈。国内企业需要仔细考量其市场的进入

难度。 

柬埔寨、缅甸和老挝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与我国贸易往来较少。虽然这三

国看似在投资贸易，基建合作方面潜力巨大。但是其落后的市场条件，不完善的

法规与金融市场难免对企业的发展形成制约。而且，在中国对柬埔寨长期进行经

济援助的情况下，在项目谈判中如何权衡中国，合作国与第三方国家的共同利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由于东盟与我国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确实拥有

良好的投资贸易优势。但东盟各国千差万别的经济，政治形势也注定了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利益权衡的过程。面对我国政府与企业间不同的利益

诉求，如何更好的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每个经济走廊都会面临的问题。 

 

作者系前海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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