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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东盟东盟东盟：：：：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将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将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将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在未来数十年在未来数十年在未来数十年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 

 

• 中国的崛起，加上 2015年开始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预期将成为东南亚的增长催化剂。我

们预计，其经济规模将在 2020年超越英国，并在 2025年超越日本。 

 

• 东南亚区域国内因素，如人口增长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将能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做出的承诺，即提

供一个综合的生产平台和市场规模，以及为进军一个已经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由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区

域，铺平道路。 

 

• 中国国内环境和条件改变，更趋向于外向型经济，并将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促进中国和东盟的关

系。 

 

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南亚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东南亚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东南亚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东南亚经济的新发展阶段  

2015年底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将能为东盟十个成员国，迎来合作和充满商业机会的新纪元。东盟经济

共同体在致力于达到下列目标时，将能为整个区域发挥凝聚结晶的作用。这些目标是：1）成为单一市场

和生产基地; 2）成为具竞争力的经济区域; 3）成为平等的经济发展区域；以及 4）成为一个充分融入全球

经济的区域。 

 

这个整合项目将带来一个统一的经济平台——超过 6亿人口和 2.4万亿美元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

数据），占全球 75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3.1%份额。假设东盟是个国家，它将是全世界第七大的经济

体，超越巴西，虽然还是赶不上全球最大和第二大的市场——美国和中国。（见下列图表）。 

 

然而，必需指出的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在推出时，不会成为“万灵丹”。它其实是一个漫长整合和相互借

力过程的开始，让 10 个成员国共同迈向上述预设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成员国也很清楚，任何要取代东

盟经济共同体的方案，都只是次优的。因为经济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也在竞相争夺

要分得一部分贸易和投资的“蛋糕”，这些都形成了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因此东盟成员国非常重视一

些因素如生产力、竞争力、市场规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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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2025年年年年，，，，东南亚的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东南亚的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东南亚的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东南亚的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  

鉴于综合区域所能带来的活力和规模，我们的预测显示，就算是由 10 个成员国组成的东盟，每年只以相

等于 2001年到 2013年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二速度增长，到了 2020年，它的经济规模可能会取得超过 4万

亿美元（约相等于德国 2013年的经济规模），并在 2030年增长近四倍，达到 9万亿美元（相等于中国经

济 2013年的经济规模）。 

 

这意味着，根据我们的计算，在 2020年之后，东南亚的经济规模会超越英国，并在 2025年超越日本。随

着更多人成为中产阶层，东南亚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速的消费市场之一。 

 

我们预计，到了 203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扩大到 28 万亿美元，略低于美国的 29 万亿美元的规模，但

届时，中国将会超越欧元区 2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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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我们相信，就最近这个区域的事态发展来看，包括缅甸向国际社会开放市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选举、以

及泰国政局随泰国前首相英拉因军事政变被推翻后恢复稳定等，这些对东南亚的预测是可以实现的。此

外，发展中的成员国，如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都因为有较低的“起跑”基础，而有足够的增长和

追赶空间。 

 

我们也预期，东盟不少成员国也会继续推行亲商政策，特别是从 2015 年开始推行的东盟经济共同体指导

框架，将有助于促进货物、服务、投资和熟练劳动群的自由流动，以及让资金更自由地流动。这些都将有

助于使这个区域成为更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 

 

 

东南亚成长故事东南亚成长故事东南亚成长故事东南亚成长故事的的的的驱动因素驱动因素驱动因素驱动因素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拥有超过 6 亿的庞大人口，显然具有优势，尤其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地区，这将保证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

提升，也会刺激消费者对更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实际上，亚洲发展银行估计，到 2030 年，在东南亚，将近 5 亿人口会被归为中等收入阶层。届时，这将

相 当 于 近 65%的 人 口 ， 而 在 2010 年 ， 东 南 亚 的中 等 收 入 阶 层 只 有 29%（ 见 下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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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每日开支介于 10到 100美元  

资料来源：亚洲发展银行研究所 

 

 

东盟本身就是一个由贸易驱动的联盟，我们预期，在未来数十年里，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其资源丰

富的存储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基地能让这个发展动力得以持续下去。这将成为驱动东盟间贸易（东盟成

员国之间）以及东盟以外贸易（与东盟以外国家的贸易）的关的因素，毕竟，统一的市场能加强贸易活

动。 

 

如下图所示，在 2003 年，东盟的总贸易额（出口加进口）占全世界总贸易额的 5.8%，在 2013 年增加到

6.7%，而反观其他主要联盟，如欧元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占的份额则逐年下降。假设这些贸易联盟取得

了与 2003 年到 2013年同样的复合增长率，我们预计到 2030 年，东盟所占的市场份额将能进一步上升到

7.6%，而欧元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份额则会继续下跌。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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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在我们对东盟总贸易额的预测上，我们认为，到了 2030 年，东盟间的贸易将从目前占全球贸易

25%的市场份额上升到 28％。应该注意的是，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密切，尤其在缅甸开放市

场后。到 2030 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总额，预计将上升到 24％的份额，比 2003 年的份额超出 3

倍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和欧元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延续在 2003到 2013年之间看到的跌势。 

 

来自东盟的看法更是乐观，前东盟秘书长苏林博士就曾指出：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在 2015 年成立后，东

盟国家之间的货品和服务流动增加，而他预计，东盟间的贸易将增加到 30％的份额，五年后，也就是在

2020年将进一步增加到 35％ 。 

 

 
资料来源：东盟统计数据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外外外外国国国国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直接投资（（（（FDI））））  

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在早期可能会起刺激作用，但在随后的阶段，将成为维持增长动力的推动力。那就

是，这个区域严重缺乏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数据，在 2010年到 2020年，亚洲需要

超过 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中，东南亚就需要超过 8亿美元。 

 

例如，有一个实证可以证明这个区域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即到了 2020 年，中国在高速铁路的投资预计将

达到 3000亿美元（相等于马来西亚 2013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轨道总长度达 2万 5千公里。相比之

下，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几乎还没成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仍在规划这条 330 公里的 

吉隆坡-新加坡高铁线，该项目估计将投入的成本达 120 亿美元，预计 2020 年竣工。泰国据说也会推动高

铁项目，并预计在 2021 年竣工，这最终将成为 3000 公里的昆明-新加坡线的一部分，并穿过老挝、泰国

和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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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滞后和缅甸等经济体开放在东南亚已展现出商机，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更多投资因此流

入。如下图所示，东南亚在落后中国超过十年后，首次在外资流入量方面超越了中国（见下图）。 

 

 
东盟 5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我们预计，流入东南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将继续维持其增长势头。从 1980 年开始，在东南亚的外国直

接投资存量持续以 16%的年均增长率稳步上扬。就算是以比较保守的假设，即以年均增长约 8％来计算

（即历史增长率的一半），到了 2020年东南亚的投资存量预计将增加近一倍，从 2013年的 1.6万亿美元

增加至 2.7万亿美元，并在 2030年达到 6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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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链接链接链接链接  

东盟经济共同体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东南亚经济体带来乐观的预测，与此同

时，另一重要的动力则来自中国。 

 

在过去十年，中国一直在建设与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扮演积极角色，将双方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

历史关系进一步延伸。在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概念，即从福建省开始连接区域所有沿岸国家。 

 

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南亚的链接，并由东盟经济

共同体作为主要的催化剂。当中国面临国内的“增长烦恼”，即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货币升

值等问题，它不得不继续寻求新的生产基地和市场，而东南亚以其地理和历史上的联系，自然地成为目的

地选首选。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在东南亚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下图所示，中国在东盟总贸易额所占的份额已

经从 2000年的 5％增加一倍以上，在 2010年达到 14%，进而在 2013年增加到 16％，或 4050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预测，到 2030年，中国所占的份额（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将达到 24％或 1.5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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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同样的，在投资领域，中国最近几年积极在海外投资（以平衡投资流入以及局部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

力），东南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就促使中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逐渐平衡，将 10 年前的差距逐渐收

紧。 

 

 
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和大华银行全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自 2007 年起开始加速。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2 年，在中国常

年流向全世界的投资中，亚洲占了绝大部分，占 73％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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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在 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到东盟国家的金额，约 6亿美元，只占中国常年投资到亚洲金额的 2.2％，

然而，到了 2013年，已经攀升到 8%。根据我们的预测，到 2030年，这个份额可能进一步增加到 14%，

达 1850亿美元，或相等于 2013年数字的 6倍。 

 

 
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和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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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中国的崛起，再加上东盟经济共同体在 2015 年成立后，预计将为东南亚提供新的增长催化剂。就算是在

预测中用了相当保守的假设（即：在这份报告的大部分的预测中，假定只会取得现在一半的复合增长

率），东南亚的未来确实是光明的。举例来说，在 2020 年以后，东南亚的经济规模会比英国大，也将在

2025年超越日本。 

 

东南亚区域的国内因素，如人口增长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将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做出的承诺，即：提供

一个综合的生产平台和市场规模，以及为一个已经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由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区域铺平前进的

道路。我们将因此看到，到 2030 年，东南亚在全球总贸易额所占的比率将从 2013 年的 6.7%增加到将近

8%，这是个不小的涨幅，因为其他主要的联盟，如欧元区，将会继续看到市场份额逐渐式微，不断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环境和条件改变，更趋向于外向型经济，并将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促进中国和东南亚

的关系。这两条渠道将促使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总贸易额，从 4050 亿美元攀升到 1.5 万亿美元；从中国

流向东南亚的投资也会从 310亿美元增加到 18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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