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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关系和经贸合作面临历
史性机遇

• 一是，中国东盟关系目前较好，

•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提出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 中国
和东南亚 一带一路 很好，中国与东南亚多国的发展战略
或规划的对接  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

• 李克强总理    10+1   澜湄合作机制

• 王毅国务委员近期访问东南亚多国，

• 东南亚来访的政要也多

• 中国东盟博览会

• 明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蓝图



• 二是，中国和东盟的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良
性循环，

•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投资和项目最多的地区之一，

• 今年，中国对东南亚投资占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一
半以上

• 疫情使双方的经贸合作需求上升，亚太区域合作
动力增强，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中国经济增
长，东盟经济也需要注入新活力，基建、产业、
出口等等。



• 三是，中国企业赴东盟投资的机遇好，双方政府支持，现实层面也有
很多优势，也会有很多收益。

• 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人员交流往来密切，文缘相通，生活习惯等等，
比去其他地区要好很多。

• 工业园区的配套，有了经验

• 中国产能转移

• 这就是我说的良性循环，已经投资的企业和项目越多，大家越了解，
越有经验，越想去增加投资

• 东南亚国家和美欧关系都比较好，

• 原产地原则，部分产品可以规避一些贸易和关税的壁垒或者纠纷



• 四是，贸易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很多产品
是互补的

• 热带水果，温带水果和蔬菜

• 易货贸易

• 大米

• 橡胶



中国企业去东南亚投资毕竟也是赴国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挑战与几点建
议

• 一是，投资之前尽量要做好事先准备工作，不能盲目投资，
以免损失。

• 国情研究，

• 政治，政策，

• 经济，产业，市场，产业链配套，水电路桥等基础设施配
套，物流成本，尤其是疫情产生了长期的复杂影响

• 当地法律法规，

• 当地工人技能是否能立即满足企业所需？如果不能，培训
企业所需要的一批工人要多长时间？怎么去培养



中国企业赴东南亚投资也要关注和满足当地人的很多需求
真正做到长期互利共赢

• 二是，入乡随俗，要融入当地社会，扎根长期发展，投资
兴业不是短期的一锤子买卖。

• 工业用地，是否涉及拆迁和移民

• 环境保护政策，当地民众的环保关切

• 投资带给当地政府和民众等的利益分配是否均衡，解决当
地就业的情况是否满足当地人需求？当地工人的权利意识

• 这些情况，企业都要提前算清楚，有些要和当地政府和民
众事先说清楚、沟通好

• 要把有些话实现说明白，把有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尽量
提出解决方案或者事先解决一部分

• 尽量避免出了问题再去解决



• 三是，企业去东南亚投资也要关注国际形
势，关注其他大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和经贸
合作动向。

• 中国企业与日本韩国等国的企业在东南亚
开展联合投资、第三方合作，大的互利共
赢局面，风险共担

• 有些西方国家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是否在某
些产业领域对中国企业有压力？



• 总之，当前及未来，中国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兴业或者开展
贸易活动的商机无限，但也有把投资工作做细做好。

• 中国企业去东南亚投资，要仔细研究对象国的产业发展政
策，找准对方需要外资的行业，找准对方鼓励外资的行业，
去投资，中企要尽量避免和当地的同行竞争，至少要减少
竞争，要尽量找当地人和企业合作，既方便投资运作，也
让双方都获利，甚至有时要适度向东南亚国家企业和民众
让利，让大家更加欢迎中国企业投资。



• 中国企业投资还要注重提升当地企业、产
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能力，比如，提升
当地对农产品、水果、橡胶等产品的深加
工能力，让当地人获得更多利润。

• 还有就是，中国有些产业，比如，电子产
品、电商、通讯技术等产业，也可以考虑
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商量，多合作，帮助当
地提升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



时间有限，挂一漏万，

• 感谢大家！

• 有问题大家可以待会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