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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20 年我国将东盟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后，

我国产业获得了稳定的供应链，同时也促进了区域一

体化发展等。东盟自贸区在执行货物贸易协议后，大

幅降低了关税水平、扩大了贸易量，在各成员国的努

力下，完成了产业分工，并通过优势互补达成了经济

合作，为成员产业及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保

障，且制定了循序渐进、长远稳定的战略和制度，为

我国带来了建设自贸区的宝贵经验。我国日后应主动

提升自贸区发展，打造与国际标准对接的自贸区网络。

1 东盟自贸区面临的贸易问题

1.1 贸易品类缺乏多样化

我国在房地产、商贸业等领域，与东盟各国展开

了大量的出口交易，然而，东盟急需的产品在我国的

出口量并不足。这也体现出了我国许多产业与东盟国

家相似，双方缺乏多样化的交易种类，对长期贸易合

作造成了严重影响。例如，中国的气候条件与诸多东

盟国家相同，难以生产出完全不同的农副产品。且双

方的土地和劳动力十分富足，也实施了大量对外来投

资的吸引力措施，此类相似性除了会对双方的激烈竞

争造成影响外，也会使自贸区难以保持和谐发展。

1.2 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

东盟自贸区目前仍在发展当中，双方想要提升贸

易合作的稳定性，就需要做好制度协调工作。在全球

经济动荡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难以

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据预测，世界经济在 2023 年

的增速是 2.8%，全球货贸量将以 3.5% 的速度增长，

世界经济在 2023 年的增速仅 2.3%，与预期相比，减

少了 1%，全球商品在同期的进出口额将比 3.4% 的预

测值更低，仅达到了 1% 的增长率。这些资料说明了

很有可能出现经济下降趋势，东盟自贸区将面临更大

的建设问题。

1.3 外界对东盟国家的影响

部分东盟国家人口不足，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市场。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只有文莱和新加坡具有良好的

经济发展局势，其他国家依然难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

此外，各个东盟国家在不断提升出口量的同时，还需

要重视应对外界经济环境的干扰。特别是经济动荡的

出口国家更易使各国陷入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局势，难

以保持出口稳定。且中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主要以低

价制造产品为出口对象，给双方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增

长压力。

1.4 自贸区存在地区热点问题

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下，南海问题一直困扰着

我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例如菲律宾和越南等，且欧美

国家对此类国家予以了支持，双方极易爆发矛盾。如

果无法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就难以开展正常的贸易往

来。东盟属于利益结合体，如果关系不佳，就难以顺

利开展东盟贸易。

2 东盟自贸区贸易发展策略

2.1 制定透明的政策制度

我国想要开展更便捷的贸易，就应当提升政策环

境的透明度。

首先，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从各渠道获

取准确、及时的信息，从而制定出更为公平的政策。

在政策制定环节，我国不仅需要了解企业真正面临的

问题，还应当解决国内进出口问题，听取不同行业和

部门提出的建议。

其次，政府在政策制定环节，应遵守公平性原则，

公平的执行相关政策。最后，想要高效运行政府系统，

最重要的就是廉洁，所以，必须保证政府职能部门的

廉洁性。

制度创新是最重要的贸易发展手段之一。自贸区

是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应当与国际贸易标准接轨。

东盟自贸区贸易过程中的问题及发展建议研究

赵路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中国自建立东盟自贸区后，与各个东盟国家展开了多样化的贸易合作。在颁布关税减免、增加企

业对外投资、提升通关速度等政策后，各国快速提升了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双方贸易依然面临缺乏贸易行

业、国家经济环境动荡等问题，为保证我国可以在东盟自贸区顺利开展贸易往来，本文探究了东盟自贸区目前

面临的贸易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发展建议，希望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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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强调了发展贸易的重要途径：全方位实施无纸化

通关政策，完善单一的国际贸易窗口，实施自助通关

制度等。政府在完善如上内容的同时，应尽量对接国

际贸易标准。自正式签订 RCEP 协议后，意味着全球

已成立最大规模的自贸区，这有助于我国和各个东盟

国家制定与国际标准对接的跨境贸易制度。此外，我

国在提升政策透明性的同时，还应当全方位落实相关

政策。加快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时，政府应为政

策难以落实地区提供支持和帮助，并提升双边协调和

双边沟通力度。

2.2 改善产业结构，加强产品或产业优势

加强产业或产业优势是提升出口贸易量的有效途

径，有助于双方提升贸易合作力度。

对于政府来说，应为产品技术投入提供政策引导，

从而促进产业的升级。提升竞争力是增加双方出口贸

易量的有效途径，可以充分发挥双方贸易潜力。所以，

不断加强国内产品竞争优势，是政府提升出口贸易额

的主要手段。政府不仅应当借鉴东盟国家的优势，还

应做好技术创新，升级国内产业结构，发挥政策的引

导作用，以产业资本和产业技术为投资对象，尤其是

高新技术产业，并出口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以产业集

群和规模化经营为目标，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国工业

产品。此外，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除了可以

开展有助于促进东盟发展的贸易活动外，还应当主动

与东盟国家共同参与合作分工体系的建设，从而提升

国际分工竞争力，加强国内产业的竞争优势。

对于企业来说，应尽可能的争取政策支持和行业

组织的支持，在自身条件充足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参

加有助于加强企业技术能力的国际贸易展览、国家展

销会和研讨会等，在东盟市场中打造名优特新的中国

产品，鼓励国内生产企业和国内市场主动对接东盟市

场。此外，技术进步是打造企业最终竞争力的主要途

径，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可以出口比东盟产

品质量更高的产品，全方位优化产品质量，从而促使

我国从出口低价产品转变为出口高质量产品以及高附

加值产品，从低价量大发展为重质适量。

2.3 避免贸易摩擦审计，制定争端解决策略

虽然我国很早就开始了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合作，

然而依然有许多政治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会影响

双方贸易合作。自东盟成立至今，长期实施大国平衡

战略，但是一些西方国家近几年开始出现炒作行为，

不断推出“中国威胁论”，使一些东盟国家对我国产

生了警惕。此外，南海矛盾频发，双方一直未对南海

群岛归主问题形成统一意见，也对双方经贸合作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 2005 年早已生效，为解

决贸易争端问题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该协议中缺乏

完善的仲裁庭和表决等机制。自中国在 2020 年成为

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后，双方不断开展贸易往来，期

间难免会遇到贸易摩擦。

中国应重视和警惕常见的贸易摩擦升级问题，中

美贸易频发摩擦会给双方带来贸易战，从而严重影响

两国和国际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我国应结合以往

的经验教训，避免由于贸易摩擦升级而影响与各国的

经济合作，甚至影响到国际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可以与东盟国加共同构建互

信制度，避免东盟国家疑虑中国称霸问题，同时，还

应当主动开展边境经济合作、境外经贸合作等区域合

作和民间组织合作等。新冠肺炎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给各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和影响。对于唯一能够

保持经济正常发展的中国来说，应主动落实国际责任，

为其他国家提供疫情抗击帮助。

我国在疫情发生之后，国家政府、民间公众都在

主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抗疫，政府也要求双边相关部门

主动开展医疗合作；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也主动

参加了民间抗议帮扶活动，在区域防疫和经济增长方

面实现了双赢。此外，政府还需要做到未雨绸缪，在

发生严重贸易摩擦之前，主动协商或完善当前的争端

解决机制，建设数字化平台，为贸易摩擦打造公开透

明、有效便捷的解决流程。

2.4 发挥 RCEP 协议的优势

东盟自贸区自 RCEP 协议在 2010 年正式生效至今，

已拥有十年的历史了，且迎来了钻石十年。东盟自贸

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经过十年发

展后，给我国自贸区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也为“一

带一路”建设质量的提升带来了国际经验。自我国实

施“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就密切结合自贸区建设和 

“五通”项目，在基建、产能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形成

了综合效应。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

2020 年 11 月正式签署后，我国全面提升了与东盟国

家的合作力度和合作深度，也促进了东亚的一体化发

展。虽然印度目前并未加入，但是 RCEP 依然可以促

进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和日本是该协议生效后出口增

加最多的成员国，分别达到了 1590.73 亿和 13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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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的增长量，而印度却减少了 31.79 亿的出口额。这

也说明了 RCEP 无法替代当前的自贸区协定，只是拓

展了自贸区交易平台，我国在迎来钻石十年的同时，

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巩固当前的成果，并开展更深、

更全面的合作，如此，不仅可以提升本国贸易额，还

可以促进市场规模和投资力度的扩大和提升，从而打

造动态的企业贸易竞争效应。此外，我国应牢牢抓住

该契机，与各成员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从而帮助双

方更好的巩固现有的自贸区成果，并打造全新的东盟

自贸区发展局面。

2.5 提升相互投资力度

我国近几年与东盟国家保持稳定的投资增长局

面，全面促进了双方的发展，然而，依然存在较大的

投资潜力。对于东盟投资规模并不大的中国来说，想

要解决持续顺差问题，就应当深入挖掘自身的潜力，

对东盟做出更多的投资，减少由于双方竞争而导致的

直接对外投资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政府首先可以提供投资信息咨询

服务，将投资国别和投资地区等时效性信息发布到网

上，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和制定相关投资信息和科学的

投资决策。

其次，政府可以实施减免、抵免和缓征税收政策，

并重点研究补贴政策等，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有力的扶

持。

再次，可以制定预警机制、惩罚机制，创建仲裁

机构等，为我国企业提供投资东盟的法律支持。为积

极响应“走出去”政策的中国资本创造开放、优化的

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环境。除了应优化投资政策和投

资法规外，加强政府服务能力外，还需要加快市场化

改革要素供给的速度，通过快速融合国内和国际这两

大市场，从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对于企业来说，中国企业首先应有效结合自身投

资对象和投资动因。资源导向企业应当与文莱和马来

西亚等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合作。对于工业发展滞后

的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来说，应当为需要寻求

市场、获取战略资源的企业提供开拓市场服务，并引

导他们向具有较强经济技术实力的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转移投资资金。此外，企业不仅应当扩大自身投资规

模，也应当提升投资创新力度，将工业和服务业作为

投资对象，在环保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多元的投资活动。

此外，双方政府应当为相关平台提供发展支持，例如

开展中东博览会、中东投资峰会和中东商务等，为双

方打造良好的沟通平台，从而开展多元的投资活动。

2.6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双边贸易投资的主要途径。

我国和东盟在近几年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投入

了许多资金，且获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基础条

件不足，大部分地区依然缺乏现代化的物流交通，对

双方货物和人员的运输及交往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

双方难以顺利开展经贸交往。

所以，中国和东盟仍需不断提升互联互通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政府在建设东盟共同体的过程中，

就非常重视互联互通，并推出了《东盟互联互通整体

规划》，其中包含了建设基础设施、加大人才交流力

度等。提升了东盟互联互通能力，也推出了丝路基金

等。意味着中国和东盟日后必定会形成系统化、机制

化的互联互通格局。

3 结束语

世界经济发展兼具缓和与动荡特征。在世界经济

和自贸区的发展形式和发展程度下，东盟自贸区难以

避免双边贸易竞争、急需提升双方投资能力和合作力

度等。想要崔进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双方开

展更深入的合作，改善产业结构、减少和加大贸易摩

擦及相互投资等，从而开展全方位的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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