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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经济展望报告 2020 

前言 

自 2017 年（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20 周年）创刊以来，AMRO 已发布四期年度旗舰报告——《东亚区
域经济展望报告》（简称“AREO”）。报告旨在全面介绍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的经济趋势和发展，借鉴了 

AMRO 各国别组对各成员经济体经济前景的看法，包括面临的风险、脆弱性和挑战，并试图在区域层面

上对成员经济体的发展做出连贯叙述。这绝非易事。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发展和收入水平上存在差异，

其中既有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和中等收入新兴经济体，也有高收入成熟经济体；既有最不发达的农业经

济体，也有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然而，尽管存在多样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经济体通过贸易、投
资和人才紧密连通，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加深。“地理决定命运”正是对该地区恰如其分的总结。 

AREO 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短期前景，特别是该地区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以及国家当
局的政策反应。第二部分为专题报告，重点关注区域经济体在寻求增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一些国
家追赶发达经济体的愿望。 

2019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这一年中，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速演变、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一些经济
体内部政局动荡、全球市场出现大量抛售、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亦频频发生。就在我们以一个稍显光明

的句号送走2019年、迎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签署之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中东地区一位
高级官员被暗杀。石油价格一夜之间飙升，而这动摇了支撑我们预测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幸运的是，当
地局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这些事态的发展对本报告（尤其是侧重短期前景

的第 1 章）的编写形成了挑战。 

然而，就在尘埃即将落定之际，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在中国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周边其他
几个国家。这导致我们关于该地区经济复苏的基线预测再次充满不确定性。这一次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

余地，我们不得不对模型做出大刀阔斧的调整，以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该地区的影响。随着局势

的不断发展，多个城市和国家陆续实行全面封闭管理，并且人们不确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最终将发展
到何种程度，控制其蔓延又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这迫
使美联储于 3 月 3 日和 3 月 15 日分别降息 50 个和 100 个基点。根据 2003 年非典的应对经验以及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主要特征的最新信息，我们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做出了一些大胆的
假设，并修订了我们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测。本区域经济将在 2020 年上半年遭受重创，但随后将在下半
年强势反弹。 

我们的专题报告延续了我们以往三年报告侧重的故事线——区域经济体对增长和发展的追求以及他
们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AREO 2018 报告从技术变革的角度回顾了区域经济体几十年来所遵循的“出口
型制造业”增长战略并肯定了这一发展战略的持续相关性和有效性；同时，该报告提议将服务业作为推动
经济增长的第二引擎。AREO 2019 报告则明确了需要建设哪些能力和连通性来利用新数字技术，从而促进
和维持经济的增长。 

今年，我们根据全球经济的四个主要趋势，考察了维持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前景：欧美日益增长的贸易
保护主义；第四次工业革命；“亚洲工厂”和“购物者亚洲”的崛起；以及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我们发   现，新
经济通过利用新的数字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亚洲富裕中产阶级的挑剔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

提供大量机会。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的故事仍在继续。 

许和意（Hoe Ee Khor） 

AMRO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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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 brevity, “Brunei Darussalam” is referred to as “Brunei” in the text. 
2   For brevity, “Hong Kong, China” is referred to as “Hong Kong” in the text. 

4IR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5G Fifth generation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Es advanced economies 

AFC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 Argentina 

ARA assessing  reserve adequacy 

ARDL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2 ASEAN+3 excluding Mainland China 

ASEAN+3 ASEAN plus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Japan, and Korea 

ASEAN-4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SEAN-5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Singapore 

ASEAN-6 ASEAN-5 plus Vietnam 

AUM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BBGAI 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Index 

BCLM Brunei Darussalam, Cambodia, Lao PDR, 

and Myanmar 

BCLMV Brunei Darussalam,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Vietnam 

BN Brunei Darussalam1
 

BOK Bank of Korea 

BOI Board of Investments 

BOT Bank of Thailand 

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 basis point 

CAPEX capital expenditure 

CBOE 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 

 

CLMV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Vietnam 

C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NY Chinese renminbi 

EMs emerging markets 

EMEs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ETF exchange-traded fund 

EU European Union 

EUR euro 

EV electric vehicle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3 US, euro area, Japan 

G24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Twenty-Four 

GBP pound sterling/ pound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FC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MI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VAR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GVC global value chain 

GVN global value network 

HK Hong Kong, China2
 

HS harmonized system 

H-O Heckscher-Ohlin 

ID Indonesia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FP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India 

IRS interest rate swap 

JGB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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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 brevity,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is referred to as “Lao PDR” in the text. 

JP Japan 

JPY Japanese yen 

KH Cambodia 

KLIBOR Kuala Lumpur interbank offered rate 

KR Korea 

LA, Lao 

PDR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3
 

LCY local currency 

LIBOR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MAS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b/d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MM Myanmar 

MMK Myanmar kyat 

MN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RA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s 

MX Mexico 

MY Malaysia 

MYR Malaysian ringgit 

NIM net interest margin 

NODX non-oil domestic exports 

NPL non-performing loans 

NY Fed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EC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PBC People’s Bank of China 

PCE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H the Philippines 

PK Pakistan 

Plus-3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Japan, Korea 

PMI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OOs rules of origin 

RoW rest of the world 

RRR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S&P Standard and Poor’s 

SG Singapore 

SGD Singapore dollar 

SM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 Thailand 

TR Turkey 

UK United Kingdom 

US United States 

US Fed US Federal Reserve 

USD US dollar 

VA value-added 

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X* 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VIX CBOE volatility index 

VN Vietnam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 

WITS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yoy year-over-year 

ZA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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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中日韩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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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重点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已经变

得更具韧性，并且发展迅猛。这期间，该地区

强劲地摆脱了危机，妥善应对了全球范围内影

响其增长的因素，并抓住了技术进步与区域一

体化带来的机会。 

• 全球都在向技术驱动的“新经济”过渡。没有任何

部门会长期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发展中和新兴

经济体（包括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的经济体）只

有有限的时间开发应用新技术和提升生产价值

链，包括跨境生产价值链。 

• 该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拥抱了出口制造战

略。这一战略屡试不爽且目前仍然适用。这些

经济体应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将其作为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切

入点，并不断提升其在技术价值链的地位。发

展服务业是提高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第二个

动力，可以与出口制造战略并举。 

• 虽然目前全球经济疲软，反全球化情绪也在上

升。但是，该地区现在既是生产基地，又是最

终需求的巨大来源，因此虽然面临挑战，仍然

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在中国的引领下， 

该地区在提高收入上取得了迅速进步，如今在

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快速的城市

化进程和中产阶级的涌现使该地区成为全球最

大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市场。区域内的需求已成

为该地区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该地区应保

持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开放。 

 
 
• 在供给方面，区域经济体应利用新的数字技术

来满足该区域不断增长的需求。新的增长模式
包括通过促进行业开发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区域
和全球的定制需求，这创造了更多的增长机会 

。该地区还有扩大国内生产能力的空间，以减

少不时发生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断带来的冲击。 

• 10+3经济体，尤其是东盟经济体，必须保持开

放，进一步一体化，以保持经济增长后劲。区

域经济体需要发展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并保持

互联互通，审查和修改政策和监管框架，以促

进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以及无缝支付。 

• 政策制定者需要开发人力资本，促进熟练劳动

力和专业人员更自由地跨境流动，并建立有力

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护工人，包括零工经济中

的工人。新经济重视创新、创造力和软技能， 

而零工经济可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虽然令人十分遗憾，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却

为该地区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其集体抵御冲

击的能力，致力于维护和加强10+3经济体的共

同长远利益。虽然有一些分歧，但该区域各国

有足够能力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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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的增长环境：贸易增长放缓、互联互通增强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已成功驾驭全球化浪潮，

实现了经 

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本世纪初之前的

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

球  GDP 增长速度的两倍。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产

品提供现成市场的情况下，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早

期利用相对充裕（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作为比较

优势的基础，开始实施“出口型制造业”战略。贸易开

放带来 了金融开放，以及来自该地区以及欧美地区

的外国投资，后者为弥补经常账户赤字和资金缺口

提供了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盟与中日韩经济

体逐步提升劳动力技能、接纳新技术，并向价值链

上游移动。 

与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初期所面临

的环境相比，当今的全球环境更加复杂也更具挑战

性。发达经济体对贸易收益（以及这些收益如何在

国家层面分配）的担忧，以及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和

“强制”技术转让的疑虑日益加深，并且已经蔓延至

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全球化政策中。与此同时，世界

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

第四次工业革命（4IR）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生产和价值创造，并且在传统跨境货物贸易

扩张有所放缓的趋势下，仍然引发了数据流和信息

交换的爆炸式增长。 

 

 
本章考察了这种分裂现象——在全球化和互联

互通不断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政策却日益
抬头——对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经济增长和一体化的
影响。 

本章建立在 AMRO（2019a）对建设和加强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能力和连通性，以抓住新经济

中的机遇并防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性的

专题研究基础之上。具体而言，本章深入探讨了技
术发展和本区域的日益富裕对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

在全球价值链（GVC）上的定位的影响，以及这对

未来各国比较优势和福利增长意味着什么。 

本章安排如下。第 1 节的其余部分反映了推动 

该地区未来增长的关键全球发展趋势。第 2 节描述
了“亚洲工厂”的崛起。该节追溯了东盟与中日韩经济
体比较 优势的演变，以及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的新挑
战，强调了区域内需求的深化如何在加强该地区的
增长和韧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第 3 节侧重研究需
求侧和 

“亚洲购物者”的崛起。该节讨论了随着以“亚洲工厂、
亚洲购物者”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的出现，该地区正
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和增长再平衡，包括分析了几
个快速发展行业在部门层面取得的关键发展。第 4 

节讨论了数字经济对维持公平增长的一些影响。第 

5 节总结了关键要点和政策含义。 

 

关键驱动因素：保护主义、全球价值链转换、亚洲的崛起、新增长模式 
 

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将受到四个主要发展趋

势的影响。 

首先，贸易紧张局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继

续对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扩张施加影响。全球金

融危机（GFC）、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导致

的世界经济增长中断，使世界贸易停滞不前。这些

危机向发达经济体传达了一条痛苦的信息，那就是

它们无法逃避全球金融市场的约束。除了对金融过

度行为的指责之外，欧美国家还将注意力转向了全

球化带来的影响——具体地说，当事情出现问题时，

谁获得了好处，谁付出了代价。 

当前的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将持续反复，但在迄

今仍然作为自由贸易倡导者的发达经济体中，对全

球化的抵制声音仍然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主导者和

触发点将不断转换。尽管新的贸易关系正在形成，

旧的贸易关系亦正在重新谈判，但全球贸易紧张局

势似乎正趋于“    常态化”。据估计，中美贸易冲突已经

导致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减少了约 0.5 个百分点。 

 
 
 
 
 

 

本章由Foo Suan Yong先生（主持编写）、Marthe Hinojales女士、Vanne Khut女士和Trung Thanh Vu 编写。Sanling 

Lam先生（AMRO顾问）对该章节提出宝贵建议。 
1由这些国家领导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重要国际机构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决定国际贸易的发 

展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华盛顿共识》还建议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EME）结构性改革（这些新兴市场经

济体将在发达经济体的援助下，应对全球经济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动荡所造成的压力），包括那些会导致或伴随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负面情绪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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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包括第四次工业革
命和服务业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2018 年）， 

将改变当前的全球价值链。新技术将重新定义生产 

（创造价值）和消费的意义，甚至这种交换发生的

方式和形式。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描述了线性的、连

续的经济活动（形成一个“链条”，包含上游和下游过

程），这些活动具有独特性和地点特异性。未来，

新经济中的价值创造和交付可能成为全球价值网络

（GVN）中的一环。 

这些全新的全球价值网络不仅涵盖了贸易统计

数据中记录的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它们还囊括

了海量数字信息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即时转

移。如果服务在贸易统计数据中被低估（G24， 

2019 年），那么数据流和数字服务的情况则更是如

此。全球价值网络内的联系非常复杂，而且它们会

迅速发展并产生新的联系，以响应突然涌现的创意、

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技术或政策障碍。这解释了为

什么针对新经济产业的贸易限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充其量只能在被规避之前暂时发挥作用。换言之，

市场力量将继续推动全球价值网络的发展， 各国，

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EME）需要找到在这些 全

球价值网络中保持竞争力并蓬勃发展的方法。 

第三，全球经济活动的重心（包括供给和需求

两个方面）将继续向亚洲转移。自 2001 年 12 月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发

展，实力不容小觑，并成功将其他亚洲国家纳入其
供应链（AMRO，2018a）。因此，区域收入和需
求实现增长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让世界感到意外
的是中国和该地区的增长速度和程度，以及它们是

如何在过去十年中释放并重塑对商品和服务的最终
需求。2该地区不再像 2000 年之前的几十年那样， 

只面向西方发达经济体生产供其最终消费和投资的

产品。 

该地区拥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全球增速最

快的中产阶级，已成为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最终消

费地，其中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消费品和服务。不

仅如此，中国对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推

高了商品价格，并有力推动了大宗商品生产经济体

的发展。 

由于亚洲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达到与其对世

界生产的贡献旗鼓相当的水平，全球化越来越倚重 

“亚洲工厂”和“亚洲购物者”的支持。随着西方市场需求
逐步放缓并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深化东盟与中日韩

区域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既是一项战略举措，也是
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体现。 

第四，随着数字技术和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破坏、

转变并动摇全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

优势和增长前景，新的增长模式将登场。 

过去，全球化意味着北半球发达经济体向南半

球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资本（和资本密集型商品）以

及技术，以换取进口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消费品 

——这对双方都有利。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低技能劳
动力涌入工厂，这些国家也因此实现了就业率和工
资水平的提升，而发达经济体则坐享更丰厚的海外
资本回报、更充裕的高薪熟练技工以及更廉价的消
费品。赫克歇尔－ 俄林贸易模型（ 简称“H-O 模型”）
表明，各国专门生产他们享有相对要素优势的商品，
从而巩固了南北鸿沟。 

新技术和创新允许并迫使各国（以及各国内部

和国家之间的经济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形成新

的比较优势。中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

子。它展示了一个大国的某些行业或企业如何在其

他领域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的情况下建立全球竞争力。 

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地区内部国家在地域、
人口、资源禀赋和技术发展方面存在差异——遵循
有序的线性趋势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比较优势 

H-O 模型中，雁行模式（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 

20  世纪 60 年代推广）描述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的国家如何通过在技术层面追赶先进经济体并获
取其生产结构（和比较优势），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以日本为首的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
和香港）在上世纪 60-70  年代迎来了第二波经济浪
潮。紧随其后的是 70-80 年代的东盟四国（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80-90 年代的
中国，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的 

CLMV（  柬 埔 寨 、  老 挝 、  缅 甸 和 越 南 ） 

（ AMRO ，2018b）。 

 
 
 
 
 
 

 

2例如，参见Michael  Spence在《年轻时我从未预料到的事》（What  my  young  Self  Never  Expected）一书中的反思。 

《报业辛迪加》，2020年1月3日。Spence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是他一生中遇到的 “最大的意外”；事实上，“第三世界” 

一词打破了一种信念，即欠发达是一种半永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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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大陆型经济体，中国

拥有庞大的人口、30 多个省份，以及丰富多样的人

力和自然资源。中国已经在许多产品上实现领先并
拥有完整价值链（ 从尖端技术到低成本大规模

生产）。籍此，中国打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现状。

换言之，比较优势 H-O 模型在中国国内（及其不同
地区）的应用，与其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应用是一样

的。目前，中国人均 GDP 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以成本为基础的出口型制造业仍将是其保持增长和
创造就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速

度和模式意味着其近年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尽管中国并非有意为之）。中国主要

通过它在整个地区建立的生产和供应链网络（这些

网络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初步成型）来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这些发展最终促使中国必须采取更加积

极的战略，以与该地区实现更广泛、更平衡的经济

一体化，其中包括建立多轨生产结构、提高国内消

费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发展服务业（Khor  和 Tan， 

2006 年）。 

图 2.1. 排名前20的经济体：国内研发支出总额 

（按当前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产品和服务——从智能手
机和人工智能（AI）家电到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支
付系统——在技术上逐渐接近前沿水平。中国决心
再接再厉，目前在研发（R&D）支出（图  2.1）和
网购渗透率（图  2.2）、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全
球顶级企业的数量、和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市场份
额方面均已跻身全球前三。AMRO 的预测表明，尽
管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和生产
力提高的有力推动下，  到  2035  年（ AMRO ， 

2018a），中国可以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图 

2.3）。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注：蓝色字体国家是10+3成员经济体。 

图 2.2. 网购渗透率最高的市场 

（占上网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Statista。 

注：数据截至2017年第二季度。蓝色字体国家是10+3成员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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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的GDP和贸易绩效 

资料来源：国家政府部门；AMRO计算。 

II. “亚洲工厂”的崛起：利用比较优势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纷纷在实现经济繁荣的过

程中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出于需要和设计，这

些经济体走上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发展道路——

利用比较优势并不断向经济价值链上游移动。但是，

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

融危机（AFC）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无限制借贷的

风险。同时，这场危机也说明，尽管该地区对全球

竞争、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但是区域内经济体仍

然需要加强宏观经济基本面、改善治理和监管框架、

建立政策和金融缓冲并发展和深化金融市场，以实

现更平衡的增长。正是得益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吸

取到的经验教训，使得这些国家在十年后的全球金

融危机中得以占据有利地位。即使由于外部需求疲

软，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不得不对经济实现再平衡，

这些国家仍然坚持走全球化的道路。 

 

 
该地区下一阶段的增长将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

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进行。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

济体仍可选择继续沿着制造业价值链向上游发展。

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数字技术和新经济将会为创

造新产品和服务以及接入全球网络提供新的选择和

机会（毕马威，2018年）。总而言之，所有经济体

的增长路径都将变得更加非线性，同时也更加难以

预测。 

中国人均GDP，千美元  中国GDP占世界GDP的百分比中

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百分比 

  挑战    机遇  

• 人口老龄化 

• 高企业债务和财务杠杆 

• 区域差异和收入不平等 

• 外部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 

• 新经济不断增长 

• “一带一路”倡议 

• 本土私营企业崛起 

• 城镇化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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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供应链的发展：基于李嘉图理论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东盟与中
日韩经济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都遵循了比较优势 H-O 模型的原则。随着各国在技
能和技术上的提升，它们的生产和出口结构——以
及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逐渐向高附加值
（VA）活动转移。与此同时，掌握基础技能和技术
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涉足工业生产，并在价值
链的底部占据了一席之地。 

早些年， 来自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ADB）等多边开发银行、双边援助国以及日本和

欧美跨国公司（MNC）的外国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
长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融资的关键。随着东盟与

中日韩经济体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并向价值链上游移

动，该地区的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对缩小资金缺口
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在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日本和欧美
国家通过对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推
动了该地区的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日本于上
世纪 50 年代迅速实现经济恢复并开始走上工业化 

道路。到 80 年代初期，日本已成为制造业强国， 

其经常账户持续保持盈余状态。韩国、中国台湾省、

香港和新加坡从低成本服装和鞋类制造起步， 随后

快速向高附加值消费电子、半导体、船舶和汽车产
品出口升级，并从 90 年代开始实现经常账户盈余。 

东盟四国经济体拥有低生产力农业和自然资源

基础，热衷于向出口型制造业转型，以便为不断扩

大的劳动力队伍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从人口红利中

获益，促进增长，而他们缺乏的是资本、专业知识

和市场。 

在 H-O（要素禀赋）模型背景下，日本和西方

发达经济体拥有相对丰裕的资本和技术，而亚洲大
部分经济体则拥有丰裕且成本较低的（非熟练或半

熟练）劳动力。贸易和投资是互利行为。对于日本
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而言，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能够实
现更高的储蓄回报和制造技术溢价。对于东盟国家

而言，来自日本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

帮助它们弥补了经常账户赤字、创造了制造业就业

机会，并提高了工人的收入。 

日元在 1985 年《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这

进一步促使日本将生产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部分

转移到国外，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东盟邻

国，以保持制造业竞争力。日本制造商通过此举降

低了总体生产成本并保持竞争力。日本跨国公司将

生产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外包至国外以优化整体生产

成本的举措，导致了亚洲生产价值链的碎片化，同

时也促成了区域供应链的发展。 

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自
此，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上多了一个重量级参与者。
在改革开放政策早期，中国在国际贸易和生产方面

实现了基于传统 H-O 模型的自然发展，并从全球化
中获益匪浅。中国当时拥有 7 亿多劳动力，在纺

织、服装、低端消费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资本和新技术有着旺
盛需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仍处于贫

困之中，国内市场无法吸收消化制造业的产出，因

此实施“出口型制造业”增长战略符合中国当时的国 情。 

对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中国能够为

它们的 FDI 和全球生产网络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H-O 模型将中国的劳动力与日本和西方资本与技术
结合起来，以生产低成本消费品，而国际贸易则为
此提供了市场，并给劳资双方带来了收益。 

虽然东盟四国至今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首选

生产地，但考虑到中国在劳动力方面拥有近乎压倒

性的比较优势，如果东盟四国打算继续坚持“出口型

制造业”增长战略，那么它们就必须提升价值链。在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熟悉且易于理解的商业环境方面，

东盟四国比中国起步要早，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比

中国具有优势。随着中国进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东盟四国经济体不得不向生产价值链上游转移，并

吸引对更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例如汽

车装配、半导体、磁盘驱动器、电视和高端消费类

电子产品。 

发展水平更高的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当前的高

收入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早早放弃了低成本劳

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转而追求和培育技能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和服务方面的比较优势，这无疑是一个

明智之举。这类产业和服务包括手机、汽车、造船、

机器人以及商业和金融服务等。根据 H-O 模型，这

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以及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

的理想位置与欧美经济体并无二致。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一样，它们也开始通过将生产价值链中

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外包给拥有更加丰裕生产力的东

盟经济体和其他国家，以实现优化生产成本结构的

目标。例如， 香港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将其制造

生产全部外包给了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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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电子和磁盘驱动器业务被马来西亚和

越南抢走。韩国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后期，将其手机

和电视装配业务转移至越南。近年来，中国亦开始

将服装产业转移至 CLMV 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CLMV 国家于上世纪 90 年代加入东盟，成为

继中国之后的又一大廉价劳动力来源。目前，  

CLMV 国家利用自身在部分利基产业（例如服装和

鞋类）中新发现的比较优势，参与区域生产网络。 

这些产业因为中国的撤出而暂时出现缺口。这种雁

行形态预计将保持一段时间，但不会太久。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中国从低成本制造业向技

能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的发展，打破了比较优

势“线性”演变规律。根据雁行模型，中国在劳动力 方

面的巨大优势应会推动（或迫使）其他经济体向价

值链上游移动，并且技术领先经济体将在这一驱动

力的作用下进一步开展创新。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

育的熟练劳动力将进入专业高附加值服务业，而制

造业出口商将推进生产流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以

保持竞争力。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会充当雁尾

的角色。 

图 2.4. 雁行形态与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以

及其在劳动力方面拥有的绝对优势，导致劳动力成

本在制造业生产中的占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某

些情况下，这一比例甚至下降到个位数水平，而大

部分增加值则依靠上游（研发和设计）和下游（营

销、销售和服务）活动创造。3如果中国要在技术上

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并提高整个国家的劳动生产

率和工资水平，那么仅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的

发展战略对于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 

创业和创新精神、勤奋工作、纪律和学习的结

合，使中国在一些高科技行业接近于技术领先水平。 

在开始技术追赶的同时，中国也仍然维持着其

在传统制造业上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因此，深圳、

杭州等部分省市已经在某些行业的生产价值链中取

得“ 领头雁” 的地位，而其他省份，尤其是内陆省份，

则作为“雁身”紧随其后（图 2.4）。 

 

 
资料来源：AMRO工作人员。

注：GVC = 全球价值链。 

 
 

 

3 例如，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5 年）。20世纪90年代对芭比娃娃和苹果手机等高端品牌消费品的全球价值链
研究表明，中国在总增加值中所占比重约为3.5%至4%，而大头则来自于熟练工工资、管理人员薪酬以及包含在国外增加
值 中的利润（超过95%）。近期的案例研究表明，劳动力在总生产成本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例如，2011  年中国橡胶轮胎
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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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国和香港： 快速工业化 

中国：现象级增长，从劳动密集型（20世纪80年代）开始， 

逐步向全球价值链（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过渡，并 

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21世纪10年代）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东盟四国）：继续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柬

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CLMV）： 

前景乐观的后起之秀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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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技术和技能升级与结构性变化

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开始，新经济势头强 

劲，制造业仍然是推动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增长和就业的主要 

引擎（图  2.5）。跨国公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有大量文献记载了跨国公司为了利用东盟与中
日韩经济体不断转变的比较优势而在外国直接投资
的地理分布 方 面 发 挥的 作 用 ， 其 中 就包括 

Markusen（1983 年）开发的模型。该模型的框架是
对 H-O 模型的补充，强调了跨国公司通过在不同国
家进行投资和生产以利用各国比较优势来降低成本
和优化产出（图 

2.6 和 2.7）。 

图 2.5.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指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国家政府部门；世界银行；AMRO计算。 

注：中国和缅甸的增加值数据分别是 2004 年和 2001 年的数据。香港和日本的最新数据点是 2017 年。香港的就业数据尚 

未公布。老挝最新的就业数据点是 2017  年。缅甸的就业数据点为 2015  年、2017  年和 2018  年，文莱的就业数据点为 

2001 年、2014 年和 2017 年。新加坡的就业数据始于 2001 年。中国的就业数据是指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
比。BN = 文莱达鲁萨兰国；CLMV =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HK = 中国香港；ID = 印度尼西
亚；JP = 日本；KH = 柬埔寨；KR = 韩国；LA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MM = 缅甸；MY = 马来西亚；MX = 墨西哥； PH = 菲律宾；SG = 新加坡；TH = 泰国；US = 美国；VN = 越南。 

图 2.6. 东盟与中日韩主要经济体：FDI流入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AMRO计算。注：KH 

= 柬埔寨；FDI = 外国直接投资；ID = 印度尼西亚；LA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MM = 缅甸；MY = 马来西亚；PH = 菲律宾；TH = 泰国； 

和VN = 越南。 

图 2.7. 主要经济体：2019年月薪比较 

（美元） 
马来西亚 

泰国

柬埔寨

中国 

巴基斯坦 

越南

老挝菲

律宾 

印度尼西亚 

缅甸

孟加拉国 

印度

斯里兰卡 

 
最高 最低  

资料来源：由柬埔寨劳工及职业培训部根据xe.com提供的 

2019年1月1日汇率编制。 

注：越南不同地区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地区I（190美

元）、地区II（168美元）、地区III（148美元）和地区IV（ 

133美元）。柬埔寨的最低工资是指服装业的工资。 

    

 

（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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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经验表明，面对不断转变的比较优势， 

泰国制造业出口是如何通过升级并进一步融入区域

生产网络来保持韧性的（AMRO，2019b）。泰国

是日本跨国公司对外 FDI 的早期受益者。随着日本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日本中小企业（SME）的海

外投资，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深化。在泰国运

营的日本工厂逐渐增加了从泰国的当地公司以及日

企子公司的采购份额。与此同时，泰国企业经过发

展，不再满足于充当日本跨国公司国内零部件供应

商的角色。他们开始积极寻找机会，试图接入在中

国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新生产网络，例如向重庆和成

都的制造商供应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部件。马来西亚

与泰国的情况类似。英特尔、贝朗医疗、欧司朗等

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当地催生了一批本地供应商。

经过发展，他们逐渐从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向负责

履行研发和营销职能的地区总部过渡，以便为企业

在该地区的生产和分销提供支持。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采取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出

口型制造业”增长战略。与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这
两个经济体从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开始实施工

业化战略，并吸引了来自日本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
跨国公司的 FDI。但是，在 70-80 年代期间，菲律

宾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在这一重
大因素的制约下，菲律宾向价值链上游的移动受
阻。与此同时，受到国外高薪工作的吸引，大量菲
律宾工作者纷纷前往海外务工。受此影响，菲律宾

的制造业始终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然而，到了本世
纪初期，菲律宾凭借受过相对良好教育、懂英语的
劳动力，开始吸引业务流程外包（BPO）行业的 

FDI。至此之后， 这一行业在菲律宾群岛遍地开花，

为当地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BPO 是一个对技能要求相对较高的服务行业， 从

业人员大多具有大学文凭。因此，该行业的强势发

展代表了菲律宾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提升。印度尼西

亚是一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经济体。尽管印度

尼西亚的制造业继续增长，但其发展重点已从制造

业出口转向迎合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 

（亚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2019 年），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开

始转向商品部门（该部门在本世纪初期实现快速增

长并享受到价格大涨带来的切实利益）。 

造福东盟四国的传统“出口型制造业”增长战略将
继续适用于 CLMV 经济体。随着 CLMV 经济体在农
业和自然资源领域之外寻求多元化发展，并利用吸
引到的 FDI 和技术转让为本国人民创造高薪制造业
工作岗位，农业部门在 GDP 中的占比呈不断下降
趋势（图 2.8）。但是，与东盟四国相比，制造业
对推动这些后进国的 GDP  和就业增长的贡献 

越南在吸引 FDI（尤其是来自韩国和日本的 

FDI ） 方面非常成功， 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在 

CLMV 国家中处于领先位置，实现了从以服装为主

的生产结构5向围绕电子产品和汽车装配的多元化生

产结构的转型。服装制造业是柬埔寨的支柱产业， 

产值占该国 GDP 的 10%以上，就业人数占制造业

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6老挝的制造业包括服装和

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缅甸已经着手实施了一项工

业化发展计划，以吸引纺织和服装、食品和基础电

子设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FDI（缅甸欧洲商会， 

2019 年）。该计划目前正在扎实推进中——2018 

年，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产值约占缅甸 GDP 

的三分之一。越南（图 2.9）及其他 CLMV 国家的
单位劳动力成本预计将低于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 

这使他们在从服装产业转向其他劳动密集型消

费品制造业发展时占据优势（图 2.10）。换言之， 

CLMV 经济体利用成本相对低廉但技能不断提高的

劳动力推动自身经济增长（图 2.7 和 2.11）。 

随着这些经济体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技术

和技能升级为它们带来了生产结构的转变（从农业

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并提高了生产力。由于这

些经济体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技术的发展，以及收

入的增加，农业的占比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下

降。与此同时，伴随这些经济体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并进一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其服务业的规模也

将持续扩大。 

菲律宾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随着经

济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生产率显著提高。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菲律宾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远超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过去的 3 年中—

—大部分的增长是由部门间生产率提高驱动的，而

不是由部门内部生产力提高驱动的（专栏 2.1）。

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菲律宾成功缩小了与区域

内其他邻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上的差距。如

果政府和私营部门能够解决长期以来所面临的挑战，

例如许多来自农业部门的工人并没有转向生产率更

高的行业而是从事建筑、服务等低收入工作， 以及

大量熟练工人继续向薪酬待遇更高的高收入国家转

移，那么菲律宾还将能够进一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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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小、其作用时间也更短。4
 

 
 
 
 
 
 
 
 
 
 
 
 
 
 
 
 
 
 
 
 
 
 
 
 
 
 
 
 
 
 
 
 
 
 
 
 
 
 
 
 
 
 
 
 
 
 
 
 
 
 
 
 
 
 
 

5 服装行业是指纺织品、服装、鞋类和旅游商品。 

6 资料来源：国家政府部门；AMRO计算。 
4 参见ARE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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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东盟与中日韩：各部门GDP占比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群体 

高收入国家  

注：缅甸制造业的最新数据点是2017年。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BN = 文莱达鲁萨兰国；CLMV = 柬埔寨、老挝、缅
甸和越南；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HK = 中国香港；ID = 印度尼西亚；JP = 日本；KH = 柬埔寨；KR = 韩国；LA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MM = 

缅甸；MY = 马来西亚；PH = 菲律宾；SG = 新加坡；TH = 泰国；VN = 越南。 

图 2.9. 中国、越南和墨西哥：单位劳动成本 

（美元） 
 

 
资料来源：Statista。 

注：数据是指每小时成本，以美元计算。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MX = 

墨西哥；VN = 越南。 

图 2.10.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制成品出口 

（按组成部分划分） 

（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WITS）；AMRO计算。 

注：服装产品数据是产品代码61、65、83、84和85（WITS）之和。 

CLMV =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 

图 2.11. 东盟与中日韩：职业培训质量、易于雇佣熟练员工和毕业生技能组合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注：无法获得缅甸的数据。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BN = 文莱达鲁萨兰国；CLMV =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缅甸和越南； 

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HK = 中国香港；ID = 印度尼西亚；JP = 日本；KH = 柬埔寨；KR = 韩国；LA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MY = 马来西亚； 

PH = 菲律宾；SG = 新加坡；TH = 泰国；VN = 越南。 

    低  

    高  

    

职业培训质量  毕业生技能组合    

服装产品 
非金属矿物制造

摄影器材/时钟 

有色金属 
钢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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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以及整体经济的影响 
 

除了创新外，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一些关键技术

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也将为提高制造业生产力提供动
力。这些技术包括：（1）数据、区块链、计算能

力和连接性；（2）分析和情报；（3）人机交互； 

（ 4 ） 先进的生产方式（ 麦肯锡咨询公司，  

2019c）。例如，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将优
化机器的控制和维护，以及质量问题的识别和修复；
3D 打印缩短了关键零件的交付周期；需求预测和

库存跟踪有助于调整和定制制造速度。自动化、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趋势表明，尽

管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将继续增长，但机器和技术
对劳动力的替代很可能会导致制造业就业率进一步

下降（见图 2.5）。 

这些尖端技术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但前提是，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能够学会如何利用

（但未必需要有能力创造）这些尖端技术。事实上，

麦肯锡咨询公司（ 2019d） 的一项研究表明， 到 

2025 年，新技术对东盟经济体价值创造的影响可

能在 

2000 亿美元至 6000 亿美元之间（图 2.12）。 

目前，尽管所有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都认识到

在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中运用高新技术对增强本国

竞争力和生产力的重要性，但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部

门在这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事实上，东盟各国都

制定了自己的国家战略计划，以利用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数字技术来提高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竞争力，

从而向生产价值链上游移动（图 2.13）。 

例如，马来西亚的能源企业马来西亚国家石油

公司和印度尼西亚的采矿设备制造商 PT Trakindo 

Utama 公司已经开始对其业务进行数字化。两国还
积极推动发展利用数字技术的拼车和电子商务等数
字服务。 

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增
长战略，并通过及时的结构改革为该战略提供支持。
在其“国家工业 4.0 蓝图”、“国家物联网战略路线图”、
“数字自由贸易区倡议”，以及“电子商务战略路线图”等
政策的引导下，马来西亚为迎接“新经济” 做好了战略
准备。 

印度尼西亚关于在“印尼制造 4.0”项目下利用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的倡议包括重点发展目前

仍处于初始阶段的五个制造业部门，并进一步扩大

其范围。这五个工业部门涉及食品和饮料、纺织和

服装、汽车、化工和电子，彼此千差万别；而它们

的发展则需要各方齐心协力，通过应用新技术来提

高生产力、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以及出口竞争

力。 

菲律宾当局已经认识到 BPO 行业的许多工作

岗位，例如呼叫中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机器
人替代。因此，他们正在为向知识流程外包转型升

级做准备。在泰国，持续深化汽车等重点产业技术

能力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此外，泰国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例如利基旅

游业，该行业目前已经成为推动增长的一个关键驱

动因素。越南则继续依靠吸引来自韩国和日本等发

达经济体的 FDI 来推动制造业向前发展，从而为本

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重要驱动力。这一战略亦符

合基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主

流政策思想（世界经济论坛，2018  年）。 

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衡量指标表明，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经济为中国和其他东盟与中日
韩经济体提供了生产力溢价（亚洲开发银行，2019 

年）。技术采用率和数字收益的基数很低，并且传
统技术基础设施对大多数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束
缚作用相对较小。得益于强大的本土创业精神、大
规模研发投资和持续吸引 FDI 的能力，中国的创新

能力和数字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凭借这些，
中国得以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上与发达经济体

展开正面较量。2018 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约占世

界总量的一半，而美国的占比仅为 20%左右，排在
第二位。相比使用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衡量指标7得

出的结论，基于增加值出口额而非出口总额的显示
性比较优势衡量指标表明中国和其他东盟与中日韩

经济体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 图 2.14  和 2.15）。 

 
 
 
 
 
 

 
 

7   巴拉萨指数（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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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新技术可能对东盟经济体产生的经济影响 

资料来源：麦肯锡咨询公司（2019d）。

图 2.13. 主要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增长力

多元化 

 

资料来源：AMRO工作人员。 

注：BPO = 业务流程外包；KPO = 知识流程外包；VA = 增加值。 

 

 印度尼西亚通过开展“十个新巴厘”旅游目的地计划等举措、增

 

造部门，分别是食品和饮料、纺织

和服装、汽车、化工以及电子。这

五个部门的发展需要各方齐心协

力， 通过应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

力、满足国内需求的能力，以及出

 

 
除了努力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分工地位外，泰国还在大力

 

泰国的“工业4.0”战略采用双

管齐下的方法，一边紧抓全

球局势变化带来的机遇，另

一边最大限度地发挥泰国已

 

 

越南的发展重点是通过国内努力实现制造业升级

 

例如，韩国正在越南大力投资开发更先进的

制造业。凭借在基础设施、劳动力和成本等

方面的整体实力，越南已经成为开展此类制 
 

 

 

 

 

对于BPO/KPO而言，目标是从基础标准化产品制造向更先进、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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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2017年显性比较优势衡量指标

传统指数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Wang、Wei和Zhu（2018年）；AMRO计算。 

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某一国家在某一类商品或服务方面所具有的相对优势或劣势（以贸易流动为依据）。一个国家在某个部门产品

上具有高RCA，说明该国具备出口该部门产品的实力。一个国家在某一部门产品上的RCA值越高，其出口实力就越强。1 = 农业；2= 采矿及采石；3 

= 食品、饮料和烟草；4 = 纺织品；5= 皮革制品及鞋类；6 = 木材；7 = 纸浆及纸制品；8 = 焦炭及精炼石油制品；9 = 化学品；10 = 橡胶和塑料制

品；11 = 其他非金属矿物；12 = 基础金属及金属制品；13 = 机械；14 = 电气及光电设备； 

15 = 运输设备；16 = 制造业；17 = 公用事业；18 = 建设；19 = 汽车销售及修理；20 = 批发贸易；21 = 零售贸易；22 = 宾馆及餐厅；23 = 内陆运

输；24 = 水路运输；25 = 航空运输；26 = 其他运输；27 = 邮政和电信；28 = 金融中介；29 = 房地产业务；30 = 其他商业活动；31 = 公共行政管

理；32 = 教育；33 = 卫生保健与社会公益事业；34 = 其他社区工作；35 = 家庭服务业。 

图 2.15. 东盟与中日韩：比较优势 

（指数）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Wang、Wei和Zhu（2018年）；AMRO计算。 

注：NCRA = 增加值统计口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TRCA = 传统统计口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某一国家在某一

类商品或服务方面所具有的相对优势或劣势（以贸易流动为依据）。一个国家在某个部门产品上具有高RCA，说明该国具备出口该部门产品的实力。

一个国家在某一部门产品上的RCA值越高，其出口实力就越强。 

              

  中国    

   

 
              

  中国    

增加值统计口径显示性比 传统统计口径显示性比较 

较优势指数（NRCA） 优势指数（T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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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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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的增长模式：“亚洲工厂”和“亚洲购物者” 

技能升级和新技术的采用（结合李嘉图理论的

H-O 4.0 模型）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盟与中日

韩经济体能够不断增强竞争力并向制造业价值链上

游转移。这种发展模式使该地区受益匪浅，并将继

续适用于该地区的一些部门和一些国家。 

 
 
 
去全球化、增长再平衡与区域一体化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以来，欧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呈现新

的崛起态势（包括中美贸易出现紧张局势以及许多

政府采取政策遏制移民），这引发了对全球化逆转

或“去全球化”的猜测（图 2.16）。国际清算银行 

（BIS）承认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放缓，但坚持
认为全球化“并未倒退”。8就新兴市场而言，尽管贸
易全球化趋于平稳或略有下降，但是这些经济体对 

FDI 的开放程度仍在继续提高9，10（图2.17）。

图 2.16. 主要全球化指标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下一阶段增长的重点将是

为“亚洲购物者”量身打造新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对“亚
洲工厂” 进行升级，以便提高旧产品的供应效率、降

低旧产品的供应成本。供给侧因素和需求驱动因素

的结合将推动该地区发展成为更具活力的创新和
消费中心。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该地区首先必须克

服一系列挑战，包括那些影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流
动性、滞后的政策法规以及制约跨境自由贸易的障
碍等。 

 

 
正如东盟与中日韩成员经济体与部分贸易伙伴

之间的贸易量出现下滑所体现的那样（图 2.18），

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并不能

独善其身。尽管如此，这些经济体仍旧继续坚持对

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的发展战略。首先，区域内贸

易额在此期间有所提高。区域内贸易额在东盟与中

日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990 年的 32.7%上升到 

2000 年的 45.0%和 2018年的 46.6%（图 2.19）。

其次，关于出口对 GDP（增加值）的贡献的数据

表明，该地区正在努力实现增长再平衡。 

图 2.17. 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和金融开放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国际贸易预警组织；AMRO计算。

注：YoY =同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AMRO计算。 

注：RoW = 其他国家。 

 
 

8   国际清算银行（2017年）。 
9   国际清算银行（2018年）。 
10   国际清算银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香港、匈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

泰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贸易开放程度是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的总和。金融开放程度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

出存量的总和。这些比率使用未加权平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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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2010年与2018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

占GDP的比例变化 

（占GDP的百分比） 

图 2.19. 东盟与中日韩：货物贸易结构 

（占货物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AMRO计算。 

注：BN = 文莱达鲁萨兰国；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HK = 中国香港； 

JP = 日本；ID = 印度尼西亚；KH = 柬埔寨；KR = 韩国；LA = 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MM = 缅甸；MY = 马来西亚；PH = 菲律宾；SG = 新

加坡；TH = 泰国；VN = 越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AMRO计算。

注：RoW = 其他国家。 

 

采用进口调整法分析历年 GDP 组成部分及其

各自对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增长的贡献， 结果显示， 

自2005 年以来，该地区外需对 GDP 增长的净贡献

平均保持在 20%的水平11（图 2.20）。但是，该地

区不同经济体之间仍存在很大差异。 

在传统上依赖欧美出口市场的中国和东盟发展
中经济体，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

外需崩溃，政府不得不转向拉动内需来实现增长再
平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以促进国内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和刺激国内消费（图 2.21）。就中国、东盟四国和

越南而言，外需对 GDP 增长的贡献从 2005 年的 

27.4% 大幅下降到 2015  年的 19.4%（ 图2.22）。
12在此期间，中国、东盟四国和越南出口到区域外
的国内制成品的占比下降，而出口到区域内的国内

制成品的占比却显着提高（图 2.23  和2.24），这
也体现出经济增长从外需向内需倾斜。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  东盟对欧美的出口份额从37%下降到  

27%，而对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的出口份额却从 

35%上升到了 40%。 

在增长速度较慢、人口趋于老龄化并且消费市

场相对饱和的较成熟高收入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中，

2005年-2015年十年间外需对GDP 增长的贡献总体

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在韩国，2005年-2011年

出口占GDP 比重呈上升趋势，但2011 — 2015 年

（ 即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

这一数字开始有所下降。同样，在香港和新加坡这

两个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2005年—2015年外需

占 GDP 比重呈略微下降趋势， 但总体仍维持在较

高水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两个经济体的开放程

度（图 2.20）。 

三个重要因素将有助于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

新经济中建立竞争优势：区域日益增强经济连通性

和多样化；政府大力推行有利贸易和投资的政策；

以及长期保持经济韧性和适应性。随着全球化性质

的变化，供给侧因素和需求驱动因素的结合将推动

该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创新和消费

中心。 

 
 

 
 

11    参见AMRO（2019a）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的传统方法与进口调整方法的讨论，第1章，第8页。 

12  在外需贡献率方面，中国的下降尤其明显（从24.7%降至17.3%），而东盟四国和越南则略有下滑，从2005年的

35.9% 降至2015年的30.3%。 

 

东盟与中日韩 

全球 

区域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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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东盟与中日韩：GDP的构成（进口调整法）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AMRO计算。 

注：经合组织投入产出表仅提供2005年至2015年的数据。无法获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数据。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和泰国；BN = 文莱达鲁萨兰国；CLMV =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HK = 中国香港；ID = 印度尼西亚；JP = 日本； KH 

= 柬埔寨；KR = 韩国；MY = 马来西亚；PH = 菲律宾；SG = 新加坡；TH = 泰国；VN = 越南。 

图 2.21.  东盟四国、中国和越南：GDP增长的驱动因素（进口调整法） 

（百分点）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MRO计算。 

注：经合组织投入产出表仅提供2005年至2015年的数据。因此，2016年至2019年各组成部分的估值是根据2015年的份额估算得出的。实际GDP    

增长是实际数据。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图 2.22.  东盟四国、中国和越南：GDP组成部分份额（进口调整法）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MRO计算。 

注：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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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东盟四国、中国和越南：国内制成品的国

内需求和出口份额 

（占总产出的百分比） 

图 2.24. 东盟：增加值出口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MRO计算。 

注：由于数据限制，东盟的增加值出口不包括老挝民主共和国和缅甸。 

EU = 欧盟。US = 美国；RoW = 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MRO计算。 

注：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亚洲工厂”：区域内生产和贸易网络不断深化 

“亚洲工厂”体现出该地区在生产方面所具备的比

较优势，而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和区域价值网络
中扮演的角色对此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东盟与

中日韩国家制成品出口总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占
比从 

1990 年的不到 15%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36.4%。
该地区的生产（和价值）网络亦变得越来越错综复
杂。亚洲开发银行和 AMRO 的估测表明，从 2000

年到 2017 年，所有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生产阶段
（从初级投入到最终产品）数量都有所增加（图 

2.25）。在 2000 年至 2017 年间，中国的中间阶段
数量 

平均增加了 10.3%。中国以其高度集成的供应链和

难以匹敌的生产生态系统而闻名，并且聚集了大量
的低、中、高价值产品制造商。即便如此，出于整

体效率考虑，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低端劳动密集型活
动被外包或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 CLMV 经济体，
从而拉长了整个供应链。从本世纪初期开始， 该地

区商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从 82.4%略微下降至 

81.8%左右（图 2.26）。 

图 2.25. 全球价值链中的平均生产长度 

（阶段数量） 

 

 
该地区生产阶段数量的增加也与东盟与中日韩

地区进口结构从最终产品向中间产品的转变相一致。

该地区的中间产品在世界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也已经

远远超过了其最终产品在世界进口总额中的占比

（ 图 

2.27）。 

“ 亚洲工厂” 越来越像一个服务中心， 通过研发、

产品设计和定制服务体验等方式，更深入地参与到

价值创造的过程当中。随着技术能力和技能水平的

提高，数字经济为该地区提供了新的价值主张，而

这些价值主张有助于该地区发挥其竞争优势。中国

在全球服务网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AMRO 使用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表对服务出口的
互联性进行估测，结果表明，自 2000 年以来，中

国的权重及其融入全球服务网络的程度均显著提高。
在服务出口方面，中国与东盟与中日韩其他经济体
（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与美国的一体化程度

均有所加深（图 2.28）。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AMRO计算。 

注：生产长度是根据从一个部门的初级投入到另一个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的生产阶段的平均数量来衡量的（可能在同一国家内，也可能涉及另一个国
家）。BN = 文莱达鲁萨兰国；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HK = 中国香港；ID = 印度尼西亚；JP = 日本；KH = 柬埔寨；KR = 韩国；LA = 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MY = 马来西亚；PH = 菲律宾；SG = 新加坡；TH = 泰国；VN = 越南。 

 

 

  投资    

欧 盟   美 国  其他国家  东盟与中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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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东盟与中日韩：货物出口增加值 

（占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图 2.27. 东盟与中日韩：进口量（按用途划分） 

（占世界产品类别进口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AMRO计算。 

注：ASEAN-4 =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BN = 文莱达

鲁萨兰国；CLMV =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 

HK = 中国香港；ID = 印度尼西亚；JP = 日本；KH = 柬埔寨；KR = 韩

国；LA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MY = 马来西亚；PH = 菲律宾；REG 

= 本地区；SG = 新加坡；TH = 泰国；VN = 越南。 

 

泰国的汽车工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
东盟国家是如何通过技术和能力升级增强 “亚洲工
厂”整体竞争力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壮大，泰国
首先凭借其低廉的劳动力吸引了来自日本制造商的 

FDI。之后，那些技能水平更高、适应能力更强的

劳动者开始学习和吸收日本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多

的泰国本土企业建立起汽车零部件和元器件的制造

能力；泰国也逐渐在广阔的汽车生态系统中深化自

身的产能。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Wang、Wei和Zhu   （2017年）；AMRO计

算。 

 
 

 
目前，泰国的汽车工业正准备全面向“新经济”生产 模
式过渡——包括提供几乎涵盖所有汽车元器件和生

产阶段的服务。此举非常及时，因为现代汽车价值
链的服务范围日益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元器件和

生产阶段。AMRO工作人员对东盟经济体汽车服务
出口的估算表明，泰国已成为东盟地区最重要的汽

车服务中心，泰国汽车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几乎
是东盟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鉴于泰国汽车工业目
前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汽车工业保持紧密联系 

，因此未来有望建立一个更为庞大的（次）区域生

产网络（专栏2.2）。 

图 2.28. 中国融入全球服务出口价值网络 2000年 2018年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MRO计算。 

注：节点大小代表经济体在价值链中的权度。节点颜色代表经济体所属的社区。使用Blondel等人2008年概述的方法检测社区。箭头粗细根据服务出

口增加值贸易量调整。服务包括所有商业和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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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购物者：从贫穷到富有 

如前一节所述，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已成功地

利用制造业出口战略实现工业化，并且转向生产价

值链上游和收入阶梯的上层。大部分国家都是从贫

困的农业经济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当时的年人均收

入在 200-500  美元之间。自此，它们已成长为中等 

收入至高收入经济体（图 2.29）。从 20  世纪 60- 

70 年代开始工业化的第一波经济体（韩国、中国台
湾省、新加坡、香港），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
行列。人均收入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 400-1800 

美元上升到 2018  年的 3-6 万美元。东盟地区的第
二波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工业化，并成为人均收入在 

3500美元至 10500 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
国在80-90   年代紧随其后，发展迅速，人均收入已
经达到 1 万美元。CLMV 国家起步较晚，在 20 世纪 

90年代至 21  世纪头十年，它们也一直在追赶。这
些国家的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目前处于 1,300  美元
至2,500 美元的中低收入范围（图 2.29）。东盟与
中日韩国家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 1970 年
的11.7%上升到 2018 年的 27.4%。 

图2.29  人均国民总收入，图谱法 

（美元） 

 
这种显著的追赶式增长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到 

2030 年，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将推动全球中产阶级支
出增加约一半（AMRO, 2018b），其中大部分来自
中国日益富裕的家庭（图 2.30）。事实上，在 

2010 年至 2017 年期间，中国消费者支出占全球家
庭消费增长的 31%。数据和调查结果（麦肯锡公
司，2019b, 2020）表明，无论是新进入中产阶级
行列的人，还是那些在中产阶级内部不断上升的
人，他们的消费支出都在逐年大幅增加。 

举一个典型例子，2019 年双十一所有平台的在

线销售总额创历史纪录，达到 4100  亿元人民币 

（593 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了 31%，而美国
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在线销售额为 74 亿美元，本身
就创下了纪录。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对奢侈品的需 

求预计将在未来 5 年内翻一番，从大约 7700 亿元 

人民币到 1.23  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市场的 40% 

左右（图 2.31）。 

 

 
来源：世界银行 

图2.30  中国：城市人口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百万） 

来源：麦肯锡公司（2019g）；和AMRO人员

注：K=千人民币 

亚洲金融 全球金融 
危机  

亚洲金融 全球金 
危机  

亚洲金融 全球金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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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   富裕  大众富裕 上层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2018年实际收入 单位：人民币）  

上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口 

（总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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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奢侈品消费 

（十亿人民币） 
 

来源：麦肯锡公司（2019g） 

迈向新的增长模式——亚洲工厂服务亚洲购物者 

亚洲工厂专注于优化整个地区的生产，而数字

经济通过扩大和定制商品和服务，以满足日益挑剔

的消费者的需求，为亚洲购物者创造价值。其中， 

服务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增长策略，其基

础是以新的不同体验来分析、塑造和吸引亚洲购物

者。一个主要的例子是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区域内

的需求推动该行业成为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和越

南在内的几个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旅游部门（专栏 2.3）也很好地说明了在新经济中，

如何通过将定制服务与实体产品捆绑在一起，以适

应“微观-精细”的偏好，从而日益实现产品差异化。

该区域的收入迅速增长，许多国家的旅游业不发达，

若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急剧增加，这些因素都显

示出区域内旅游业起飞的高度潜力。这对增长和就

业的益处很大，因为研究已强调了旅游业与其他经

济部门之间的广泛联系。 

为促进旅游业发展，《2016-2026 年东盟旅游
战略计划》视图在之前的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的
基础上，解决以下几个领域的问题：单一目的地营
销、质量标准、人力资源开发、互联互通、投资、
社区参与、安全保障、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2025 

年的目标是现实可行的，GDP 贡献率从 12%提高
到 15%，就业比重从 3.7%提高到 7%，国际游客人
均消费从 877 美元提高到 1500 美元。 

更广泛地说，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全球服务

贸易中所占份额从 2000 年的 13.0%上升至 2018 年
的 16.4%（图 2.32）。对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出口

集中度指数的估计表明，该区域贸易货物的产品分

化程度仍然低于发达经济体（图 2.33）。传统上以
面向该地区以外出口市场的大规模生产为目标的商

业模式，不断发展为满足该地区内部对定制化程度
更高的产品需求的模式后，这种差距将会缩小。 

 

 
新经济所要求的以客户为中心、以用户为导向

的方法，以及个性化的服务，将日益受到亚洲消费

者的最终需求及其文化偏好的影响并被其重塑。在

全球价值网络的背景下，随着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

即使生产阶段的数量增加，第一阶段生产和最终用

途消费之间的地理距离也会缩短。 

亚洲工厂在物质和文化上日益接近亚洲购物者，

贸易和投资的友好政策，以及经济弹性和适应性的

历史，是帮助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新经济中发展

竞争优势的三个关键因素。 

“亚洲工厂服务于亚洲购物者”的新增长模式还包
括某些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前者的生产能力能够满
足后者被压抑的需求。这是一个关于亚洲工厂升级
及其带来的收入增长如何直接增强了该地区作为亚
洲购物者从内部产生需求的能力的故事。其中一个
很好的例子是物流部门，它：（1）迅速适应了准
时生产和交货的需要；（2）正处于利用新技术和
大数据为物流公司提供定制服务的前沿，以使制造
商和零售商直达终端消费者；（3）已体验到随之
而来的生产力提高，为该部门工人的健康工资增长
创造了反馈的潜力（专栏 2.4）。物流部门将在“新
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实现准时生产和货物交付。
全球制造业已从 2000 年的约 6.1 万亿美元大规模 

扩张至 2018 年的约 13.2 万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受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不
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需求的推动。此外，根据麦肯锡
公司（2017）的估计，全球电子商务在过去十年中
显著增长，从 2005 年的 4950 亿美元扩大到 2016 

年的 19,150 亿美元。传统的物流价值链并非高度自

动化的，但新技术正在创造自动化和生产率提高的

潜力。认识到这一潜力，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菲

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其物流部

门。 

2020-2025年复合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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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东盟与中日韩：服务贸易 

（占世界服务贸易的百分比） 

图2.33产品差异化程度：出口 

（指数）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零工经济：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潜在资源创造价值  

零工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产物，通过挖掘之前未 

发现、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技能、时间和实物资
产，创造价值并促进增长（专栏 2.5）。零工经济

催生了一个由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承包商组成的生态
系统——从软件代码编写者和网络开发者，到拼车
和送餐司机——这些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的状
态，通过将这些（商业或私人）资源的所有者与他

们（临时）使用的需求相匹配，促进了住宅和办公

空间、汽车、衣服和家居用品的共享。 

2018 年，中国的共享经济规模超过 4000 亿

美元，并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约车公司 Gojek  

和 Grab 预计为印尼 GDP 增加了 66 亿美元

（Ramizo, 2019）。Airbnb、按需驾驶（on-

demand driving） 和其他零工经济工作为该地区的

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将非正规部门

货币化，并往往能避免失业。WeWork 不仅帮助重

新定义了联合办公的趋势，还帮助重新定义了房地

产前景——通过将其购买（或租用）的房地产转变

为更小的、可共享的区域，初创企业和较小的企业

能够利用共享办公空间和设备带来的更低的租金。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注： 集中度指数衡量的是少数产品组占很大份额出口量的程度。当一个经
济体只出口一组产品时，该指数的值为1，当所有产品组的代表相等时，
该指数的值为0。 

 
 
 

零工经济带来了挑战，需要东盟与中日韩政策

制定者解决两点：妨碍公司和工人获得充足利益的

政策或监管缺口；零工经济工作对工人福利和社会

结构的负面影响。在零工经济中，进入门槛低、就

业层级扁平化，阻碍了技能的提升， 工人可能无法

获得全职员工享有的保障和综合福利 

——最低工资、健康福利和保险覆盖。 

零工经济对未来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允许

企业满足不稳定或不可预测的额外劳动力需求， 而

无需承担更高的人员编制成本，并为个人提供一定

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以改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平衡。人们有理由担心，零工经济会使权力天平向

大企业和雇主倾斜——这些大企业和雇主正在用很

少或没有保障或福利的合同工取代全职员工。 

换言之，零工经济正在削弱中产阶级的工作保

障。 

 

  

 
 

 

 
 

东盟+ 3 

 

东盟 东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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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平和包容增长的出路不在于抑制创新或

让决策者对商业模式进行微观管理，而在于发现和

解决零工经济的市场失灵或监管缺口。零工经济提

供了好的和不好的工作岗位，传统企业也是如此， 

剥削工人的不道德做法即使在正式部门也并不罕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劳动法律和政策指导方针不断

发展，为工人提供保障，促进公平的就业条件。当

前的框架在零工经济中可能不相关或不合适，应该

被审查和重新设计，以满足零工经济中工人的需求。 

最后，为了充分实现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参与“新

经济”、制造业活动和服务业的收益，贸易促成因素
的关键特征必须不时更新，以便所有这些都能在跨

境价值链中良好运作。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

留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也要更新一些规则， 

以反映“新经济”的现实，从而促进更自由的商品和 服
务贸易（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

心，2015 年）。 

 
 
 
 
 
 
 
四、新经济中可持续和公平增长的挑战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和发展证明了

全球化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好处。该地区拥有世界

三大经济体中的两个，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整个

地区的家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亚洲工厂建立在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在全球化世

界不同发展阶段不断演变的比较优势之上。亚洲工

厂通过利用新的数字技术优化生产，为亚洲和世界

建立一个强大的价值网络，从而提高该地区的价值。

以及该地区富裕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绝对数量和快

速崛起，推动了亚洲购物者的增长。数字经济通过

创造和提供新服务和新体验，并将新需求转化为扩

大的需求，为亚洲购物者创造价值。亚洲工厂与亚

洲购物者在地理和文化上的邻近，使该地区在预测、

塑造和定制供应方面具有额外的优势，以满足世界

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的需 

关于重新设计国际贸易原产地规则框架的需求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实践中，“原产地”通常由制
造和 / 或组装的地点决定（ Escaith   和  Marti, 

2016）；然而，这种做法在正常时期充满了困难， 

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的气氛下，可能会非

常令人不满，甚至引发争议。这说明了本章节的一

个重要主题，即一方面日益增强的全球互联性与另

一方面日益增强的内向倾向之间的脱节。由于“新经

济”涉及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更具贸易性

的终端产品，并成为制造业更重要的驱动力，更新

一些管理跨境贸易的关键规则可能会起作用，比如

原产地规则（专栏  2.6）。其中，新经济的两个因

素使原产地规则的应用（和适用性）变得复杂：服

务在贸易和生产网络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技术和无

形资产（如专利、品牌、专营权）在为终端消费者

创造和传递价值方面的作用。汽车行业阐明了设计

原产地规则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其生产网络正在演

变，以获取新技术、新服务和新的可交易服务。这

种商业模式越来越多地涉及广泛的服务，如研发和

设计功能，这些功能在发达经济体中执行，而劳动

更加密集的生产功能则在低成本经济体中执行。旅

游业是另一个例子。新经济中的旅游服务将涉及许

多更专业化的领域：航空和陆地运输、食品和饮

料、耐用消费品、体验式服务和支付系统。价值创

造的“驻留”在新经济中分散开来，因为技术允许必 要

的专业知识跨越国界，从世界任何地方进入特定国

家的旅游部门。 

 

 
尽管全球化和竞争加剧带来的总体净收益从未

引起严重争议，但人们对新经济的包容性越来越感

到不安。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

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辩论已经转向：谁将从这些收益

中受益？ 13什么对全球经济有利——对所有国家都

必然有利吗？什么对人民有利？新经济的增长会惠

及所有或大多数家庭吗？或者，技术的巨大飞跃 

（以及相关技能的中断）和残酷的全球化（以及工

资套利）是否会导致部分甚至许多人的贫困化增长？ 

 
 

 

13 Spence（2020）强调，在二战后的30-40年里，“劳动收入作为总收入的一部分在增长，可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一

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许多人未能预见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入、财富和机会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所带来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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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雁行模式下，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发展面临

的挑战是，如何在其他经济体快速赶超的同时，维

持自身经济增长并提高现有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

的领导者会通过创新和打造新的价值网络继续保持

领先地位吗？还是成熟的经济体容易受到经济停滞

的影响，或者更糟的是，失去他们的优势地位？该

地区较小的经济体是否因生产和需求方面缺乏规

模而处于不利地位（WEF 和  A.T. Kearney, 

2018 ）？ 在新兴经济体迎头赶上的同时，今天的

中等收入“三明治”经济体能否缩小与更 发达邻国在技

术和技能方面的差距，抑或它们是否面临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的风险？在新经济中，制造业比较优势让

位给服务业之前，该地区的后来者还能坚持多久？ 

除了宏观层面的发展问题外，新经济对个人和

家庭分配的影响和社会经济后果也令人担忧。虽然

技术被认为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刺激了需求，创

造了就业机会，但它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对

中产阶级家庭的基石——中层管理岗位的影响，却

更加不均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破坏性的。首先，

由于技能不匹配，失业工人可能无法轻易进入新经

济行业。其次，新经济中的工作通常与工作灵活性

和低管理费用有关，这对正在成长的行业来说无疑

是一个优势，但对工作保障、福利和职业发展来说

却不是。14还有一种感觉是，在新经济中，经济租

金——价值超过生产要素准备接受的保持雇佣状态

的最低限度——只属于少数人，而且很少属于工人。 

图2.34   东盟六国：2018-2028年创造就业和破坏就

业 

牛津经济与思科最近的一项研究（2018 年） 预估，
2018 年至 2028 年期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将在
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
和新加坡）的批发和零售、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
业等多个行业创造约 2600  万个薪酬更高 

的工作岗位。即使约 2800 万工人（包括 990 万农
业工人）的工作将被裁减（图  2.34），这种情况也
会发生。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前进道路并非让全球化

的时钟倒转，也并非在技术采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亚洲国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首先，劳动力更年轻，可能更精通技术，适应性更

强。该地区有最集中的千禧一代经济体——中国，

其次是印尼、菲律宾和越南（专栏 2.5）。第二，
社会福利——以及公众对政府资助的老年人和失业

者金融安全网的期望——起点较低。 

该地区在过去的逆境中（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和之后）表现出的弹性，以及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

和城市经济的转型，预示着这些国家在拥抱技术和

利用新经济实现未来增长方面的足智多谋。然而， 

在传统家庭支持的基础上，可能还需要政府计划和

安全网，以解决 4IR 和新经济的经济和社会错位对

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政府还可能需要帮助私营部

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对与传统商业模式中断相

关的挑战，并利用新技术在新经济中重塑自身（普

惠金融全球伙伴关系，2017 年）。 

 
 
 
 
 
 
 
 
 
 

 
来源：牛津经济—思科（2018年） 

 
 
 
 
 

 

14    据报道，打车应用程序使现有出租车司机的工资下降了10%至30%。请参阅专栏2.5和后面部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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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中等收入停滞：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差异化方法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在维持增长和与新经济 

 
 
日本、韩国和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 

保持相关性方面比大多数国家表现得更好。在提升 

传统产业和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开辟新服务和数字

经济新路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汽车制造、电子产品、旅游和房地产开发是该

地区的经济支柱，已经被重新发明并赋予了新的生

命，而物流、业务流程外包、在线游戏、拼车和电

子商务已经成为新的收入来源。 

换言之，东盟与中日韩的雁行模式已经重新组

合和重塑，更重要的是，正在探索横向和向上发展，

以找到创造价值和提高福利的新方法。如上一节所

述，4IR 和新经济为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不同群

体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在数字经济中， 网络

效应驱动供给和需求，这为拥有庞大国内市场和规

模经济空间的国家提供了天然优势。同时, 对产品

差异化和服务定制的需求，为具有创业创新精神和

技术能力的国家提出了潜在的价值创造命题：利用

新的数字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利基市

场和个性化的偏好。 

打造新的价值网络，并在新经济产品中建立（或巩 

固）先发优势。通过市场创新和对客户喜好的充分

把握，以及在国内市场开拓和测试前沿技术，他们

为全球市场开发、定制产品和服务。中国已经超越

其他经济体，成为电子支付和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

者，在全球电子商务领域的份额从 2005 年的 0.6%

上升到 2016 年的 42.4%。中国在 5G 网络、人工

智能以及无人机和智能手机等某些高科技产品方面

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的任天堂和宠物小精灵
15是新经济领域在线游戏的例子，它们利用技术和

创新用户体验，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生

成新的节点并深化网络。事实上，任天堂在美洲和

欧洲市场的收益都超过了日本市场（图 

2.35 ）。与中国和日本一样，韩国在 5G 网络、智

能手机、半导体、网络游戏等尖端产品领域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在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等领
域，也成功建立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娱乐产业。 

 

图2.35  任天堂各地区的营收 

（百万日元） 
 

来源：Statista. 

注：年度为会计年度。 

 
 
 
 
 
 
 
 
 
 

15 130多年前（1889年），任天堂作为扑克牌公司起家，并开始涉足玩具、游戏和娱乐等领域。宠物小精灵的专营权（部

分由任天堂拥有）创建于1995年，它通过不断发展概念、“世代”和用户界面来挖掘不断扩大的新老用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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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中日韩有限的劳动力流动性可能会限制发展服务业带来的收益 

在整个东盟与中日韩地区，技术工人和专业人

员短缺，而这些人员是发展传统和新经济类型服务

所需要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盟提出了一项互

认协议计划，允许某些类别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

在东盟任何国家自由工作。然而，该计划局限性太

强，因为它只涵盖了 8 个高技能职业：医生、牙

医、护士、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测量师和旅

游专业人员（图 2.36），而且它没有扩展到+3 国

家（中日韩）。这些限制可能会限制东盟与中日韩

经济体从进一步发展服务业中获益的程度。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2019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泰国、韩国、越南和菲律宾是入境医疗旅游支出最
多的国家之一（图 2.37），这归功于这些国家拥有
大量熟练的医疗从业人员/专家和熟练的旅游专业人

员。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如菲律宾，

可能拥有最多的熟练护理和旅游专业人员，而韩国
可能拥有最多的医生——包括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

允许这类专业人员在彼此国家执业，会产生更大的
流动性，这将使各国能够弥合技能差距，以便在其
经济中发展医疗旅游业。 

图2.36  东盟互认协议的覆盖范围 

由于“新经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是由先进技术和

专门知识驱动的，因此，即使是该地区最先进的经

济体，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仅依靠本国劳动力

就能满足对这些技能和专门知识的所有需求。这表

明有必要在该地区实现更自由的劳动力流动，而迄

今为止，在该地区的劳动力流动非常有限。考虑到

该地区可能在未来十年经历重大的就业损失（和锻

造），更大的劳动力流动性对于降低成本和平稳过

渡到新经济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挑战，

价值链的延长、劳动力的不流动性和常规化的增加

（Das 和 Hilgenstock, 2018 年）可能会给就业带

来压力，限制参与价值链的收益，或者至少会阻碍

国内服务业不同部门的发展（专栏 2.7）。 

 

 

来源：东盟互认协议（MRAs）；和AMRO人员。 

图2.37  入境医疗旅游支出 

（百万美元；占入境旅游总支出的百分比） 
 
 
 
 
 
 
 
 
 
 

 

来源：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2019年）。

注：蓝色代表东盟与中日韩成员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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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和公共产品：能力、互联互通、社会安全网 
 

公共基础设施，无论是硬设施还是软设施，都

是公共产品。4IR 和新技术强调了建设和增强实体、

数字和监管能力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互联互通的

重要性，以便插入或扩展现有价值网络，并在新经

济中创建新的价值网络。然而，决策者面临的挑战

不是增长本身，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包容性增

长。 

随着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拥抱全球化并采用新
技术以保持竞争力，社会基础设施将是解决经济和

社会混乱的关键。其中一点，必须建立或加强社会

安全网，为工人提供财政支持（即使他们的升级是

被推动和说服的），并确保家庭继续获得住房、保
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充足的社会基础设施——与实

体基础设施一样或更多——需要公共资金和支持， 

因为如果交给行业或私营部门，会出现供应不足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等，2018  年）。 

随着技术的发展，零工经济中的就业将成为常

态，新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商品和服务的即时供应， 

以满足消费者定制的、往往是实时的需求。长期以

来，保险、健康和退休福利以及培训和职业发展一

直与负责任的企业雇主联系在一起，但这可能与日

益交易化的就业市场不一致，在这个市场上，雇主

不再能够内化员工发展和忠诚带来的好处，工人基

本上是个体经营。即使是传统行业和公司的工人， 

如果他们被裁减，无法回到同等的工作岗位，也有

失去基本服务的风险。 

五、关键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章反映了将影响该地区未来增长前景的全球

主要发展现状，特别是西方转向更加贸易保护主义

的环境、技术进步、区域一体化以及地区收入的快

速。审视了随着全球经济向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

更先进的方法过渡，该区域在生产方面加强其能力

以保持竞争力的程度。本章还探讨了多年来区域供

应链的发展和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在多大程度上帮助

加强了区域的增长和弹性。本章在总体水平上确定

了该区域推动增长的主要结构变化，并审查了若干

不同行业部门水平上的相应变化。前四节的每一节

都强调了关键的发展，指出了哪些趋势可能具有最

深远的影响，并概述了该区域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因此，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把研究的关键结论和政 

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管理劳动力的社会和

监管基础设施需要改进，就像商业模式和就业市场

在日益全球化和技术驱动的世界中的改进一样。在

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基本上无法提供或无

法充分提供两种公共产品。首先，应更新劳动法和

工人保障措施，确保它们在新经济中依然适用。例

如，只适用于全职员工的规则可能会激励公司用扮

演同样角色的合同工（零工经济）取代他们。第二，

决策者需要审查如何最好地提供传统上与就业有关

但与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服务。解决办法可能

不在于要求所有行业和部门的雇主提供医疗和退休

福利，而在于建立一个国家框架，确保所有工人，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获得和负担得起这些服务。
16此外，随着就业和价值网络变得更地区化或更全

球化，这些服务（例如保险覆盖）必须跨越国界。 

 
 
 
 
 
 
 
 
 

 
首先，对亚洲-亚洲工厂的工业化背后因素的分

析表明，向技术更先进的生产方法的过渡遍及各个
部门。没有什么行业可以长期保持不变。这意味着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东盟与中日韩地
区的国家——接受新技术并提高其能力以提升生产
价值链的时间有限。简而言之，“无处可躲”。东盟 与

中日韩国家必须提高他们在新经济中迅速应对竞争
的准备，通过升级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技能来保持和

增强他们在部门层面的竞争力，以维持目前推动增

长的现有产业，并发展有潜力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
的新产业。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东盟与中日韩经

济体都注意到这一挑战，并制定了自己的国家蓝图，

指导本国经济实现这一转型。 

 
 

 

16 将基本服务的提供与就业脱钩，并非没有先例。例如，中国的工作单位或单位过去把个人的住处和食物分配到集中的食

堂。捆绑式住宿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农村是很普遍的做法；农民的农舍与他们的农业贡献挂钩，教区为现任神职人员

提供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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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久经考验的出口制造业战略仍然适用于

该地区，特别是东盟与中日韩发展中国家。本章的

分 析 印证了  AMRO    （ 2018b  ） 和 AMRO 

（2019a）的研究结论。该结论证实，虽然对新加
入者来说，制造业对增长和就业的贡献可能比该区
域的前几批经济体更早地达到峰值，但CLMV国家
的基数相对较低，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为出
口而制造仍将是这类国家的关键。其中， 它们可以
继续利用自己在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吸
引服装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向生产价
值链上游移动的切入点。因此，执行好这一增长战
略对于这些国家在区域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中的
强势定位非常重要。这一战略应辅之以平行轨道，
发展服务业，作为增长和就业的第二推动力。 

第三，在过去几十年里，在中国的带领下，该

地区持续快速增长，地区收入和在全球经济中的份

额大幅上升。快速的城市化和富裕中产阶级的出现，

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和服务市场——

亚洲购物市场。因此，该地区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减

少了，而更多地依赖于区域内需求，这使得该地区

在面对美国和欧洲更为内向的环境时更具弹性。“亚

洲购物者”通过利用该地区自身的技术能 力和创造力，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其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

为该地区经济提供了增长前景。这种新的增长模式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机会，通过促进化

妆品、服装、食品、医疗旅游、玩具、游戏、主题

公园和接待服务等行业开发和定制产品和服务以满

足区域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第四，东盟与中日韩国家，特别是东盟经济体，

要抓住新经济的机遇，继续实现追赶式增长， 它们

必须保持开放和更加一体化，尽管这并不影响这样

一个事实，即还可以提高国内能力，以减少对可能

不时发生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断的脆弱性。东盟与中

日韩国家要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

促进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特别应审查和修订其

政策和监管框架，以促进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以

及无缝支付。考虑到技能和专业知识在新数字经济

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其在该地区的不均衡分布，决

策者应制定一个区域框架，允许和鼓励熟练劳动力

和专业人员在该地区自由流动和工作。新经济还重

视创新和创造力，以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以及软技

能，以提供更高要求的定制服务。零工经济很可能

成为新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提供的工作是非

正式的、契约型的，几乎没有或几乎没有正规部门

的好处。因此，一个关键的有利的软基础设施在于

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医疗和失业保险，

并为那些在零工经济中工作的人提供退休计划。 

新冠病毒大流行令人深感遗憾，但这给该地区

提供了一个展示其集体弹性的机会，并承诺致力于

解决维护和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共同长期利益的

问题。这些利益包括：管理该地区跨境生产网络的

潜在中断，但这些中断可能持续多久相当不确定； 

寻找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方法，以提高整个地区的

生产率和竞争力；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携手应对长

期挑战，包括创新、人力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动； 

最后，探讨合作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可能性——类似

于为金融安全网所做的工作（图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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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挑战和政策影响 

 
来源：AMRO人员。 

注：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普遍转变，即使不是

源于此，也有能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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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 

行业转型、价值链和生产力：菲律宾的经验1 

在后危机时期，菲律宾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比其他地区更快， 尤其是在过去 3  年（ 图 

2.1.1）。政府的基础设施支出和有利于企业的改革
刺激了生产率的增长，有助于缩小菲律宾制造业和
服务业相对于邻国的生产率差距。 

菲律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是由部门间生

产率的提高推动的——占总增长的 60%左右——而

非由部门内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的，部门内生产率的
提高速度较慢（图 2.1.2）。这种资源重新分配反映

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的就业减少，以及制造业

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等生产率较高部门的就业增
加。菲律宾技术劳动力的短缺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

挑战。 

 
 
 

图2.1.1  菲律宾：跨部门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千购买力平价美元，2011 = 100；百分比） 

 
 

 
事实上，许多离开农业部门的工人并没有进入

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而是在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了

其他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工人迁移到工资高得多的

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欧洲、海湾国家以及新加坡、

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图 2.1.3），加剧了这一问

题。过去几年，由于农业的非熟练劳动力大量涌入，

以及技术劳动力流失到其他国家，建筑业的效率有

所下降。 

农业以外的部门再分配就业将继续支撑菲律宾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阿瑟·刘易

斯的一个关键命题，即现代资本主义城市部门的利

润将创造一个不断增长的储蓄供应，为不断增长的

资本存量的形成提供资金，反过来用于在城市劳动

力中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对菲律宾来说，与其

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长期增长和就业将取决于

政府的支持和政策，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促使他

们进入不断扩大的行业。 

图2.1.2  菲律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构成 

（百分比） 

 
 
 
 
 
 
 
 
 
 

农业 工业 制造业 服务业 

水平：2000–2007 

增长：2000–2007 

（RHS） 

水平：2010–2018 

增长：2010–2018 

（RHS） 

 
 

组间效应 组内效应 交叉效应 

来源：世界银行；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注：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指人均劳动增加值GDP。PPP=购买力平价。 

 
来源：菲律宾统计局；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注：组间效应取劳动收入占比常数；组内效应是由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

化；而交叉效应是由于生产率和劳动份额的变化。 

 
 

1改编自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 

）（20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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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各部门相对于其生产率的就业变化 
 
 

金融和保险 
房地产

 

公用事业 

 
采矿和采石 

信息和通讯 

娱乐休闲 
制造业 贸易 

农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教育 

渔业 

 
建造业 

 
住宿及餐饮业服务 

 

运输和仓储 

 

公共管理 

 

来源：菲律宾统计局；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过去5年平均就业变化（单位：千） 

注：房地产行业生产率为平均水平的23倍，为能够在图中显示，有意降低数值；主要部门为绿色，次要部门为灰色，服务部门为红色。 

部
门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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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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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2： 

重塑东盟地区的汽车工业 

泰国是东盟地区最大的汽车生产国。2018 年的
产量为 220 万辆，高于 2010 年的 140 万辆，超过
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总产量（图 

2.2.1）。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如丰田、本田和宝马在
泰国都有业务，作为他们的地区总部、生产基地、
研发中心和/或销售办事处。 

汽车工业的未来在于（新的）服务。一个典型

的汽车价值链的快照显示，服务已经在几乎所有的

汽车部件和生产阶段发挥作用，并且变得更加多样

化（图 2.2.2）。 

随着新经济驱动力扩大和重塑汽车价值网络中

的联系和节点， 服务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图 

2.2.3 ）。例如，5G 等通信技术的进步将创造新的

数字商业模式和信息娱乐、移动服务，自动驾驶将 

引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各种服务。电动汽车需要新的

工业设计和质量保证。虽然汽车共享会减少汽车销 

量，但这种商业模式会激发对客户服务的需求，包

括快速响应、到达时间、可承受的高峰和非高峰价 

格，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先进的数字技术中广泛的后

端支持。如果成功商业化，3D  打印将减少制造原 

型和设备的时间，并彻底改变（简化）汽车制造的

流程和物流，以支持更多的定制服务。 

 

 
图 2.2.1 东盟与越南：汽车生产 

（百万辆） 

 
 
 

AMRO 人员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表估算
了东盟经济体的汽车服务出口，证实泰国是 2018 

年东盟地区最重要的汽车服务中心之一（ 图 

2.2.4 ）。12018 年，泰国汽车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加
值为 5940 万美元（2010 年为 4380 万美元），几
乎是其他东盟国家的两倍。泰国的汽车工业在生产
网络中大多与印尼和越南相连（如箭头的厚度所
示）。 

泰国有将新技术引入其汽车工业的潜力。2016 

年，泰国有 29 所大学和其他学院提供汽车和机械
工程专业。此外，丰田和本田等汽车制造商也提供
自己的员工培训计划。根据泰国投资委员会（BOI, 

2017 年）的预测，到 2021 年，拥有职业文凭或以

上的高技能劳动力将占泰国汽车行业所有劳动力的 

61%。 

泰国已经开始或支持与汽车工业有关的环境友

好政策。2017   年， 泰国将生态汽车的消费税从 

17%降至 12%-14%，并开始生产无污染汽车。根

据泰国投资委员会（BOI, 2017 年）的数据，预 

计到 2035 年将有 120 万辆电动汽车（EV）上路， 

全国将有超过 690 个充电站。丰田和松下计划在泰

国建立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工厂。这些变化可能需要

新的服务，如工业设计、质量保证，以确保汽车零
部件符合环境政策，从而延长汽车价值链。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 泰国 

 

来源：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以及 AMRO 人员的计算。 

注：由于数据限制，2018 年的计算结果不包括菲律宾。东盟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本

专栏内容由Trung Thanh Vu 编制。 

 

1 汽车行业服务的统计识别具有挑战性。在网络分析中，我们使用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的国内汽车摩托车销售、

维修和修理增加值（C19）作为汽车行业服务的代理。该值是指 Wang、Wei 和 Zhu （2018）所定义的最终被国外吸收的

国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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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汽车价值链上的服务 
 

 
  前期制作阶段    工厂阶段    交售阶段    售后阶段  

 

 

 

 

 
 

来源：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15）；和AMRO人员。 

图2.2.3  影响汽车价值链的因素 
 

技术 

• 自动驾驶 

• 远程通信 

• 电动汽车 

• 3D印刷 

经济和政策 

• 贸易协定 

• 基础设施和物流 

• 环境保护政策 

 
 

社会 

• 安全意识 

• 城市化 

• 共享经济 

 
环境 

• 回收技术 

• 环境问题 

• 无污染生产 

 

 

来源： AMRO人员。 

图2.2.4 2018年汽车行业指标 
 

区域价值链 服务出口 

（百万美元） 

越南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其他东盟 

国家 

 

文莱 
泰国

 
韩国 

 
新加坡 日本 

 
老挝 

 
马来西亚 

 

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18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注：节点大小表示网络中经济的加权程度。箭头的厚度是按增加值的贸易量进行缩放的。使用亚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的“汽车和摩托车服务销售 

、维护和修理”（C19）的增加值贸易作为服务汽车出口的代理。我们重点关注东盟地区的泰国，所以日本、韩国和中国不在该网络图中，尽管日本和

韩国是亚洲重要的汽车枢纽。 

管理及营运相关服务： 
审计财务账目；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信息系统管理 

• 工业设计 

• 进口原材料的客户相关服

务 
• 原材料的储存 
• 原材料的货运服务 

• 质量保证 

• 生产管理服务 

• 中间产品的仓储服务 

• 污水处理服务 

• 机器设备的维修和维护服

务 

• 包装设计 

• 包装服务 

• 货运服务 

• 成品的储存和仓储服务 

• 客户服务 
• 维修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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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3： 

东盟与中日韩新经济的旅游业：巨大潜力和严峻挑战 

旅游业在创造比目前已经创造的更多增长和就

业方面的巨大潜力是结构性的。在全球范围内（世
界旅游业理事会，2019 年）都是如此，特别是在东
盟与中日韩地区。 

首先，东盟国家（特别是）在危机后的十年中

迅速增长，通过以下途径提高了该地区对世界各地

游客的吸引力，从而使该地区旅游业受益：（1） 

引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资源，以改善基础设

施；（2）创造新的旅游景点，更新现有的旅游景

点；（3）扩大当地中产阶级对旅游的兴趣，他们

通常会先在该地区采取这样的措施，然后在收入增
加时（Chua、Lee 和 Liu，2019 年）再去其他国

家 

（比如美国和欧洲）。 

第二，尽管旅游业增长迅猛，但相对于其潜力

而言，旅游业的规模实际上仍然很小。在全球范围

内，旅游需求正在放缓，但仍继续超过 GDP  增长 

（图 2.3.1），预计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张。从区

域上看， 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源市场（ 图 

2.3.2）。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绝对

庞大，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人口、地理面积和全国 

各地旅游景点的绝对数量，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

国的入境游客数量仍然很小。 

图2.3.1   全球游客人数与实际GDP增长 

（同比增长） 

 
 

 
第三，该地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利用现

有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和“促成因素”，这些因素已
经达到临界规模，并在程度和复杂性上继续扩大。 

例如：认识到许多东盟城市的宜居性和可玩性

后，全球零售商继续在东盟国家扩张，将他们的在

线业务与整个地区的实体销售点整合在一起。 

有研究指出，优衣库、宜家和苹果等全球零售

商仍在继续扩大他们的覆盖面，上述发展与这些研

究是一致的。京东和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公司正与

当地集团合作，整合线上和实体销售点，以吸引既
精通技术又喜欢购物作为休闲活动的年轻消费者

（仲量联行，2019 年）。这些发展也与一些研究的

结果一致，这些研究强调，除了旅游业在东盟国家
的增长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外，旅游业与其他行
业的联系比全行业的平均水平更紧密（东盟-日本中
心，2018 年）。因此，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已

经呈上升趋势的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国家的旅游收入
（图 2.3.3），还将为这些经济体提供更广泛的推动。 

 
 
 
 
 
 
 
 
 
 
 

游客数量的增长 实际GDP增长 
 

来源：世界银行。 

注：全球旅游业的最新数据点是2017年。 

 

本专栏内容由Suan Yong Foo和Vanne Khut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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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6 年东盟旅游战略计划》内容全面。
它力图在先前的 2011-2015 年战略计划的基础上，
为东盟的增长作出更多贡献，使其变得更加包容、
绿色和知识化。两大战略方向是：（1）增强东盟
竞争力；（2）确保东盟旅游业的可持续和包容性。
因此，战略计划着眼于几个领域，包括：单一目的
地营销、质量标准、人力资源开发、互联互通、投
资、社区参与、安全保障以及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图 2.3.4）。2025   年的目标是现实的： 

GDP 贡献率从 12%提高到 15%，就业占比从 3.7% 

提高到 7%，国际游客人均消费从 877  美元提高到 

1500 美元。 

图2.3.2东盟与中日韩：按经济分类的入境游客人数 

（占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入境游客总数的百分比）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越南 印尼  马拉西亚 菲律宾 泰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东盟四国 高收入 

 

 
来源：国家权威机关；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东盟+3 美国  欧盟  世界的其余国家 

注：缅甸游客入境数据仅为签证入境数据。2001年前往越南的欧洲游客人数没有统计数据。BN=文莱达鲁萨兰国； 

CLMV =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CN=中华人民共和国；EU=欧盟；HK=中国香港；ID =印尼；JP=日本；KH =柬埔寨；KR =韩国；LA =老挝 

；MM=缅甸；MY=马来西亚；PH =菲律宾；RoW =世界的其余国家；SG =新加坡；TH =泰国；US =美国；VN =越南。 

图2.3.3  东盟与中日韩：按经济分类的旅游收入 

（占GDP的百分比） 
 
 
 
 
 
 
 
 
 

文莱达鲁萨兰国

香港 

韩国 

中 国 

日 本 

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泰 国 

菲律宾 

柬埔寨

缅甸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越南 

来源：国家权威机关；世界银行；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该计划可以更加大胆。东盟、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在
应对“大规模定制”挑战方面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这
一挑战阻碍了该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该挑战在
于“通过所有渠道和设备，在整个客户旅程中提供量
身定制的推荐、内容、优惠和体验。”在全球层面，
潜在收益约为 0.3万亿-0.5 万亿美元（麦肯锡公
司，2019f）。 

 
其核心是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该计划还可以勾勒

更详细的想法和举措，以吸引长途旅客，包括来自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旅客。在未来十年，委内瑞拉、

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巴西和印度预计将增加 

2260   万个收入超过 3.5   万美元的家庭（ 图 

2.3.5）。这些都是东盟与中日韩地区旅游服务潜在

需求的丰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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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面临几个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些是全球性

的，而另一些则更具体地针对东盟与中日韩。对于

这一地区来说，许多国家的面积都太小，无法提供

吸引人的旅游产品，因此需要整个区域国家之间的

合作，为此需要非常密切的协调。它还涉及到这样

一个事实，即在单个接口级别上的集成是极其难以

实现的。例如，一个跨越两个或三个东盟国家的一

周旅游假期，旅行者可能需要申请多个签证，从几

个不同的航空公司购买机票，使用几种不同的支付

方式（信用卡、当地货币和数字支付系统），并熟

悉完全以当地为导向的增值税退税制度。 

图2.3.4   东盟2016-2026年旅游战略计划 

简而言之，旅行者被迫使用的公共平台和系统的互

操作性仍然非常缺乏。同时，“软”问题也需要解决 

——这可以追溯到 AMRO （2019a）探讨的“因素
差距”。要使旅游业成为更强劲的增长和就业驱动
力，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如何调动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资源，提供更多的“国内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 产
品”，如开放空间、自然保护、创建对国内居民和游
客都有吸引力的免费景点、进一步发展（廉价航空
之外的）跨境运输、甚至加强对企业假冒伪劣商品
的法律保护。 

 

 
  

 
加强推广和营销 

升级当地社区和公私部门在旅游价值链中 

的参与度 

 

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确保安全和保障，优先保护和管理遗产 

吸引旅游投资 

 

提高人力资本的能力和实力 

 

落实和扩大东盟旅游设施、服务和目的地 增加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响应  

标准 
 

落实和扩大互联互通和目的地基础设施 

 

加强旅游便利化 

 
 
 

来源：东盟。 

图2.3.5    收入超过3.5万美元的家庭数量增加：2019年与2029年 

委内瑞拉

阿根廷西

班牙意大

利澳大利

亚加拿大

俄罗斯法

国 

韩国

德国英

国墨西

哥巴西

美国印

度中国 

 

来源：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战略方向 SD 1 

增强东盟作为单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 
SD 2 

确保东盟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战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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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4： 

物流部门：价值链如何演变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物流部门将在“新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实现准

时生产和货物交付。全球制造业从 2000  年的约 

6.1 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到 2018 年的约 13.2 万亿美

元（图  2.4.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快速增长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推动

的，尤其是在东盟与中日韩集团中的中国。 

与此同时，全球电子商务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增
长。据麦肯锡公司（2017 年）预计，中国的外汇储
备从 2005  年的 4950  亿美元增至 2016  年的 

19,150 亿美元。在东盟与中日韩区域内，电子商务
发展迅速。中国已经超越其他经济体，成为世界电
子商务的领导者， 2016   年占全球电子商务的 

42.4%，而 2005 年仅占 0.6%。2018 年，新加坡零

售行业的电子商务收入为 18  亿美元，预计到 

2023 年，电子商务总收入将增加到 85 亿美元。1
 

在“新经济”中，物流服务需求上升的最重要驱动

因素之一是：“ 准时制”  生产和交货；利润空间 

（ 可能） 很大。麦肯锡公司（2019a）估计，每 

100 美元的电子商务销售，12-20 美元可能用于
支付电子零售商的内部物流，而传统实体零售业务
的物流支出为 3-5 美元。 

传统的物流价值链并没有展现出高度的自动化 

（麦肯锡公司，2019a，普华永道，2016）。目前，
发车、第一英里运输、港口/枢纽装卸、通关、长途
运输、内陆运输等关键环节的自动化程度较低或中
等；只有价值链的仓储阶段被认为是高度自动化的
（图 2.4.2）。 

 
 
 

然而，新技术正在为更多的自动化和生产力提

高创造强大的潜力。在未来 20 年里，自动卡车运

输和港口运营的现代化预计将提高物流价值链前几

个阶段的效率。预计高铁的使用将从对人的运输扩

展到货物的运输。还有一些较新的技术，比如使用

算法分析趋势并预测商品流动，在传感器中使用光

学识别技术扫描和分类物品；而人工智能眼镜的使

用，在寻找存储空间中的物品时可以放大特定的位

置，将使价值链大幅现代化。 

随着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成为关键驱动力，物流

行业的价值链可能会延长，更发达的东盟经济体处

于有利地位，部分原因是更富裕的消费者对更快、

更方便的最终发货有更复杂的需求。例如，为了提

高竞争力，消费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正在努力在不

同国家和国家内建立储存空间和交货/提货点网络。

对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为

这是为这些网络建立最佳设置所需要的（包括将这

些工厂选址在靠近生产基地或终端消费者集中的地

区是否更有效）。 

更先进的东盟经济体处于有利地位（  Spire 

Research and Consulting，2017 年）。对印尼

来说，主要推动力包括庞大的国内需求基础、快速
的经济增长、拥有 1.7 万多个岛屿的世界最大群岛， 

以及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对马来西亚来说，其物

流部门是东盟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交通基础设施
也是如此——有五个主要港口、建设良好的高速公
路、五个国际机场和四个内陆港口。对泰国来说， 

对其物流服务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推

动的，这些公司希望利用泰国与东盟、中国和印度
的联系，并受到泰国政府整合大湄公河次区域边境
物流服务的努力的鼓励。越南和菲律宾正在加紧努
力迎头赶上，前者专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后者则

寻求为电子商务提供服务。 
 
 

本专栏内容由Suan Yong Foo和Vanne Khut编制。 

1电子商务总收入的预测数据来自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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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全球制造业增加值 

（万亿美元）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南亚 欧盟 美国 其他 全球 

来源：世界银行。 

注：东亚和太平洋及南亚地区的数据为2004年以后的数据。 

图2.4.2  典型物流价值链 

    托运人/原产地    第一英里运输    港口/枢纽存储/装货  

海关和边境 

  海关和边境    海洋/长途运输  

港口/枢纽 

存储/装货 

  内陆运输    仓库、合约枢纽与履行  

       交付  

自动化程度

低 高 
  客户  

来源：麦肯锡公司（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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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5： 

共享经济：利或弊？ 

共享经济——也被称为零工经济、连接经济、
合作经济或点对点经济——的崛起，无疑是受到新
经济增长的推动。技术、大数据的出现，以及通过
移动和数字平台访问这些数据的能力，促进了对“未
发现”、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实物资产（如汽车和
公寓）的访问和共享，也促进了对无形资产（如人
才、时间，甚至未使用的优先权）的访问和共享。 

通过匹配未充分利用资源的需求和供应，共享

经济促进了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产生——无需通过传
统业务模式提供服务的典型成本。该地区的联合办

公空间市场是一个主要的例子， WeWork   和 

Flyspaces 等公司提供灵活的办公空间，而无需支
付租用整个建筑或套房的相关成本。Grab、GoJek 

和 CarClub 等汽车共享服务允许单个司机在空闲时
间获得报酬，同时让乘客有更多的交通选择，可以
灵活地按需租车，而不必担心拥有汽车的麻烦。类
似地，以邻近为基础的租赁或市场，如 Lendor，通

过匹配愿意以最低成本将家庭用品和消费品借给需

要它们的人的物品所有者，依靠合作消费的趋势。
这类交易提供的海量数据有助于以客户定制的、及

时的方式提供服务。 

东盟与中日韩国家的人口和社会变化——城市
生活方式的挑战加上极简主义运动的重新出现—— 

是共享经济的一些驱动力。世界上千禧一代最集中
的地区是亚洲（Matichard, 2018）。在该区域内， 

中国的数字最大，其次是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图 

2.5.1）。千禧一代正在积累和拥有更少的东西，更

多地关注体验和社会关系。与城市内公寓共享或租

赁自由以及近距离居住所带来的社会体验相比，抵

押贷款的负担使得资产所有权（如城市外的房屋）

越来越不具吸引力，即使租金高昂。 

 
 
 

共享经济也受到千禧一代对企业动机的怀疑 

（德勤，2019）。中国游戏行业的“VIP（非常重要
的人）账户共享”模式，即其他人可以“租用”VIP 账
户，在购买之前测试游戏中的道具，这展示了共享
经济如何提供经验和透明度，以解决不信任感，否
则会阻碍购买行为。 

虽然东盟与中日韩共享经济的准确量化仍是一
个挑战，但一些已建立的活动的证据表明，它们具

有令人鼓舞的潜力。2018 年，网约车公司 Gojek 

和 Grab 估计为印尼的 GDP 增加了 66 亿美元。 

2018 年，中国共享经济的交易额约为 4398 亿美
元，年增长率超过 40%；随着中国精通技术的千禧
一代进入中产阶级，两位数的增长预计将在未来几
年继续（Ramizo, 2019）。1

 

随着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共享经济规模的扩大， 

该地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会优先获得资产，而

不是实际拥有资产。科技已经重新定义了财富和成

功的传统标志，比如拥有房子和汽车。社交媒体的

崛起强化了人们对共享经济日益增长的兴趣。通过

社交媒体应用，技术允许分享体验；这种心态在千

禧一代中占主导地位。德勤 2019 年对千禧一代的

行为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指出， 相比拥有住房 

（49%），“旅行和看世界”是受访者（57%）的最
大愿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通过 Airbnb 在百年
宫殿里的住宿照片可能比一张公寓或房子的照片更
吸引人，也更有利于社交。 

 
 

本专栏内容由Marthe   Hinojales编制。 

1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2   位于印度斋的浦尔钱德拉玛哈宫的古德利亚套房（建于 

1727年）就是一个例子，该套房于2019年11月在Airbnb上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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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的盛行和成功也突显了它（尽管是无

意的）的负面后果，并呼吁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加

强监管和监督。大多数东盟与中日韩国家似乎缺乏

管理共享经济的明确立法，实施的规则和指导方针

更多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在合作消费模式下运营的公司继续受到一个并

非专门为共享经济设计的框架的管理，这就容易产

生滥用和不道德行为的灰色区域。 

对目前共享经济不受监管状态的批评人士指
出，它对工资、劳工权利滥用、废物处理、甚至欺
诈和生命威胁都有负面影响（ 星展银行， 2019 

年）。一些证据表明，随着客户转向这些技术，尤
其是在新加坡、雅加达和吉隆坡的主要城市，打车
应用导致现有出租车司机的工资下降至少 10%，最
高可达 30% （Ramizo, 2019 年）。在 Grab 占
主导地位的新加坡，出租车数量在 2018 年降至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 

 
 
 

 
图2.5.1  20大经济体：千禧一代人口最多 

（百万人）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认为是世界上交通最糟糕

的城市之一，人们购买新车主要用于打车应用，而

不是为了使用新汽车。中国仍在努力解决共享单车

的“墓地”问题，即成堆的废弃自行车，以及如何妥 善

处理这些金属垃圾。共享经济的特点是进入门槛低，

这可能会促使年轻工人回避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机会，

忽视对高技能的需求。在东盟与中日韩共享经济中，

非正式工人的比例不断上升，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没

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最低工资规则和其他给予

全职工人的福利。 

东盟与中日韩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协作消费的

实际或预期的负面社会影响，同时注意不要压制创

新文化（新经济的基石）和公平竞争。保护参与共

享经济的非正式工人的法律和政策指导方针，为协

作数字平台用户建立结构化和有效的反馈机制，优

先利用未充分利用的资产而非新资产的政策，可以

帮助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更平均地在其人口中获得

合作消费和创新的好处。展望未来，随着新技术催

生新类型的交易和新需求，管理共享经济的政策格

局仍将复杂而棘手。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关键是要

有一个灵活的、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并能对技术变

革和不断变化的就业模式做出反应。 

 
印度

中国

美国

印尼

巴西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尼日利亚

俄罗斯墨

西哥菲律

宾越南 

伊朗

埃塞俄比亚 

埃及

日本土

耳其 

刚果（金） 

德国

南非

泰国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注：刚果（金） =刚果民主共和国。蓝色的国家是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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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6： 

新经济中的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ROOs）是全球贸易治理框架的

必要产物。原产地规则是确定产品的国家来源、确
定关税和其他跨境贸易限制的合法性的标准。例如，
原产地规则用于确定进口产品是否应获得最惠国待

遇或特惠待遇，以及实施反倾销税、保障措施等 商 

业 政 策 措 施 和 手 段 （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2018  年）。 

 
 
 
 

图2.6.1  原产地规则的功能 

 
 
 

对于跨境供应链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制造商和

投资者来说，有必要明确原产地规则，以提供确定

性和最小化争端（或为争端解决提供基础）。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 FTA）——两国相互取消贸易关

税，但继续对第三国实施相对于第三国的贸易关税 

——规定了在自由贸易协定（FTA）下某一特定产

品的贸易有资格享受零（或优惠）关税的条件（图 

2.6.1）。 

世界贸易组织（WTO）没有明确规定如何确定
原产地规则，但规定成员国的原产地规则必须是透
明的，并以非歧视的方式实施。 

 
 
 

 
   

 
 
  

 

 

来源：AMRO员工。 

原产地规则在新生产网络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延长和演化为复杂的（非线

性的）生产网络，以及优惠贸易协定的激增，确立

产品原产地变得更加困难。 

国际生产分散化（ IFP） 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正式开始，进入 21 世纪后愈加明显。 

计算机化、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等技术进步

通过允许（和鼓励）制造商和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

以降低生产成本，在 IFP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解释原产地规则变得更具挑战性 

（Estevadeordal 等人，2013 年）。 

 

 
原产地规则的一个传统原则是，最终使产品发

生“实质性改变”的国家或地区是原产地。“原产地”通

常是由制造和/或装配的地点决定的，这对许多制造

产品来说并非不合理。然而，在今天的生产网络中，

物理转型的程度可能并不等同于价值创造。产品的

技术越先进，（跨境）生产过程越分散，就越难以

按生产国确定产地和附加值百分比。例如，iPhone 

在美国设计， 在中国制造，使用的零部件来自日本

和韩国等其他国家。基于关税分类变化的原产地令

（例如，适用于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优惠贸易的原

产地令）将规定 iPhone 的原产地为中国，尽管据

报道，中国的制造过程约占最终产品价值的  2%  

（Coldicutt  和 Opeida，2018 年）。 

 
 

本专栏内容由Suan Yong Foo和Vanne Khut编制。 

01 

使国际贸易畅通 
02 

促进生产和投资 
03 

为争议的解决奠定明

确的基础 

04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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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章

节往往是争议最大、最难敲定的章节。原产地规则
不仅必须反映自贸协定缔约方的政策意图，而且措
辞也必须足够详细，以便实施和执行。据估计，在

全球 300 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都在原产地

规则上“定制”了章节——这还没有考虑到其他处理 方
式，比如“分拆”。 

 
 
 
 

新经济中的原产地规则、服务和价值创造 

新经济的两个因素使原产地规则的应用（和适

用性）变得复杂：服务在贸易和生产网络中的份额

不断上升；以及技术和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

专营权）在为终端消费者创造和传递价值方面的作

用。 

汽车行业（在新经济出现之前）展现出在设计

原产地规则上遇到的挑战（图 2.6.2），因为它的生
产网络不断发展以获取新技术、新服务和新的可交

易服务。 

• 商业模式越来越多地涉及发达经济体的研发和
设计职能（德勤，2017 年），而更劳动密集
型的生产职能则由低成本经济体承担（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2016 年）。基于价值内容的
原产地规则将把原产国归为负责研发和设计的
地方，后者贡献了最大份额的附加值——这与
基于组装国的原产地规则不同。 

• 技术进步和专业化使研发活动和汽车产品设计
的不同部分能够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因此，汽
车的许多不同的物理部件和组件在不同的国家 

“制造”，然后在一个地点组装。可能会存在有多
个原产国的原产地规则 （见下文），但实施起
来并不容易。 

原产地规则在商品的情况下最容易概念化和实

现，尽管已经努力将其应用于服务。原产地证书是

出口商签发的一种证明原产国的文件，通常附在货

物运输的商业发票上，以便提交给海关当局。自由

贸易协定可能要求特殊形式的原产地证明，产品才

有资格享受优惠关税。 

由于每个自由贸易协定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原

产地规则，解释和应用多个原产地规则可能会增加

跨司法管辖区运营全球价值链的挑战和成本。在正

常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充满了困难，而在贸易紧张

加剧的情况下，挑战可能会更大。 

 

 
• 更重要的是，广泛的新服务现在被认为是支持

制造过程所必需的。例如，西门子专门为汽车
行业的参与者提供：数据分析（包括制造工厂

分析）、云服务、IT 安全和数字转型咨询服
务。像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和企业支持服务这
样的常规服务已经变得可以交易，并且可以比

以前更大程度地外包。 

• 最后，与以往相比，营销、销售和分销会涉及

更多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广泛的服务（传

统的和新的）作为投入，并有自己分散的价值

链。汽车融资、保险和售后服务现在已经成为

汽车购买体验的一部分。 

旅游业是另一个例子。 

• 经济中的旅游业服务将涉及许多更专业化的领
域：航空和陆地运输、食品和饮料、耐用消费
品、体验服务；和支付系统。 

• 价值创造的“驻留”分散在新经济中，因为技术允
许必要的专业知识跨越国界，从世界任何地方
进入特定国家的旅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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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  原产地规则：汽车和旅游业面临的挑战 

 

  
 
 

 

 

 

来源：AMRO人员。 

技术转让 
汽车的许多不同的物理部件和组件在

不同的国家生产，然后在一个地方组

装。 

生产和提供与旅游有关的服务 

需要更专业化的细分。 

汽车行业 旅游业 

跨境服务 
传统的服务、市场、销售和分销可以

跨国家进行，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分

散的价值链。 

更长的、更细分的价值链 

必要的专业知识的“驻留”是分散的，而

技术允许这种专业知识跨越国界进入

特定国家的旅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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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7： 

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LM） 

过去十年，反映生产网络发展情况的区域内货
物贸易（ 图 2.7.1 ） 强劲增长， 2018 年增长约
9.8% ， 其 中 45.9% 为新 经 济 货 物 贸易 （ 图 

2.7.3 ）。然而， 跨国移徙流动（ 包括工人的流动）
在这一时期相对温和（图 2.7.2），比欧洲的流动
要小得多。 

同期内，亚太地区制造业劳动力所占比例仅小

幅下降 1.8 个百分点（图 2.7.4），尽管这些经济

体更多地由服务业驱动。从农业部门到服务业（从

批发和零售贸易、运输和建筑到教育和卫生服务） 

的转变尤为突出。 

 
 
 

图2.7.1  反映生产网络的区域内贸易 

新加坡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分析指出，高达 87% 

的东盟内部移民是低技能工人，他们来自五个主要

通道：缅甸到泰国、印尼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到

新加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到泰国、柬埔寨到泰

国。缅甸-泰国走廊最大，有 200 万移民工人，占东 

盟内部移民的三分之一。大约有 100 万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和老挝的移民分别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
和泰国。 

相比之下，由于国内政策的考虑和缔结多边协

定的固有挑战性，高技能工人的流动性较为有限。

东盟互认协议涵盖八个高技能职业（医生、牙医、

护士、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测量师和旅游专

业人员），仅占东盟劳动力的 1.5%。因此，政策障

碍可能会限制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从参与扩大的新

经济价值网络中获益的程度。 

图2.7.2  按类型和地理的人口流动 

（总流动的百分比） 

马来西亚 文莱 

 
泰国 

印尼 

越南 

 
=总人数 

（单位 

：百万 

） 

 
 

中国 菲律宾 

日本 

老挝 

 
 
 

按国籍分类的国际

学生（高等教育） 

 
 
 

航空旅客（流入和

流出） 

 
 
 

移民（流入和流出 

） 

 

韩国 柬埔寨 

 
来源：亚洲开发银行2018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以及AMRO人员的计

算。 

注：节点大小表示经济在价值链中的权重程度。节点颜色代表经济所属

的社区。使用Blondel和其他人概述的方法检测社区（2008年）。箭头

厚度是根据制造业增加值的贸易量进行缩放的。 

 

亚洲 欧洲 北美 世界其他国家 

 
来源：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移徙人

口统计数据库；麦肯锡公司。 

 
 

本专栏内容由Suan Yong Foo和Vanne Khut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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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3  东盟与中日韩：新经济产品在总贸易中的份额 

（占货物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新经济 其他 

来源：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以及AMRO人员的计算。 

注：新经济产品为电力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车辆/铁路/电车卷筒材料；船舶、小艇和浮式结构物；飞机、太空船及零

件；武器和弹药；零部件和配件；炸药；烟火产品；医药产品；摄影或电影。 

图2.7.4   亚太地区：2010-2017年的工作部门分布 

（百分点差异） 
 

批发零售业；车辆维修

房地产；商业和行政活动

运输；存储和通信 

建筑业

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 

教育 

财务及保险活动

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 

公用事业

其他服务 

公共行政与防御

采矿和采石 

制造业

农业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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