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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近年来，东盟与我国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但市场对于出口订单转移，尤

其是东盟从我国“抢订单”的担忧也在不断升温。本篇报告从总量及行

业的双重视角出发，探讨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竞争与互补关系

的进展及变化。 

 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关系明显加强。贸易专业化指数

显示，2012 年开始我国与东盟间的出口竞争关系便不断加强，即使在新

冠疫情爆发后的 2021 年，这一趋势也并未改变。从 SITC 一级行业来

看，我国在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三

个大类行业的出口市场具备优势，且在后两个行业的出口市场上与东盟

形成明显竞争关系。进一步细分来看，我国与东盟均具较强出口竞争力、

存在较强竞争关系的行业包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装置、电气

设备（包括工业大型电气设备以及家电等）、家具、旅行用品及箱包、服

装、鞋靴等；我国出口竞争力与东盟相近或弱于东盟的行业包括电信及

录音设备、电气设备、服装、鞋靴；我国出口竞争力明显强于东盟的行

业包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家具、旅行用品、箱包等行业。 

 与此同时，我国与东盟在对外贸易上的互补关系亦在加深。近年来，我

国在东盟进口中的占比大幅提升，而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也出现改

善。贸易互补性指数显示，近年来东盟出口与我国进口间的互补关系下

降，而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间的互补关系明显提升，即在我国与东盟的

经贸合作中，东盟对我国的依赖度明显加深，而我国对东盟可能却并非

如此。尤其是，东盟对我国的化工、纺织等中游原材料，以及动力机械

及设备、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等生产设备上，均具有较强的依赖度。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部分低端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并向外转移或是大势

所趋。但与东盟相比，我国在经济体量、发展阶段、人口数量、技术水

平等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决定了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替代作用相

对有限。往后看，韩国在出口方面的转型发展值得我国参考。近年来韩

国工业份额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出口市

场份额也表现强劲。这背后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因素支撑：一是，韩国研

发、设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

二是，韩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提升，有助于韩国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

对于我国而言，一是，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其与先

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二是，可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和一批骨干、龙头

企业，加强头部企业对产业发展的牵引、推动效应；三是，继续落实稳

外贸、稳外资政策，为出口导向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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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一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大增 18.6%，对我国出口的拉动达到 2.6 个百分点；东盟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达到

16.9%，较 2022年全年提升 1.1个百分点，与疫情前的 2019年相比更是大增 2.5个百分点。近年来东盟已经超过美国、欧

盟等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我国出口的主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市场对于出口订单转移，尤其是东盟从我国“抢订单”的担

忧也在不断升温。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出口市占率蹿升，但这一优势能否保持，东盟与我国之间经贸关系如何演

绎，均存在不确定性。本篇报告从总量及行业的双重视角出发，探讨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竞争与互补关系的进展

及变化。 

 

一、 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关系明显加强 

为了更好地衡量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我们引入了“贸易专业化指数”（coefficient of specialization，CS）

的概念。具体来说，贸易专业化指数的计算方式为： 

CS = 1 −
1

2
∑|𝑎𝑖𝑡

𝑛 − 𝑎𝑗𝑡
𝑛|

𝑛

 

其中，𝑎𝑖𝑡
𝑛与𝑎𝑗𝑡

𝑛分别表示 i 国及 j 国对外出口的 n类商品在各自对外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最终求得的贸易专业化指数的取值均

在 0与 1之间，数值越大则两地竞争性越强，反之则越弱。若取值为 1，则表示两地具有完全相同的对外出口结构；若取值

为 0，则表示两地的对外出口结构迥异。根据 UN Comtrade 发布的 SITC一级行业出口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

贸易专业化指数，结果显示：2012年开始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出口竞争关系便不断加强，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 2021年，

这一趋势也并未改变。 

图表1 2012年开始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出口竞争关系便不断加强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 1965年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这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它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相对出口的表现。通

过 RCA 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显示性比较优

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𝑅𝐶𝐴𝑖𝑗 =
(𝑋𝑖𝑗/𝑋𝑗)

(𝑋𝑖𝑊/𝑋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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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𝑋𝑖𝑗表示国家 j 出口产品 i 的出口值, 𝑋𝑗表示国家 j 的总出口值；𝑋𝑖𝑊表示世界出口产品 i 的出口值，𝑋𝑊表示世界总出口

值。一般而言，RCA 值接近 1表示无相对优势或劣势可言；RCA值大于 1，表示该商品在国家中的出口比重大于在世界的

出口比重，则该国的此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 值小于 1，则表示在国际市场上不具

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 SITC一级行业来看，我国在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三个大类行业的出口市场具备优势，

而在后两个行业的出口市场上与东盟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不过，当前我国在这两个行业上的 RCA 指数仍高于东盟，意

味着我国相关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仍然强于东盟。而东盟在动植物油脂蜡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高于我国，这与其所处的自然

环境和要素禀赋有关。 

图表2 我国在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两个行业内与东盟形成明显的竞争关系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尽管目前我国与东盟在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两个行业的出口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但二者的趋势变化却并

不完全相同：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方面，2016 年以前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下滑，东盟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二者之间差距

不断缩窄。但 2016年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出现回升，与东盟之间的差距并未继续缩窄，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

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杂项制成品方面，2012 年开始我国的出口竞争力震荡下滑，而东盟则明显提升。杂项制成品中

主要包含家具、服装、鞋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现象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出口竞争力持续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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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2016年以来我国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竞争力提
升 

 
图表4 近年来我国杂项制成品竞争力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在各细分行业，我国与东盟间的竞争关系也并不相同：1）我国与东盟均具有较强出口竞争力，存在较强竞争关系的行业包

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装置、电气设备（包括工业大型电气设备以及家电等）、家具、旅行用品及箱包、服装、鞋

靴等。其中，我国出口竞争力与东盟相近或低于东盟的行业包括电信及录音设备、电气设备、服装、鞋靴，而在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家具、旅行用品、箱包等行业我国的竞争力明显强于东盟。2）我国具备较强出口竞争力而东盟出口竞争力较弱，

不构成竞争关系的行业包括：通用机械、水热照明装置、未列明杂项制品（如玩具、办公用品等）。 

图表5 我国与东盟各细分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在对外贸易上的互补关系亦在加深 

不断加强的竞争关系只是我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演变中的一个方面，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样不可忽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也在持续细化深化。这一方面促进了资本收益的提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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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使各国之间的依赖度和互补性明显上升。虽然我国与东盟在部分行业出口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国

与东盟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互补、依赖关系。 

近年来，我国在东盟进口中的占比大幅提升，而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也出现改善。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统

计，2010年至 2021年东盟自我国进口总额由1229.4 亿美元增长至 3884.4亿美元，增长 216%，我国在东盟进口中的占比

由 17.2%升至 30.2%，同期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也由 8.0%提升至 10.5%。 

不过与竞争关系不同的是，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互补关系可能并不对称。参考贸易专业化指数（CS）的编制方法，我们

设计了“贸易互补性指数”，以更精确的衡量我国与东盟间的经贸互补性。具体来说，贸易互补性指数的计算方式为： 

贸易互补性指数 = 1 −
1

2
∑|𝑎𝑖𝑡

𝑛 − 𝑎𝑗𝑡
𝑛 |

𝑛

 

其中，𝑎𝑖𝑡
𝑛表示国家或地区 i 对外出口的n类商品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而𝑎𝑗𝑡

𝑛表示国家或地区 j 进口n类商品在其进口

总额中的比重。这一指标主要衡量的即是国家 i 的出口结构与国家 j 的进口结构的相似性。最终求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取

值均在 0与 1之间，数值越大则两地互补性越强，反之则越弱。根据UN Comtrade 发布的 SITC一级行业进出口数据，我

们分别计算了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之间、东盟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结果显示：近年来东盟出口与我国进

口间的互补关系下降，而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间的互补关系明显提升，即在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东盟对我国的依赖度

在明显加深，而我国对东盟可能却并非如此。 

图表6 我国在东盟进口总额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图表7 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间的互补性不断加强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为了更好地衡量我国与东盟在各行业的贸易互补性，我们引入了“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这一概念。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 =
(𝑀𝑘𝑖/𝑀𝑖)

(𝑀𝑘𝑊/𝑀𝑊)
∗

(𝑋𝑘𝑗/𝑋𝑗)

(𝑋𝑘𝑊 /𝑋𝑊)
 

其中，𝑀𝑘𝑖为 i 国进口 k 类产品的总额，𝑀𝑖为 i 国的进口总额，𝑀𝑘𝑊、𝑀𝑊分别为全球进口 k 类产品的总额与总进口额。与此

相对应的，𝑋𝑘𝑗、𝑋𝑗、𝑋𝑘𝑊、𝑋𝑊分别代表 j 国出口 k 类产品的总额、j 国的总出口额、全球出口 k类产品的总额、全球的总出

口额。当 0＜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0.5时，说明两国在该行业贸易互补性较弱，当 0.5＜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1时，说明

两国在该行业互补性较强，当行业贸易互补性指数＞1时， 说明两国在该行业贸易互补性极强。 

分行业来看，我国与东盟在不同行业的互补关系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我国进口与东盟出口互补性较强，而东盟进口与我国出口互补性较弱。这种情况说明在该行业，我国对东盟进口具有较

强的依赖度，包括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原料、动植物油脂蜡等，主要集中在上游原材料行业。例如，2022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来源国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东盟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全年进口量分别为 26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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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149.64万吨、65.14万吨、18万吨，占比为 44.48%、24.69%、10.75%、2.97%。我国自东盟进口的棕榈油占我国

棕榈油进口总额的比重更是常年超过 90%。 

2）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互补性较强，而东盟出口与我国进口互补性较弱。这种情况说明在该行业，东盟对我国进口具有较

强的依赖度，包括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等，主要集中在中间品行业。东盟对我国纺织原材料进口依赖度

高，2022年越南服装产业链使用的棉花、纱线、织物等纺织中间品自我国的进口比例达到50.3%。 

3）我国出口与东盟进口、东盟出口与我国进口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情况说明在该行业，我国与东盟间联系紧密，双

方相互依赖度较强，包括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等。从更细分行业来看，在这两个行业中可以明显发现东盟对我

国出口的生产制造设备具有较强依赖度，如在动力机械及设备、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等行业。 

图表8 我国与东盟在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行业上具有较强互补性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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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东盟对我国动力机械及设备、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等生产制造设备较为依赖 

 

资料来源：UN Comtrade,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小结 

当前，我国与东盟在出口市场上是竞争与互补共存的局面。尽管近年来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有所加强，但其中互补关系

也不可忽视。分行业来看，我国与东盟在不同行业的出口市场上经贸关系差异显著： 

1）我国与东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的竞争关系较为明显。从服装出口来看，2013 年至 2019 年，我国出口市占率由

40.5%降至 33.0%，而同期东盟出口市占率由 9.7%升至 13.7%。疫情爆发后的 2021 年，我国服装产品出口市占率虽小幅

回升到 34.7%，但也仅与 2018年相近，而东盟则继续攀升至 14.1%。不过，东盟对我国纺织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度较高。 

2）我国与东盟在机电产品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东盟对我国出口的生产制造设备具有较强依赖度，如在动力机械及设备、

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等。 

3）我国对东盟的原材料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矿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油脂等规模相对较大，而与新

能源产业关系紧密的镍矿等对东盟的依赖度也较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低端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并向外转移是大势所趋。与东盟相比，我国在经济体量、发展阶段、人口

数量、技术水平等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决定了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替代作用相对有限。根据世界银行 WDI 的数据，

我国 2021 年 GDP 总量大约为 17.7 万亿美元，而东盟整体 GDP 约为 3.3 万亿美元，占我国 GDP 总量的 18.9%；人口方
面，2021年东盟总人口约 6.73亿，约为我国人口的 48%；人均 GDP 方面，仅有新加坡和文莱明显高于我国。 

从提升出口竞争力角度来看，韩国出口部门的转型发展值得我国参考。随着中国以及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学界一度出现

日本、韩国“产业空心化”、出口竞争力下滑的论断。但实际上，日本与韩国在制造业以及出口市场上的表现大相径庭：1982

年至今，日本出口市占率由 6.51%降至3.31%，接近腰斩，制造业在GDP 中的比重也下滑至 20%左右；而 1983年至今韩

国工业份额均维持在 25%以上的较高水平，近年来甚至一度超过 30%，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出口市场份额也表现强劲。 

我们认为，韩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韩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1）节约企业成本。如交通运输、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将降低企业的运输、管理、财务费用等成本，通信服务业发展将

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并提升生产效率等；2）金融保险行业的发展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轻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的

制约；3）将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可以使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提高其核心竞争力；4）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可以

产生规模效应，并通过知识外溢等渠道形成正外部性。 

0.0

0.5

1.0

1.5

2.0

2.5

3.0

动
力
机
械
及
设
备

特
种
工
业
专
用
机
械

金
属
加
工
机
械

通
用
机
械

自
动
数
据
处
理
设
备

电
信
、
录
音
装
置

未
列
明
电
气
设
备

陆
用
车
辆

其
他
运
输
设
备

水
热
照
明
装
置
等

家
具

旅
行
用
品
、
箱
包

服
装

鞋
靴

科
学
及
控
制
仪
器

摄
影
、
光
学
器
材

未
列
明
杂
项
制
品

行业互补性指数

中国出口-东盟进口 中国进口-东盟出口

互补性较强

交通和机械运输设备 杂项制成品

互补性极强

互补性较弱



 

 

 
 

宏观动态跟踪报告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8/ 10 

 

从 1960年到 2018年，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提高，韩国制造业份额也在提高，且其中制造业

份额的增长主要来自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仪器、电气设备、机器设备以及交通设备等引领制造业产业高端化的行业。作为对
比，近年来日本的交通运输、信息通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在GDP 的占比均出现了下滑。可见，韩国强势的研发、

设计和电子商务部门，对提高韩国制造业附加值、以及促进产业升级调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是，韩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提升，有助于韩国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一方面，韩国通过集中资源打造主导产业的产业政策，

形成若干重点产业集群。例如韩国颁布了《汽车工业育成计划》、《半导体芯片保护法》、《21世纪电子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支

持政策。2000 年开始，韩国汽车、化学、电子和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四大行业的产值占韩国制造业总产值

持续保持在 50%以上，近年来更是上升至接近 60%，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较高.而 2021 年日本最大的四个制造业行业占其

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尚不到 50%；另一方面，韩国举全国之力，通过信贷资源倾斜、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打造行业巨头，现
代、三星等就是典型。2022年韩国 10大畅销车型均来自现代，2022年三星手机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为 22%，位列第一。 

图表10 韩国出口市占率、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 
 

图表11 生产性服务业在韩国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EIC,平安证券研究所。注：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运仓
储、金融保险、信息通信、商业活动四大行业。 

 

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稳定我国出口市场占有率，推动我国出口部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其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定义，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

括研发设计、货运仓储、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

服务、批发贸易、生产性支持服务等 10大类。目前，我国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作为实体经济重要基础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2023年的一项

重点工作，其中特别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这充分反映了服务业尤其是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进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往后看，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加大对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先进制造业往往以集群的方式存在，

并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产业集群也不断涌现，如上海市集成电路集群、深圳市新一代信息

通信集群、无锡市物联网集群、东莞市智能移动终端集群等，但产业集群的集中度仍有待提高。因此，可以发挥我国“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和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并加强头部企业对产业发展的牵引、推动效应。 

三是，继续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为出口导向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我们测算，过去两年我国新增制造业投资中，

出口部门贡献了 6成左右的终端需求来源（参见我们报告《中国制造业投资全景图》）。因此，稳定出口对于稳定我国制造业

投资，以及为制造业投资沿着增加值链条的不断跃升都是至关重要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出口增速的下行，稳外贸、

稳外资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相关政策不断推出。2022 年 9月商务部印发了《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从增强外贸履约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保障能力等多方面提出若干政策措施。2023年两会预算报告同样提出“支

持加力稳定外贸”，并在贸易协定、税收政策、跨境电商、自贸区等多方面做出了部署。2023年 4月 7日举行的国常会再度

指出，“要针对不同领域实际问题，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拳，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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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雨绸缪，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 2023 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扩大市场准入、

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和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等方面，均做出部署。短期内，应

继续落实好当前的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减轻我国出口下行压力，并为出口部门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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