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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对亚洲不是威胁  

 

李罗力  

 

中国市场的需求拉动了东亚出口的复苏 

2002 年以来，中国市场的需求拉动了东亚出口的复

苏。2002 年 4 月份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在对华出口快速

增长的带动下，出口首次出现增长，但是对美国和欧洲

的出口则仍保持低迷，甚至继续下跌。据统计，由于新

加坡 4 月份在医药及石油化工产品出口的推动下，对中

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 69％，因而它的整个非石油类产品

出口增长了 6.4％，结束了连续 13 个月的下滑局面；而

它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增长还不到 2％。与之相似，韩国

对华出口已成为近期阻止其贸易下滑的动力。2002 年头

３个月，韩国对中国出口增长 5％，而对美国和欧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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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分别下跌了 7％和 11％。而在 4 月份，在对华出口

猛增 21％的带动下，韩国出口实现了 9.7％的增长。 

根据 2002 年以来的统计数字，当多数亚洲国家对美

国出口平平时，中国却在 2002 年前 3 个月，对美国出口

增长了 14.5％，超过了中国总出口 10％的增长水平。由

于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半数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而中国

的外来投资中很多是来自亚洲地区的，同时中国企业正

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引进大量原料和资本，然后这些企业

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地区。因此，中国出口

增长对整个区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有文献指出，尽

管中国经济规模仅是日本的 1/4，但为亚洲的出口提供

了一个 400 亿美元的大市场，而日本从亚洲的进口不过

800 亿美元。 

这些数据都有力地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崛起的

中国不是威胁，不会挤走和压垮其他的竞争对手，相反

会对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崛起的中国给周边国家带来双边贸易的巨大好处 

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很快，均超过了各自的整

体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2002 年上

半年，中国对东盟５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4.6％，从东盟５

国进口增长了 17.6％。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出口有不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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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香港地区转口的，因此，东盟５国对中国和香港地

区的出口已接近对日本的出口规模，2002 年第二季度有

可能超过对日出口，中国将成为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出口市场。此外，中国商品近年虽大举涌入东南亚国家，

但中国对东南亚的贸易仍属“入超”（贸易逆差）形势，

譬如 2001 年中国出口马来西亚总额为 32 亿美元，入口

总额则是 62 亿美元，差距是很明显的，主要是因为中国

向马来西亚购买了大量的棕油和橡胶等原产品。 

还有资料指出，由于中国输往东南亚主要商品为电

机及影音器材、纺织品、矿物燃料、锅炉及机器、化学

物品、五谷及疏菜、车辆及零件，其中质高价廉的最终

消费品占了很大比例，因而它对东南亚国家做出了另外

一方面特殊的贡献，那就是压低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为

这些国家的经济及底层社会带来巨大好处。尤其是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货币贬值，如

果没有中国价廉物美的摩托车和家电产品，中低收入者

根本无法分享现代化产品。中国商品在东南亚的意义，

是填补低价民生物品的真空，如今他们只须用一半的钱

来购买过去由日本生产的价格高昂的电器，使东南亚许

多人民得到好处，并且改变了社会的景观。 

2001 年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 15.7％，进口也

减少 7.9％，处于低迷状态。然而对中国的贸易增长虽

有所放缓，但在主要贸易伙伴 5 国(地区)中是唯一进出

口均呈增长的国家。2001 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 877.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5％，日本连续 9 年成为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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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贸易伙伴。据此，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超过台湾地

区和韩国，上升到第二位。同样，中国仍为日本的第二

大进口国，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在日本的贸易总额中所占

比重首次突破 10％，达到 11.8％。 

业内人士认为，2002 年日中贸易将超过 2001 年的

892 亿美元，接近 1000 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1)中

国加入 WTO 后，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将下调 5332 种产

品的进口关税并削减进口许可证管理品目；(2)2001 年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无论是合同金额还是实际执行全额均

超过历史水平，高技术、高附加价值零部件及生产设备

的出口以及制成品的进口都有望增加；(3)在中国 IT 市

场不断扩大的前景下，预计日本对中国的 IT 贸易将有所

增长；（4）在特别关税撤消后日本对中国的汽车等产品

的出口可望恢复；(5)2002 年中国的经济将持续稳步发

展。 

2002 年以来统计数据验证了上述预测。据统计结果

显示，2002 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突破 450 亿美元，达

到了 451.2 亿美元，连续３年突破上半年的最高贸易额

纪录。其中日本对华出口额同比增长 11％，这是日本上

半年的对华出口额自 1999 年起连续４年持续增加。日本

对华出口增加主要是受汽车、钢铁和金属加工机械对华

出口激增的牵引，其中汽车出口量增加 60.5％，钢铁出

口量增加 45.2％。在中国对日出口方面，以机械类商品

所占份额最大，占上半年对日出口总额的 33.9％，其中

ＩＴ相关产品的对日出口大幅增加引人注目。计算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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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和复印机的对日出口同比增加 59.5％，手持电话等

电话类产品的出口额更是激增 97.9％。机械类产品对日

出口额增加是因为一些日本的电子和机械类企业将生产

基地转移到中国，产品返销日本所致。此外，日本贸易

振兴会称，2002 年上半年，日本的全球贸易额同比减少

7％，但对华出口却增长了 11％，同时进口额也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这样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就

有所上升，同比增长 1.7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的 12.8

％，使中国已成为日本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国。 

韩国也是如此，在 2001 年韩国主要贸易中，仅中韩

双边进出口保持了正增长。2001 年中国对韩出口 101.25

亿美元，自韩进口 193.91 亿美元，中方逆差 92.66 亿美

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韩国继美国之后的

第二大出口市场。在美国、日本等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韩国把出口目标转向中国市场，尤其是中小企业更是把

中国视为摆脱困境的希望所在。 

 

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投资不断增长 

在投资方面，目前东盟５国对中国投资大大超过中

国对东盟的投资。根据中国方面的有关统计，截至 2001

年，东盟５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累计合同金额达 528 亿美

元，实际金额达 261 亿美元，在中国接受外资总额中各

占 7.1％和 6.6％。 

2001 年韩国对中国投资进一步加大。据韩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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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至 10 月韩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和金额都大大

超过韩国以往的第一投资对象国美国。据中方统计，1

至 10 月中国政府共批准韩对华投资 2328 项，同比增长

17％，占中国同期新批外商投资项目数的 11.3％;协议

外资金额 25.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0.4％，占同期外商

对华投资协议金额的 4.7％。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韩

国企业以其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势，利用我国的廉价生产

成本，将制成品出口欧美等发达国家(小部分返销本国)。 

日本更是如此，据日本大藏省发表的 2001 年度日本

对外投资报告显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 1802 亿日元，

比上年大幅增长了 64％。日本通产省 2002 年 2 月公布

了一项关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的调查报告。其结

果显示，平均每 7 家制造业企业中有 1 家在过去数年间

向海外转移生产，转移的地区将近 80％在亚洲，而其中

有高达 40％的企业选择了中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不仅

在数量上有了迅猛的增长，而且在投资的质量、投资的

档次和投资的技术含量上了有了突出的提高。尤其是日

本，最近以来一些高端和关键性产品的生产、研发基地

开始移师中国。佳能在苏州投资 9000 万美元建立了佳能

全球最大的工厂，未来将主要面向全球市场生产数码复

印机。而东芝公司投资 70 亿日元在杭州建立了全球化Ｉ

Ｔ工业基地，占地４０万平方米，它的奠基，意味着东

芝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开始了持续性的加大。同时，进驻

该基地的第一家企业——６月份成立的东芝信息机器



 7

（杭州）有限公司也将成为东芝全球性的笔记本电脑生

产基地，预计明年４月正式投产，当年生产笔记本电脑

75 万台。此外，日本松下集团继去年在北京建立了研发

中心后，又与ＮＥＣ和华为联手，在今年４月建立了以

移动互联网／第三代移动通信终端技术的合作开发为目

的的上海宇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的客户群体

被明确规定为：“不仅限于中国而且面向全球。” 

由于中国拥有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和广阔而富有潜

力的市场，同时中国也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投

资软硬环境，从而使投资在中国的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企

业普遍盈利情况良好，这一切都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力。

正如ＮＥＣ总裁西垣浩司所说的那样：“不仅是对日本，

就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国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制造方面，如果不与迅速崛起的中国联手的话，

就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进一步说，甚至连生存都很困

难。” 

此外，靠对华业务获利的还不仅仅是制造业。分析

家认为韩国航空业，由于减少了不赢利的美国航线，增

加了中国航线，才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实现了赢利。 

另一方面，标志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新的重

大转折的现象是，中国开始进行对外的战略投资。尽管

中国的对外投资刚刚起步，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

施“走出去”的战略，一批有竞争力的中国国内企业，

特别是家电和机械行业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例如近年

来中国开始对东盟大量投资。中国著名的大型企业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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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Ｌ等开始在当地设厂生产。在油气田开发、木材和

橡胶等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国企业也正在

积极地扩大投资。李光耀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海外的

投资逐渐增加。在 2000 年时，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达 5.51

１亿美元，其中 1.08 亿美元流入东南亚。在未来的 20

年至 30 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将大量增加，使现在的数

字显得微小。” 

 

区域开发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新的重要领域 

联合进行区域开发将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

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 

在东北亚，人们将会注意到中国与韩国、日本甚至

俄罗斯对图门江流域的开发计划。这个区域合作开发的

设想最早是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提出的，但由于当

时时机并不成熟，而被搁置起来。但现在随着韩朝两国

关系的不断解冻，随着朝鲜国内开始加大力度进行经济

改革和对外与世界各国修好外交关系，这一区域的开发

设想迟早仍会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开发已经起步，正在成为中

国与东盟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启动后，湄公河流域开发的步子明显加快。中国

和老挝已经签定了经济合作协议，昆明至曼谷的公路已

经开始动工，云南省和泰国已经各在对方建立投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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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泰国企业也正在积极投资参与在云南省境内澜沧

江上游建设水电站。 

 

中国游客出国旅游观光给周边各国带来巨额收入 

旅游观光事业也已经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新领域。

以东南亚为例，东南亚已成为中国人出国旅游的首选之

地。到东盟各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在外国游客中所占的

比例不断上升。现在，到东盟各国旅游的中国人已经大

大超过了到中国旅游的东盟各国的游客人数。中国游客

的大量涌入给东盟各国带来巨额观光收入。中国的游客

已经使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受益。中国去马的游客已增

加到每年近 50 万人次。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尤其是韩

国，利用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的有利时机，大力招揽中

国游客到韩国去旅游观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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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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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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