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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战后 , 伴随着东盟 5国 (印尼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新加坡 、 泰国)的经济增长 , 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

一系列变化。东盟 5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 , 是与世界各国工业化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相适应的。但是 , 由于各国经济

发展存在着历史性 、 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差异 , 东盟 5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国际相比仍有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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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WorldWarII, withtheireconomicdevelopment, theASEAN-5s(Indonesia, Malaysia, Phil-

ippines, SingaporeandThailand)industrystructureshavebeenchangedalot.Thesechangesadapttothenew

roleofindustrystructureinworldwidewaveofindustrialization.Whiletherearedifferencesintheirhistory, struc-

tureandinstitution, changesoftheASEAN-5 arequitedistinguishedfromthatofothercountriesintheworld.

一 东盟 5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

一国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间的关

系 , 它体现了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构成比例

及其相互关系。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 , 一个国家经

济发展的过程 , 不仅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

而且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 。随着国内经

济的迅速发展 , 东盟 5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一系

列重大变化 。

(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

不断下降

独立前后 , 农业是东盟国家 (除新加坡)最

主要的产业部门 , 在物质生产部门中占居主导地

位 。 1960年 , 印尼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54%、

37%、 26%和 40%。伴随着国内工业化的迅速发

展 , 各国农业的地位明显下降。以增加值计算 , 农

业均已成为东盟 5国最小的产业部门 。据统计 ,

2003年 , 各国农业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分别是:印尼 17%, 马来西亚 10%, 菲律宾

14%, 新加坡 0.1%, 泰国 10%。与农业部门产值

结构的变化相对应 , 东盟 5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

业比重大幅下降 。据统计 , 1960— 2003年期间 ,

印尼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从 75%下降到 45.0%,

马来西亚从 63%下降到 15.3%, 菲律宾从 61%下

降到 37%, 新加坡从 8%下降到 0.3%, 泰国从

84%下降到 40.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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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60— 2003年东盟 5国三次产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60 2003 1960 2003 196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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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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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6

4 4

40

75.0

63.0

61.0

08.0

84.0

17

10

14

　 0.1

10

45.1

15.3

37.0

00.3

40.1

14

18

28

18

19

8.0

12.0

15.0

23.0

4.0

44

49

32

35

44

17.5

35.4

15.7

25.8

24.5

32

45

46

78

41

17.0

25.0

24.0

69.0

12.0

40

42

60

65

46

37.4

49.3

47.3

74.0

35.5

　　注:印尼 、 新加坡的就业结构为 2001年的数据 。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IMD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

的有关年份数据编制 。

　　在各国农业内部 , 主要由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

生产两大部门组成。在粮食生产领域 , 稻米生产在

各国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8年 , 稻米生产在

印尼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为 31%、 马来西亚 12%、

菲律宾 31%。目前 , 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 , 泰

国 、印尼和菲律宾均实现粮食自给或接近自给 , 泰

国继续保持世界重要的稻米出口国地位 。 1998年 ,

泰国的稻米自给率为 139%、 印尼 96.3%、 菲律宾

82.3%、 马来西亚 76%;同年 , 泰国出口稻米

635.6万吨 , 居世界稻米出口首位 。不过 , 东盟 4

国稻米的单产较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低 。 1994—

1998年 , 印尼每公顷的平均稻米产量为 4.3吨 、

马来西亚 3.8吨 、 菲律宾 2.9吨 、 泰国 2.4吨 , 而

澳大利亚为 8.2吨 、美国 6.6吨 、 韩国 6.5吨 、日

本 6.4吨 、中国 6.1吨
[ 1]
。在经济作物生产领域 ,

橡胶 、 油棕 、玉米 、 甘蔗 、咖啡 、椰子和木薯等是

各国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 。其中 , 泰国 、 印尼 、马

来西亚是世界最主要的橡胶生产与出口国 , 1998

年 3国的橡胶产量分别为 216.2万吨 、 156.4万

吨 、 88.6万吨 , 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33.2%、

24%、 13.6%;3国的橡胶出口额分别为 183.7万

吨 、 164.1万吨 、 94.8万吨 , 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34.5%、 30.8%、 17.8%;马来西亚 、 印尼 、 泰国

是世界主要的油棕生产与出口国 , 1998年 3国的

油棕产量分别为 832万吨 、 590.2万吨 、 47.5万

吨 , 分 别 占世 界 总 产 量 的 45.6%、 32.3%、

2.6%;3国的油棕出口额分别为 729万吨 、 147.9

万吨 、 2.2万吨 , 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70.1%、

14.2%、 2.1%
[ 2]
。

(二)工业 (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产值和就业比重均迅速提高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 东盟 5国的工业化进程

不断加快 。由于各国工业的增长率不仅大大高于农

业 , 而且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 , 从而工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据统计 , 1960—

2003年 , 各国工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的变化分别是:印尼从 14%升至 44%, 马来西亚

从 18%升至 49%, 菲律宾从 28%升至 32%, 新加

坡从 18%升至 35%, 泰国从 19%升至 44%。与工

业部门产值结构的变化相对应 , 东盟 5国工业部门

的劳动力就业比重迅速上升 。据统计 , 1960— 2003

年期间 , 印尼工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从 8%上升到

17.5%, 马来西亚从 12%上升到 35.4%, 菲律宾

从 15%上升到 15.7%, 新加坡从 23%上升到

25.8%, 泰国从 4%上升到 24.5%。

尽管各国的工业内部结构不尽相同 , 但制造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 20世纪 60年代初

期 , 在东盟 5国的工业部门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较

小。除菲律宾制造业基础较好外 , 其他国家制造业

的比重均较低 。从 60年代开始 , 东盟 5国相继实

行进口替代战略 , 采用高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工业的

发展 , 以国产品取代外国制成品 , 特别是消费品的

进口 。 70年代以后 , 各国转入面向出口工业化发

展阶段 , 大力引进外资 , 鼓励工业品出口 , 促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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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成为工业的主导部门 。据统计 , 1960— 2003

年 , 各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分

别是:印尼从 6%升至 25%, 马来西亚从 9%升至

31%, 菲律宾从 20%升至 23%, 新加坡从 12%升

至 28%, 泰国从 13%升至 35%
[ 3]
。在国内产业结

构的转型中 , 东盟 5国均实现了制造业产值超过农

业产值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超过农产品出口比重

的目标。 1984年泰国制造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

1987年马来西亚制造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与此

同时 , 各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提高 。 1983

年 , 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率

先超过初级产品的比重;1987年 , 泰国的工业制

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初级产品;1990年 ,

马来西亚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首次超过

50%;1993年 , 印尼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也

首次过半。

在制造业内部 , 东盟 5国传统制造业行业的地

位总体日益下降 , 而新兴制造业行业迅速发展 。近

年来 , 各国的电子信息工业 、 石油化学工业 、 汽车

工业等发展较快 , 并成为一些国家制造业的主导或

支柱行业 。据统计 , 1990— 2000年 , 各国制造业

内部主要行业产值比重的变化分别为:印尼的食

品 、饮料与烟草行业从 27%下降至 20%, 纺织与

服装行业从 15%上升至 20%, 机械与交通设备行

业从 12%上升至 17%, 化工行业从 9%上升至

11%;马来西亚的食品 、 饮料与烟草行业从 15%

下降至 8%, 纺织与服装行业从 6%下降至 4%,

机械与交通设备行业从 31%上升至 47%, 化工行

业从 11%下降至 7%;菲律宾的食品 、饮料与烟草

行业从 39%下降至 38%, 纺织与服装行业从 11%

下降至 9%, 机械与交通设备行业从 13%下降至

9%, 化工行业从 12%下降至 11%;新加坡的食

品 、饮料与烟草行业从 4%下降至 3%, 纺织与服

装行业从 3%下降至 1%, 机械与交通设备行业从

53%上升至 62%, 化工行业从 10%上升至 15%;

泰国的食品 、饮料与烟草行业从 24%上升至 26%,

纺织与服装行业从 30%下降至 17%, 机械与交通

设备行业从 19%下降至 10%, 化工行业从 2%上

升至 8%
[ 4]
。

(三)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

总体上趋于上升

伴随着东盟 5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 各国

的服务业部门取得较快的发展 。由于历史的因素 ,

各国的服务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历史上 , 新加坡经

济高度依赖转口贸易 , 服务业部门一直占较高比

重。战前 , 马来西亚的服务业部门也相对较发达。

不过 , 从总体上看 , 东盟 5国的服务业部门在国民

经济的地位趋于上升 。据统计 , 1960— 2003年 ,

各国的服务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

分别是:印尼从 32%升至 40%, 马来西亚从 45%

降至 42%, 菲律宾从 46%升至 60%, 新加坡从

78%降至 65%, 泰国从 41%升至 46%。与服务业

部门产值结构的变化相对应 , 东盟 5国服务业部门

的劳动力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据统计 , 1960— 2003

年期间 , 印尼服务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从 17%上

升到 37.4%, 马来西亚从 25%上升到 49.3%, 菲

律宾从 24%上升到 47.3%, 新加坡从 69%上升到

74%, 泰国从 12%上升到 35.5%。

在各国的服务业内部 , 传统服务业的比重逐步

下降 , 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日益提高。它主要表现

在:东盟 5国的现代金融部门由于各国放宽了对金

融业的管制 , 实施国内金融制度改革 , 大力发展国

内金融市场 , 并采用了先进技术设备 , 大大提高了

金融效率 , 使得金融部门的产值在服务业部门中的

比重不断上升;各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成为服务

业部门发展最快的行业 , 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可观的

外汇收入 。新加坡 、泰国均已跻入世界旅游大国的

行列 , 旅游业也成为马来西亚 、 菲律宾和印尼外汇

收入的重要支柱。各国旅游业的飞速发展 , 不仅改

善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 , 而且为国内提供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近年来 , 各国的国际服务贸易迅

速发展。菲律宾 、泰国是亚洲重要的劳务输出国 ,

每年汇回巨额的外汇收入
[ 5]
。

二 东盟 5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因

一国工业化过程中 , 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取决

于社会需求和要素供给的结构 , 但在工业化的不同

阶段其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
[ 6]
。在工业化进程中 ,

东盟 5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源于各国社会需求和

供给结构的变化 , 主要表现为国内经济的增长促进

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 而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又推

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转换 。

首先 , 东盟 5国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推动国内

产业结构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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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盟 5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 社会

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并直

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化 。由于各国国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 , 消费结构中用于饮食的部分减少 , 这就意

味着人们要求更多的工业品消费 , 这就促进了各国

轻纺工业的发展 。在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之

后 , 人们消费欲望和结构要求增加耐用消费品的生

产 , 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也意味着为资本大量积

累提供了可能。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工业投资的增

加 , 推动了各国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

的发展 。同时 , 社会的进步和居民收入的增加 , 人

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 , 对教育 、 医疗 、旅

游 、文化娱乐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从而推动

着这些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 。

其次 , 各国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促进国内产业

结构的转换 。

东盟 5国的自然资源 、 资本和劳动力拥有状况

和相对价格 , 是其产业结构形成与演进的重要条

件 。由于东盟国家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 森林资源

和矿产资源 , 各国根据资源禀赋程度的不同采取了

不同的资源加工型产业发展方式 , 泰国 、 马来西亚

和印尼的农产品加工 、橡胶工业 、造纸工业等行业

部门发展较快。另一方面 , 东盟国家的劳动力资源

十分丰富 , 工资成本较低 , 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 使

得这些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地

区之一 。跨国公司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 将

成熟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转移到这些国家 , 建立

起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 , 也建立起了部分技术密

集型产业
[ 7]
。

最后 , 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决定了外向型产业

部门的发展 。

长期以来 , 东盟 5国一直属于高度的外向型经

济 , 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 , 因而国际市场需求

变化对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较大。据统

计 , 2004年 , 印尼的进出口贸易额与 GDP比重为

54.8%、 马来西亚为 196.2%、 菲律宾为 94.9%、

新加坡为 321.5%、 泰国为 120.2%
[ 8]
。在东盟 5

国 , 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 , 国际市场需求

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行业部门的兴衰 。 20

世纪 60年代以后 , 东盟国家农业部门中油棕 、木

薯 、玉米等生产迅速兴起 , 是与国际市场的需求旺

盛密切相关的 。泰国传统上是一个稻米生产国 , 国

内原来几乎不从事木薯和玉米的生产 , 由于国际市

场特别是欧洲市场对饲料的需求急剧扩大 , 大大刺

激了泰国饲料业的出口 , 玉米和木薯生产由此得到

迅速发展并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部门。同时 , 东盟

5国相继建立起来的纺织工业 、 电子电器工业 、 化

学工业等 , 从一开始就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 , 以

出口工业发展为依托 , 国际市场的需求波动对这些

产业部门的增长有着极大的影响 。

三 东盟 5国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东盟 5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 , 是与世界各国

工业化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相适应的 。它主要表

现为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逐步下降 , 工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迅速上升 ,

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提高 。不过 , 由

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历史性 、 结构性和制度性的

差异 , 东盟 5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国际相比仍有许

多特点。

1.东盟 5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份额虽呈下

降趋势 , 但印尼和菲律宾仍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

均水平。

伴随着国内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 东盟 5国的农

业产值比重急剧下降 , 农业在国民经济的作用明显

减小 。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 各国农业的增长速度

一直低于 GDP增长率 , 也低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

部门的增长率 。目前 , 除新加坡外 , 东盟 4国农

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降至为 10% -17%。作

为中等收入国家 ,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农业产值比

重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 , 而印尼和菲

律宾的农业产值比重分别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的 7个百分点和 4个百分点 。若与中国的农

业产值结构相比较 , 印尼的农业产值比重略高

些 , 菲律宾的农业产值比重则略低些 (见表 2)。

另一方面 , 各国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虽然不断下

降 , 但明显慢于产值比重的变化 。多数国家农业

部门的就业比重大大高于产值比重 , 说明这些国

家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滞后现象 。此外 , 各国的

农业基础较为薄弱 , 农业结构升级缓慢 , 粮食和

经济作物的单产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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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3年东盟 5国三次产业部门产值结构的国际比较 (%)

农业 工业 制造业 服务业 人均 GNP(美元)

印　　尼

马来西亚

菲 律 宾

新 加 坡

泰　　国

17

10

14

0

10

44

49

32

35

44

25

31

23

28

35

40

42

53

65

46

810

3880

1080

21, 230

2190

韩　　国

香　　港

中　　国

印　　度

3

0

15

22

35

12

52

27

23

5

39

16

62

88

33

51

12, 030

25, 860

1100

540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24

10

2

27

36

27

14

22

18

49

54

71

—

—

—

　　注: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 GNP765美元或以下的经济体 , 中等收入国家是指人均 GNP766-9385美元的经济体 , 高收

入国家是指人均 GNP9386美元或以上的经济体。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5的数据编制。

　　2.东盟 5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普遍高

于处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 制造业产值比重

也高于相同收入国家的水平。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 东盟 5国的工业部门增

长速度不仅高于 GDP增长率 , 也大大高于农业部

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增长率 。除菲律宾外 , 各国制造

业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 GDP和三大产业部门的增

速 。因此 , 各国的工业部门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

地位迅速上升。除菲律宾外 , 印尼 、 马来西亚和泰

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均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

水平 , 新加坡也大大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同期 , 东盟 4国的制造业产值比重均高于中等收入

国家的平均水平 , 新加坡则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的 10个百分点 。不过 , 若与中国的工业和制造

业产值结构相比较 , 东盟 5国工业和制造业产值比

重则普遍低于中国的水平 。

由于各国的经济规模较小 , 东盟 5国并未形成

完整的工业体系 , 基础工业发展较慢 , 资本密集型

工业未能实现规模经济 。各国产业结构升级乏力 ,

技术进步缓慢。从整体上看 , 东盟 5国自主创新能

力低下 , 以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技术为主 , 电子信

息产业多是加工装配行业 , 拥有自主品牌且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品较少 。同时 , 各国制造业均存在着对

某一行业的过度倾斜和出口市场的高度依赖 。例

如 , 东盟 5国电子电器业集中度高 , 产品出口高度

依赖于美 、日 、欧市场 。

3.东盟 5国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虽总

体趋于上升 , 但仍普遍低于处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

的国家。

几十年来 , 东盟 5国服务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保

持在与 GDP增长率相当或略高的水平 , 印尼 、 马

来西亚和泰国服务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还低于工业部

门和制造业的增速 。但从总体上 , 东盟 5国服务业

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趋于上升。不过 , 与中

等收入国家相比较 , 东盟 4国的服务业产值比重均

低于平均水平 , 印尼低 14个百分点 , 马来西亚低

12个百分点 , 菲律宾低 1个百分点 , 泰国低 8个

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较 , 新加坡的服务业产

值比重均低于平均水平 6个百分点。可见 , 东盟 5

国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相对缓慢。不过 , 若与

中国的服务业产值结构相比较 , 这些国家服务业产

值比重均大大高于中国的水平。

从总体上 , 东盟 5国的服务业部门发展相对滞

后 , 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目前 , 除新加坡外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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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国家服务业部门发展较为缓慢 , 服务业部门比重

低于同类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 现代化的信息 、物

流 、科技和文化等部门并未真正形成 。

4.东盟 5国三次产业部门就业结构虽然出现

了相同的变化趋势 , 但各国劳动力流动的状况不尽

相同。

在东盟 5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大部分时期 , 农业

劳动力转移均存在滞后现象 , 表现为农业就业结构

的变化明显慢于其产值结构的变化 , 直到近期这种

趋势才有所转变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 , 随着工业

化的进程 , 各国的农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均呈现

下降的趋势 , 农业就业结构的降幅一直小于其产值

结构的降幅 。但是 , 从 90年代末开始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和泰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的速度加快 , 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急剧下降 。

1960— 2003年 , 马来西亚的农业产值比重下降 27

个百分点 , 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约 48个百分点;

菲律宾的农业产值比重下降 12个百分点 , 而农业

劳动力比重下降 24个百分点;泰国的农业产值比

重下降 30个百分点 , 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约 42

个百分点。不过 , 印尼 、 泰国和菲律宾的农业劳动

力仍占较大的比重。

另一方面 , 东盟 4国三次产业部门间的劳动力

转移不尽相同。马来西亚和泰国表现为农业与工业

间和农业与服务业间的劳动力转移比较均衡 , 印尼

和菲律宾表现为农业与服务业间的劳动力转移强于

农业与工业间的转移 。 1960— 2003年 , 印尼从农

业部门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只有 9.5%转移到第二产

业部门 , 而 20.4%转移到第三产业部门;马来西

亚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下降 47.7%, 其中有

23.4%为工业部门所吸收 , 有 24.3%转移到服务

业;菲律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仅有 0.7%转移到第

二产业部门 , 而 23.3%转移到第三产业部门;泰

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减少 43.9%, 其中有

20.5%转移到工业部门 , 其余 23.5%转移到服

务业 。

东盟 5国三次产业部门就业结构变化的特征 ,

究其原因主要是 , 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吸收

的就业人数有限。不论是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 , 还

是面向出口工业化阶段 , 各国偏重于引进外国跨国

公司 , 当地中小企业发展滞后 , 使得工业部门都无

法产生较大吸收力将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吸收到

近代工业部门中来 。另一方面 , 除新加坡外 , 东盟

4国的农村人口众多 , 农村开发和非农业部门发展

有限 , 严重阻碍了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部门内转移。

因此 , 在工业吸收能力低和农村缺乏非农就业机会

的条件下 , 东盟 4国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大量流向城市中传统服务业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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