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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关系的新进展

王　勤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的加速 , 新加坡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 大力拓展

中国这一新兴市场 , 使中新经贸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一、近年来中新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近年来 , 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 , 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

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政治关系友好 , 经济互补性较强 , 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资、承包

劳务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

自 1990 年中新建交以来 , 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 10 年来两国贸易年平均

增长率达 12 %。据中国海关统计 , 1990 年中新两国贸易额为 23125 亿美元 , 1995 年为 68198

亿美元 , 2000 年中新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 , 达 10812 亿美元。2001 年双边贸易额为

109134 亿美元 , 2002 年为 140121 亿美元。2003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93152 亿美元 , 增长

38 %。其中中国出口 88169 亿美元 , 进口 104184 亿美元 , 分别增长 2713 %和 4817 %。该年 ,

中国是新加坡第 5 大贸易伙伴 , 新加坡是中国第 8 大贸易伙伴。同时 , 中国大陆、台湾和香

港与新加坡的贸易总额已超过美国 , 成为新加坡第 2 大贸易伙伴 , 仅次于马来西亚。同时 ,

两国贸易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 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增加。2001 年 , 机

电产品分别占中国从新加坡进、出口商品比重的 5713 %和 6011 % ; 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占中

国与新加坡进、出口商品比重的 4014 %和 3613 %。从新加坡进口的商品中 , 金额达到 5 亿美

元以上的有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成品油、初级形状的塑料、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等。在中国出口到新加坡的商品中 , 最大宗的是成品油、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服装

及衣着附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等。

在新加坡政府提出“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政策鼓励下 ,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新加坡对

华投资 , 近年明显出现了转机。1993 —1995 年曾是新加坡对华投资高峰期。但 1997 年后由

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 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大幅下滑。2002 年 , 新加坡对华投

资扭转了过去三年下降的局面。2002 年 , 新加坡在中国直接投资的项目 930 项 , 增长

3718 % ; 合同外资额 27185 亿美元 , 增长 4014 % ; 实际投资 23137 亿美元 , 增长 911 %。2003

年 , 新加坡在中国直接投资的项目 1144 项 , 合同外资额 34119 亿美元 , 实际投资 20158 亿美

元。截至 2002 年底 , 新加坡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累计投资项目 10727 项 , 合同外资额 4011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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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 实际投入 214173 亿美元 , 分别占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合同外资额和

实际投资额的 215 %、419 %和 418 %。目前 , 新加坡已成为中国的第 6 大外资来源地。另据

新加坡官方统计 , 从 1997 年起 , 中国已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海外投资国。

1960～2003 年中国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比上年增长 (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1960 0151 0127 0125 0102 - 2615 - 419 - 4111

1965 0166 0162 0104 0157 2611 1814 42216

1970 1146 11012 0145 0157 - 2515 - 313 - 5110

1975 2173 2138 0135 2103 - 2014 1811 - 7515

1980 6111 4121 1190 2131 5213 4210 8113

1985 22180 20193 1187 19106 5918 7117 - 917

1990 23125 18163 4162 14102 1317 2519 - 1812

1995 68199 35101 33198 1103 3616 3618 3613

2000 108121 57161 50160 7102 2614 2810 2416

2001 109134 57192 51143 6149 111 015 116

2002 140118 69166 70152 - 5168 2814 2013 3715

2003 193152 88169 104184 - 16115 3810 2713 4817

　　资料来源 :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有关年份、中国海关统计编制。

近年来 , 一些新加坡上市公司纷纷引入中资。淡马锡控股、新科技集团等政府控股的政

联企业 ( GLC) 也尝试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同时 , 新加坡在华投资已从传统的房地产、制造

业转向资讯、科技、金融、旅游、环保、运输等新领域 , 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热情也有上

升。2001 年起 , 中新苏州工业园的中新股权比率顺利转换 , 中方承担管理权 , 双方在工业

园开发建设中的合作更趋密切 , 使苏州工业园项目不再影响新加坡工商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

看法。2001 年 , 中新苏州工业园已实现转亏为盈。2002 年 , 中新两国政府同意为中新苏州

工业园区的新阶段发展定下三年目标 , 将占地 70 平方公里的园区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

代化城镇 , 以继续作为中新两国友好合作的典范。到 2004 年 , 完成园区 70 平方公里土地的

城镇基础建设 , 争取三年内达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超过 200 亿美元和实际投入额超过

100 亿美元 , 以及中新苏州工业区在 2004 年上市的目标。①2003 年 12 月 ,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 ( GIC Special Investments) 与国际金融公司以 27 亿元人民币收购福建兴业银行近 25 %的股

权 , 被列入当年中国 10 大并购事件。其中 ,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资 514 亿元人民币

(11188 亿新元) , 占该行 5 %的股权。

另一方面 , 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投资也与日俱增。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 截至 2003 年 3

月底 , 经批准或备案的我国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共 173 家 , 双方协议投资总额 8188162 万美

元 , 中方协议投资额 7195136 万美元。其中 , 服务贸易类企业 135 家 , 中方投资额 6033142

万美元 ; 生产加工类企业 34 家 , 中方投资额 901194 万美元 ; 投资类企业 4 家 , 中方投资额

260 万美元。另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数据显示 , 目前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超过 250 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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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 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重组与调整 , 如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与广东省

银行新加坡分行于 2001 年初完成合并、中国保险新加坡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新加坡分公司也

已合并 , 从而增强了中资企业的实力。

经过一年半的沉寂之后 , 中资企业到新加坡上市出现新一轮的热潮。2003 年 6 月 5 日 ,

鸿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 , 成为继 2001 年 12 月中国航油 (新加坡)

股份公司上市一年半后第一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资企业。2003 年 , 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资企

业达到 14 家 , 据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统计 , 截至 2003 年底 , 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资企业共有

33 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500 余家公司中 , 外国企业约 120 家 , 其中中资企业已跃

居外资企业数的第二位 , 仅次于香港企业。③目前 , 新加坡已成为仅次于香港、纽约的中资

企业在海外的第三大筹资地。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 , 主要涉及制造

业、交通、仓储与通信、水电与煤气、商贸、房地产、服务业 , 其中以制造业企业占多数。

进入 2004 年 , 中资企业在新加坡上市仍保持持续升温的势头。仅 2004 年 1 —2 月 , 就有天圜

营养集团、中国软包装控股、金迪生物科技等中资企业在新加坡上市。

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较快 , 目前新加坡是中国海外第一大劳务市场和第二

大工程承包市场。1998 年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曾因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滑 , 但很快恢

复增长。1999 —2002 年 , 中国公司在新加坡签订承包劳务合作合同额分别为 11176 亿美元、

13139 亿美元、13187 亿美元和 6114 亿美元 , 完成营业额分别为 1012 亿美元、12108 亿美元、

1118 亿美元和 10186 亿美元。截至 2002 年底 , 中国公司在新加坡累计签订承包劳务合作合

同15 056份 , 合同金额 85199 亿美元 , 完成营业额 71138 亿美元。

中新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取得较快进展 , 并展现广阔的发展前景。2002 年 4 月 ,

胡锦涛副主席访新时提出中新四大合作领域的第一项就是高科技合作。同年 5 月 , 中国科技

部决定在新加坡设立中国首个海外高科技企业创新中心 , 以进一步推动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

合作。自从中新建交以来 , 两国政府间已经在精密机械、微电子、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和新

材料等方面进行了 20 个研究项目的合作 , 第五批 5 个合作项目正在启动。目前 , 按照新加

坡经济发展局制订的高科技含量评定标准 , 在新加坡的中资高科技企业大约有 60 多家。④

此外 , 中新两国在航空服务和旅游方面的合作也不断扩展。2002 年 , 中新两国签署扩

大航空服务和合作协议 , 进一步增加双方客货运输量和地点 , 在中国设立机场管理培训中

心 , 引进新加坡的航空管理经验。同年 , 新加坡政府放宽了中国商家到新加坡的商务签证条

例 , 允许中国商家可以获得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多次入境签证。2004 年起 , 凡持外交、官方

或公务护照的中国公民 , 在新加坡逗留不超过 30 天 , 将不需要签证 ; 新加坡还将简化签证

申请手续 , 让更多的中国旅行社代旅客办理签证申请手续。2003 年 , 中国到访新加坡的旅

客达 5618 万人次 , 成为仅次于印尼的新加坡第二大旅客来源地。

二、新加坡对华经贸战略的调整

中国入世前后 , 新加坡政府积极调整了对中国的经贸战略 , 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 , 以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 提出了“搭乘中国

经济顺风车”的“中国战略”。2001 年 8 月 9 日 ,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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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了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五大方向 , 其中第一条就是“开展环球化经营 , 将业务扩展到

本区域或更远的新市场 , 包括中国和印度”。同时 , 政府还将开拓中国市场视为未来经济增

长的第四引擎。为此 , 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 , 包括贸工部设立国际商务部门 , 来协调在

华的发展计划 ; 设立中国联络网提供在华经商的资讯 , 分享在中国经商的资讯 ; 在中国建立

新加坡总商会 , 协助新加坡人融入中国的商业环境 ; 设立中国商业资讯中心 , 提供一站式的

咨询服务 ; 派遣政府官员赴中国进修 , 培养一批了解中国的官员 , 鼓励学生选修华文等。同

年 11 月 , 在中新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磋商第四次会议上 , 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

达成全面共识。此外 , 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还率领经贸代表团前往中国西部的省区考察。

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 , 转口贸易占新加坡贸易总额的 45 %左右。目前 ,

中国出口到新加坡的商品共 24 种 , 其中钢材、家具、陶瓷及农副产品等多为转口贸易 , 有

的则全部转口。中国出口到印尼、泰国、斯里兰卡、澳洲甚至欧洲的商品 , 许多都经新加坡

转口。为此 , 新加坡政府提出要协助中资企业通过当地进军周边市场 , 使新加坡成为中国大

型企业在东南亚销售产品的桥头堡。政府将鼓励中国企业到新加坡设立分销中心 , 协助其在

短期内建立区域分销网。同时 , 鼓励中资企业与新加坡贸易商在国际行销和创立品牌方面进

行合作。迄今为止 , 已有春兰集团、南洋五矿、飞跃缝纫机集团等中资企业以新加坡为基

地 , 逐步进军周边国家市场。

同时 , 新加坡政府已设立跨部门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吸引和协助更多包括中国企业在

内的外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或设立公司。为了吸引中国企业到新加坡设立办事处、分公司 ,

以当地作为它们进入东南亚市场的门户 , 以及最终在新加坡上市 , 新加坡政府将为中国企业

提供“配套”援助计划 , 这包括协助它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联系、提供较低的办公室租金以

及协调展销中国产品。⑤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计划 , 在近三年内吸引至少 100 家的中国企业到

新加坡安家落户。同时 , 进一步吸引中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 ,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希望在近两

三年内每年可以吸引多达 20 家中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方面认为 , 中国企业在新加

坡上市具有一些有利条件 , 由于新加坡是国际金融中心 , 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 当地既能

较好地接纳中国概念又容易获得国际资本青睐。另外 , 新加坡的入市门槛较低更适于中国企

业上市。

三、中新经济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两国经贸合作成效显著。随

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实施 , 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关

系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 , 双边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2002 年 4 月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新加坡期间 , 中新两国领导人就在高科技、中

国西部开发、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人才培训与交流四个领域加强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 这为

在新世纪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双边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双方认为 , 中新经贸合作应当从传统

的经济部门提高到新经济领域 , 特别是重视高科技合作与人才交流。两国经贸合作与投资应

该从过去着重于中国的东部地区扩大到西部地区 ,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贸工部长杨荣文和总

统纳丹先后访问了中国西部地区 , 肯定了西部发展的前景。新加坡有充足的资金 , 有成熟的

企业 , 有高级的管理人才 , 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 与西方跨国公司有密切的关系 , 能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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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中西方桥梁的作用。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开放 , 为世界各国的商品进入提供了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

新加坡作为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 , 最能享受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商机。新

加坡著名的证券公司大华继显研究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测算 ,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每年可为

新加坡增加约 116 %的国内生产总值 ; 中国的出口贸易平均每增长 1 % , 将带动新加坡对中

国的出口增长 015 % ; 1994 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回报仅 4 亿美元 , 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

的 014 % ; 1999 年这一投资回报已达 32 亿美元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2 %⑦新加坡学者的研

究显示 , 中国关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 新加坡的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就将增加 991282 万美

元 , 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增加 261982 万美元 , 初级产品出口增加 411662 万美元 , 其他工业品

出口则增加 331601 万美元。⑧

中国入世之后 , 国内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 贸易投资障碍逐渐消除 , 政策透明度日益增

强 ,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 服务业逐步开放 , 它将为中国与新加坡在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金

融、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在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方面 , 作为中

国最大的海外劳务市场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 , 中国公司在新加坡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

将不断扩大 , 中国外派海外劳务人员的数量也将日益增加。在金融业方面 , 随着中国的银

行、证券、保险业逐步开放 , 外国金融机构将踊跃进入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 这也将为新

加坡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发展空间和市场。在港口方面 , 中国放宽了外资对集装箱码头设施

及营运公司的持股比率 , 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它将吸引新加坡港务集团加速进军中国集

装箱码头业务。目前该港务集团已在大连、福州和广州合资经营码头。在旅游业方面 , 中国

承诺入世后三年内 , 逐步改变原有对外资进入国内旅游业严格限制的规定 , 允许外资占多数

股权 , 外商进入中国旅游行业的限制将大幅放宽 , 这将进一步推动双边旅游业的合作。在教

育方面 , 中国入世后 , 教育的国际化、产业化和法制化的步伐加快 , 市场在教育资源中的配

置作用将加大 , 这为双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由于新加坡教育制度受西方国家影

响较大 , 英文教育水平较高 , 已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当地留学。目前 , 到新加坡留学

的中国学生人数约在 113 万 —115 万人。

总之 ,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 , 中国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将进一

步发展。

　　注 　　释 :
①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5 月 29 日。

②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 年 10 月 28 日。

③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 http : / / www. . sgx. com.

④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 年 4 月 2 日。

⑤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3 月 23 日。

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 年 10 月 1 日。

⑦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 年 11 月 22 日。

⑧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 年 12 月 18 日。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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