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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比较
———基于产业与技术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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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出口已成为各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反映。而其技术结

构反映了该国在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和竞争力。比较中国和东盟制造业出口的技术结构可

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的技术结构具有趋同的态势；从市场相似度和产品相似度两

个维度来看，双方在高技术产业的出口上将面临愈加激烈的竞争；而相对于东盟，中国制造业

出口在各个技术层面上的竞争力较强，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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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至今已有 25 年，双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1—2015 年双边贸易额

由 79.6 亿美元增加到 4 721.6 亿美元，年均增长 18.5%；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由

5.9%上升到 11.9%。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0 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全面实施“零关税”。2015 年中国和东盟签署的自贸协定升级《议

定书》正式生效，进一步提高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时，中国与东盟 10 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正积极推进，为中国东盟双边经贸投资进一步发展增添动力。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东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与

贸易发展将有重要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关系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双方进出口的产品结

构，双边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以及双边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情况。潘青友（2004）测算了中国与

东盟五国 1990—1997 年间的贸易互补指数和相对竞争指数表明中国与东盟在相互贸易与第三方

贸易的趋同性；徐圆（2005）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分析认为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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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价格有所差异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双边贸易的主导；祝树金（2011）按技术水平分组分析中

国—东盟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采用出口技术水平指数衡量了中国与东盟出口品的技术变迁，发

现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品的技术水平呈上升趋势。
在上述研究中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在对进出口商品进行产业分类时大都依据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SITC）对双边贸易进行分析，在这种分类法下出口产品只是依据其性质粗略分类，并不能真

正反映出总体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第二，在讨论双边贸易结构时未能把产品贸易的技术结构纳

入研究框架，相比于一般的结构分类，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双边出口的整体技

术水平与技术进步的情况。此外，技术结构的相似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双边贸易竞争的激烈程度

和产业间的分工情况。
本文主要对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贸易的竞争型进行研究。为了克服上述不足，笔者借鉴了

OECD（2008）中对制造业技术分类的方法将出口产品按产业及技术水平进行重分类，并据此探讨

了不同技术水平下制造业出口的变动情况。随后通过计算总体不同技术水平下的贸易相似度指数

研究了双方制造业出口的竞争程度。最后，利用竞争优势指数对比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制造业总体

以及各产业的竞争优势。

二、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

在数据的选择方面笔者采用了联合国 UN comtrade 数据库中中国和东盟对外贸易的 SITC 四

位编码进行研究。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笔者选择 1993 年至 2014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跨度。由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是以 SITC 编码进行分类，而 OECD（2008）中技术水平分类是依据 ISIC 产业分类法

进行分类，因此笔者需要将 SITC 4 位编码下的外贸数据按照 ISIC 产业分类方法转换为各产业的

出口① ，再将制造业各产业按技术水平分为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低技术产业

四类进行分析。
在对中国和东盟制造业出口按产业技术水平进行重分类后，计算了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在不同

技术水平下的出口占总体制造业出口的比率，图 1 反映了其随时间变动的情况。通过对比可以了

解到中国与东盟制造业总体出口技术水平在逐渐趋同。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结构差异较大，以纺织业为主的低技术产业占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 60%以上，而其他类型的制造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出口占比较小。相比之下东盟

的电子产业发展较早，90 年代初时出口规模与低技术制造业相当。此时东盟高技术制造业与低技

术产业出口占比在 70%以上，中高技术与中低技术产业占比相对较小。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投资环境的改善，以电子产业为主的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有了较大

的提升，高技术产业与中高技术产业出口占比也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占比则从

之前超过 60%下降到不足 30%。

① SITC 编码转换为 ISIC 编码参考了欧盟统计局的编码转换对照表，http：//ec.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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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盟与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

注：HT、LT、MHT、MLT 分别代表：高技术产业，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资料来源：UN comtrade 数

据库，经计算整理而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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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盟高技术制造业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并且产品以出口为导向，因此电子产业的发展

受到全球市场需求和自身产业发展的影响，以中国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对以东盟为主

的东亚生产网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东盟高技术产业出口占比在高基数效应下逐渐下降。与之相

对的是东盟制造业总体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低技术产业出口占比的不断下

降和中高技术与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占比则逐步提升，特别是当前东盟中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已

经与低技术产业相当且增速较快。
从当前制造业占比变动来看，中国与东盟制造业技术结构有不断趋同的态势。双方制造业的

出口由从前的单一产业为主导转向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制造业

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技术水平上看，东盟制造业出口的总体技术水平要高于中国。

三、制造业出口的竞争性

为更直观地反映东盟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程度，笔者计算了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的产品相

似度指数和市场相似度指数。
产品相似度指数用来衡量两个国家对第三方国家或对世界市场出口产品的相似程度，其计算

方法如下：

Sc!ij,k"=å ÷
÷
ø

ö
ç
ç
è

æ

l jk

jk

ik

ik
X

X
X

X
Min

ll

# （1）

其中 ij 为两个对象国，k 为出口市场，l 为出口的商品，Sc!ij,k"=å ÷
÷
ø

ö
ç
ç
è

æ

l jk

jk

ik

ik
X

X
X

X
Min

ll

#
为 i 国对 k 市场出口商品 l 的金额。

Sc!ij,k"=å ÷
÷
ø

ö
ç
ç
è

æ

l jk

jk

ik

ik
X

X
X

X
Min

ll

#
/Xik 表示国家 i 出口 l 产品占总体出口的比例，该比率既可以针对某个国家也可以针对总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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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与东盟总体市场相似度与产品相似度对比

场。在计算指数时，对于每个产品，取两个国家中比率更小的加总得到产品相似度指数。指数取值

在 0 到 1 之间，指数值越大两国在 k 市场的产品相似度越高，当指数为 1 时两国在 k 市场出口商

品完全相似。
市场相似度指数则用来判断两个国家对于某种出口产品或者整体出口市场分布的相似程度，

其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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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k 表示国家 i 对 k 国出口占对外出口的比率，该比率同样可以针对某个产品或总体。在计算指

数时，对于某一市场 k，取两国相对更小的比率，最后对所有市场进行加总。该指数取值在 0 到 1 之

间，指数值越大两国在 k 市场的相似度越高，当指数为 1 时两国在 k 市场出口商品完全相似。
产品相似度指数与市场相似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两个维度反映了两国出口商品的竞争

激烈程度，单一的相似度指数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出口贸易的竞争性。当两国的产品相似度较高、市
场相似度较低时，两国产品出口表现为较大产业内分工；当两国市场相似度较高、产品相似度较低

时，说明两国出口产业差别较大因而表现为互补性；只有在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与市场相似度同

时较高时，才表现为较强的出口竞争压力。
从总体出口产品相似性指数和市场相似性指数来看，中国与东盟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强的竞

争性，并且竞争性随时间而增强。东盟与中国出口产品相似度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并且相似度水平

较高。1992 年双方出口产品的贸易相似度为 43.5%，2014 年该指数上升至 53.2%，提升了 10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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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出口的市场相似度水平更高，历年相似度水平均在 70%以上，并且同样

表现出上升的趋势，指数从 1992 年的 74.8%上升至 2014 年的 80.2%。
从综合产品相似指数与市场相似指数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与东盟同属于发展中经济体，有着

类似的工业基础，而在全球化推动下中国东盟同属于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和市场趋于相同，因

此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在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上都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并随着时间的推动而竞争

性逐渐增强。
图 3 进一步描绘了在不同技术分类下的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的产品相似度和市场相似度

指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技术水平下的制造业出口的竞争程度是不同的，但就总体上

看，特别是近几年双方贸易竞争性逐渐增强。

高技术产业的出口竞争性有着阶段性的特点，由于高技术产业出口主要以电子产业出口为

主，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性实际上是电子产业的竞争。虽然在外资主导下双方的出口市场相似度处

于较高的水平，但双方的产品相似度随着各自产业发展状况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电子产业发展才刚刚起步，而东盟的电子产业起步较早，出口已经初具规

模，1992 年至 2003 年期间中国电子产业迅速发展并冲击了东盟作为电子产业制造出口中心的地

位，双方的高技术产品相似度迅速提升。2003 年后中国的电子产业发展由扩张进入到了稳定阶段，

而东盟也适时推动了电子产业的升级，双方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进行产业内分工。在此次分

工下东盟凭借其先发优势占据了价值链的相对高端，双方出口产品的相似度逐渐下降。而随着中

图 3 中国和东盟不同技术水平下的相似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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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收入的提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中国不再满足于价值链低端的电子产品生产与装

配活动，在研发投入增加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下电子产业逐渐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而此举增加了中

国与东盟在电子产业领域的产品相似度，进而增加了双方出口的竞争性。
对于中高技术产业与中低技术制造业，中国与东盟在中等技术水平制造业出口的竞争性呈波

动上升的趋势。如图 3 所示，双方的产品相似度从 1993 年开始波动上升并超过高技术制造业成为

产品相似度最高的产业。2014 年中高技术与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产品相似度分别为 61.3%和 56%。

而从市场相似度来看，虽然中等技术制造业市场相似度略有下降，但是其市场相似度水平依然保

持在 60%以上。综合来看中国与东盟在中等技术制造业出口上存在较强的竞争，并且该竞争性随

时间而波动上升。中等技术制造业包括了汽车制造、机械产品制造、重化工业等，是整个制造业的

中心与支柱，其发展和技术进步将推动总体制造业的发展。当前双方在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

同时也将面对来自对方日渐趋强的竞争。

低技术制造业是中国与东盟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虽然该产业出口占比不断下降，但依然是制

造业出口的主要产业。由于技术水平较低，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主要与双方资源禀赋和对外贸易政

策有关。双方出口贸易竞争主要集中在纺织业上，相对于其他产业双方的产品相似度与市场相似

度最低，并且保持相对稳定。

就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的产品相似度与市场相似度较高。其中除低技术产业之

外的其他制造业的产品相似度都趋于上升，而双方的市场相似度指数则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并随

技术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因此，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出口竞争性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比较

为了进一步比较双方制造业的竞争力，我们计算了中国与东盟不同技术水平下出口竞争优势

指数，计算公式为：ri=OXi│M/X+M，指数取值在 -1 至 1 之间。指数越趋近于 1 表示该产业越具有

竞争优势。通过表 1 的竞争优势指数可以了解到，相比东盟，中国制造业出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它不仅反映在竞争优势水平上，也反映在变动趋势上。

从竞争优势水平上看，东盟主要在低技术与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上具备竞争优势，其中低技术

制造业竞争优势指数在 0.3 以上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而高技术产业由于尚处产业链低端，竞争优

势指数在 0.1 左右，仅表现出微弱的竞争优势。而中等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则始终保持着微弱的竞争

劣势。相比之下，中国近几年在各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出口上均保持着一定的竞争优势。低技术制造

业竞争力指数近年在 0.6 以上，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中低技术制造业同样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2014 年竞争力指数为 0.39，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中高技术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水平较低，仍保持

着弱竞争优势（见图 4）。

从变动趋势上看，对东盟的竞争优势产业而言，其竞争优势指数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

而在竞争劣势的相关产业，东盟的出口竞争力在几十年发展下有了一定提升。其中上升较大的是

中高技术制造业，其产业竞争指数由 1993 年 -0.50 上升至 2014 年 -0.09，反映了近年来东盟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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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和东盟不同技术水平下的竞争优势

吴崇伯，杜声浩：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比较

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中国制造业出口则更具生命力和竞争性，虽然低技术产业占比不断下降，但其

竞争优势指数却在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指数从 1993 年 0.50 上升至 2014 年 0.60。中等技术制造业

竞争力水平波动上升且提升较快。竞争优势指数在 20 年内上升了 0.65 以上。高技术产业在电子产

业迅速扩张下也有了一定提升，由于中国尚处于价值链低端，因此竞争力较弱。
为了更进一步反映中国与东盟在各产业的竞争性，我们在技术水平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出

口占比大小在每个技术水平分类下再选择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进行贸易竞争性分析。
电子产业是中国与东盟高技术制造业的核心，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计算机及办公机械制造

上中国已经超过东盟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而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通信电子制造业上中国虽然

处于弱竞争劣势但与东盟出口竞争力水平正在不断接近。因此，在高技术产业上中国的出口竞争

力正在不断增强必然导致双方竞争更加激烈。中国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主要以机械制造业与电

气设备制造业为主，而东盟则主要以化工产业出口为主，机电设备制造出口也初具规模。对比双方

的竞争力指数可以知道，对于上述产业东盟均处于弱竞争劣势甚至强竞争劣势，而中国的机电设

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在迅速增强，当前中国电气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为 0.4，而机械设备制造竞争力

指数为 0.2，这反映了中国在产业不断升级过程中竞争力的增强。中低技术产业以基本金属制造业

与橡胶塑料制品制造为主，从图 4 中可以看出中国在上述两个产业上都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并且

HT 东盟竞争优势
HT 中国竞争优势

MHT 东盟竞争优势
MHT 中国竞争优势

MLT 东盟竞争优势
MLT 中国竞争优势

LT 东盟竞争优势
LT 中国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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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有关数据经计算整理得出。

表 1 1993—2014 年中国和东盟制造业竞争优势指数

竞争力水平均高于东盟且竞争力差距从 2010 年开始有扩大的趋势。低技术制造业是双方制造业

最具竞争力的部分。纺织业始终是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主要出口产业，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占比

较大。而食品制造业近几年在东盟发展较快，已超过纺织业成为东盟低技术制造业的第一大出口

产业。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纺织业出口占据绝对优势并且与东盟的竞争力指数差距在扩大。相反

东盟在食品制造业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并且竞争力指数差距在不断扩大，反映了在国际贸易自由化

的趋势下产业的分工与互补。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出口竞争主要发生在高技术与中高技术水平制

造业出口上。特别在中高技术领域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都处于扩张阶段，双方出口产品相似度较

高，并在不同产业展现出不同的竞争力。但就总体来看，中国在各个技术水平上的主要出口产业上

均保持着较高的竞争力，并且竞争力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强，相比之下东盟只在低技术产业和高技

术产业上保持一定的竞争性。

五、结论

本文主要采用 OECD（2008）的产业分类方法对中国和东盟制造业出口的竞争性与竞争力进行

对比分析。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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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均有较大的改善。制

造业出口从原来的以单一产业出口为主发展到不同技术水平、多产业的共同发展。虽然占比有下

降，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出口依然以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为主，中国制造业出口的

整体技术水平要低于东盟。双方的出口技术结构有趋同的态势。
由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都具有类似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因此双方制造业出口的产

品结构与市场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产品或市场的相似度受到产业内分工以及技术水平的影

响，就当前看中国与东盟都同样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期，双方的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

在未来将面临较大竞争。
就制造业竞争力来看，双方都在技术水平较低的领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而中国制造业出

口的综合竞争力要强于东盟，并且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支柱型产业均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中国

制造业在未来将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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