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5 年 7 月 20 日起 , 中国与东盟六国正式开

始对原产于对方的约 7000 种商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

待 遇 , 以 自 由 贸 易 区 税 率 实 现 彼 此 货 物 的 通 关 ,

“10+1”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这将给厦门与东盟

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一、厦门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进展

厦门与东盟渊源深远 , 20 世纪初, 不少中国人就

从厦门出发 , 到东盟各国谋生。他们中许多人白手起

家 , 经过艰苦奋斗 , 在所在国扎根、发展 , 也推动了厦

门与东盟各国最初的经贸交往。改革开放以来 , 厦门

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东盟已经成为厦

门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截止 2006 年 12 月 ,

东盟 10 国在厦门的投资项目达到 638 个 , 合同外资

金额 14.87 亿美元。[1]

厦门与东盟的贸易连年增长 , 两地的进出口总额

从 2000 年的 8.63 亿美元增长到 2004 年 的 24.23 亿

美元, 年平均增长幅度 29.4%。近 4 年来, 厦门从东盟

的进口年均增幅达 40%, 高于同期全市进口增幅 15

个百分点。2004 年, 厦门对东盟的出口占全市出口额

的 6.1%, 列第五位; 进口则占全市进口额的 15.4%, 列

第一位。2005 年 1- 7 月 , 厦门向东盟出口 5.96 亿美

元 , 同比增长 26.69%; 厦门从东盟进口 9.86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8.82%, 东盟是厦门进口大于出口的为数不

多的区域国家。[2] 目前, 厦门与东盟贸易额约占福建全

省与东盟贸易总额的 50%, 东盟已成为厦门市第 5 大

出口市场。据厦门市贸发局专家测算 , 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建成后 , 一系列关税减让和便利化措施 , 每

年将为厦门市带来 10.25 亿美元的出口机遇、11%的

出口增长速度 , 将使厦门逐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

赖。

厦门与东盟的航空合作初见成效 , 厦门机场的东

盟旅客市场已逐步形成。2006 年厦门机场累计运送东

盟旅客 73.38 万人次 , 占国际旅客总量的 56.45%, 处

理东盟货物 7957.20 吨 , 占国际货邮总量的 11.53%。

2007 年 1- 6 月, 各东盟国家航线的客货运输量稳步上

升 , 其中旅客吞吐量比增 16.1%, 货邮吞吐量比增

4.3%。目前已有 8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开通厦门前往东

盟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槟城、泰国曼谷、菲

律宾马尼拉以及新加坡 5 个国家 6 个城市的客货运

航线, 航班量为每周 63 班 , 约占厦门机场国际航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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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45%。厦门设有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领事馆 , 办

理出国签证最快只需 2 日。[1]

中国与新加坡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厦门与

新加坡都是海岛, 人文、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 , 新加坡

在人才、管理、技术、市场和资金等方面的许多成功经

验值得厦门借鉴。2004 年新加坡和厦门两地进出口贸

易额比 2003 年大幅度增长, 达 35%, 新加坡也因此一

举超越马来西亚 , 成为厦门在东盟 10 国中最大的贸

易伙伴。其中厦门从新加坡进口 4.9730 亿美元, 向新

加坡出口 2.9537 亿美元 , 新加坡顺差为 2.193 亿美

元。新加坡是厦门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 到 2007 年

6 月底, 新加坡来厦门的投资项目共达到 404 个, 合同

外资金额 9.6 亿美元, 居各投资国( 地区) 的第六位。[3]

2005 年初, 厦门在新加坡设立了厦门在东盟的第一个

联络机构———厦门( 东盟) 投资贸易中心 , 它把东盟市

场的贸易信息传递给厦门企业 , 为厦门企业提供经贸

咨询。同时东盟国家的企业也可以借助这一平台了解

厦门的经贸环境和企业实力, 获得有用的信息。该中心

已经成为厦门和东盟的信息交流和共享的中转站。

厦门和印尼、越南之间的贸易呈稳步增长趋势。

2006 年 , 厦门与印尼进出口总值达 3.34 亿美元 , 同比

增长 21.28%。与双方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相比, 厦门

与印尼之间的双向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 厦门企业对

印尼的投资比较少。印尼客商在厦门投资项目有 30

个, 合同利用外资 7986 万美元。[4] 主要投资企业从事

的行业有建材、房地产开发、纺织、橡胶、林业化工、畜

牧和娱乐业等。厦门曾经在中越两党、两国的交往中

发挥过重要作用, 2002 年厦门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额达

到了 1200 万美元 , 近 5 年厦门与越南贸易发展速度

较快, 2007 年前 10 个月, 厦门与越南进出口贸易总额

达到 1.5 亿美元。

二、“10+1”框架下深化厦门与东盟经贸合作的

对策思考

厦门应充分发挥厦门与东盟国家在人员交往、贸

易往来的传统优势和交通便利的地域优势 , 借助近年

来不断发展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 特

别是将于 2010 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实质

性地推动厦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 提升合作层次。

1、厦门企业应及时关注自由贸易区进程 , 掌握自

由贸易区的运作规则, 抢占先机

厦门市政府应尽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设立

区域贸易代表机构, 收集东盟市场信息 , 并在“厦门经

贸信息网”上开辟专栏 , 向企业发布“10+1”进展情况

和其它宏观信息。此外 , 政府应出台一些具体鼓励政

策, 扶持企业开拓东盟市场。近五年厦门市外贸出口

发展迅速, 对拉动全市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然

而, 四川、云南、广西等国内毗邻东盟国家的省市已向

东盟国家“全面出击”, 宁波等口岸城市的外贸也在迅

速增长, 并对厦门形成了挑战。有着地缘、人缘优势的

厦门也不该落后。对于厦门外贸出口来说 , 要在高平

台上以 10%的速度快速前进, 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

点。在这方面,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个机会。在欧

美国家频频采用特保反倾销等方式限制中国产品出

口之时, 厦门企业应该及时关注自由贸易区进程 , 掌

握自贸区的运作规则 , 制定和实施应对措施 , 建立和

拓宽对东南亚的商务渠道 , 抢占先机 , 实现进出口市

场的多元化。

2、利用 10+1“早期收获”计划, 努力扩大对东盟的

农产品出口

目前厦门出口东盟的产品一半以上还是服装、箱

包、鞋类等传统产品 , 今后 , 应努力扩大对东盟产品出

口种类, 实现出口产品多元化。特别要利用 10+1“早期

收获”计划, 努力扩大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厦门市部

分农产品出口东南亚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 农业龙头

企业可能最先尝到甜头。近年 , 厦门市出口东盟的猪

肉罐头、柑橘、蘑菇、蒜头等均有大幅增长 , 其中猪肉

罐头和柑橘位居出口东盟所有产品的前 5 位。2007 年

厦门市 34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加工产值

140 亿元, 其中银鹭、银祥、如意、中盛等农业龙头企业

已具备相当的深加工能力 , 在产品出口方面优势较为

明显。多年来厦门市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大多局限在

日本, 而日本频频竖起“技术壁垒”阻挡进口。如果能

打开东盟市场 , 自然能找到农产品增值的出路 , 更好

地解决“三农”问题。因此 , 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应及

时组成“厦门市农副产品出口东盟项目组”, 并派出推

销小组寻求订单 , 抢占“早期收获”时机 , 企业在与东

盟客商做生意要更活络 , 对近期要降税的产品 , 在成

交价格上要敢于让利接单。同时充分利用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特殊桥梁作用 , 扩大机电、建材、医药等产

品对东盟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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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相关规则, 推动厦门企业到东南亚开展经贸活动服务

厦门企业倘若“走出去”直接投资东盟国家 , 将更

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和生产条件 , 享受“曼谷协议”等

原产地优惠政策 , 打开这个有着 5 亿人口的消费市

场。不仅如此 , 企业还可绕道打开可能对我国设立贸

易壁垒的市场, 例如欧盟、北美市场。东盟中的老挝、

缅甸、柬埔寨均属最不发达国家 , 由于欧美国家对最

不发达国家有特殊的出口政策 , 例如“普惠制”, 厦门

市企业在东盟投资可获取更好的出口条件。当然上述

国家投资环境仍然欠佳 , 对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 , 企

业投资前必须有充分的了解。此外, 根据“10+ 1”的原

产 地 规 则 , 区 内 企 业 只 要 多 国 累 计 附 加 价 值 达 到

40%, 产品就可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厦门市企

业即便不在东盟投资设厂 , 部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

采取来料加工的形式 , 仍然可望享受关税优惠。凡此

种种 , 必须借助国内政府相关部门及其他渠道 , 及时

了解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

游戏规则 , 准确进行商情分析 , 深入了解当地的投资

环境和市场法规 , 为厦门企业到东南亚开展经贸活动

服务。

4、充分利用东南亚的华商网络 , 注意调动厦门中

小企业的积极性, 鼓励其赴东盟投资

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更深远意义在于投资带动贸

易, 因此, 厦门市企业应大胆走向东南亚 , 在当地投资

设厂, 推动企业以东南亚为优先目的地的“走出去”战

略, 加快在东南亚的投资步伐。目前东盟已成为福建

省的同时也是厦门市的主要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之

一。厦门应积极鼓励市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展对

东盟国家的投资 , 扶持本市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电

子、机械、轻工、建材、医药、家用电器等行业到东南亚

投资发展, 并带动市内相关设备、技术和劳务出口。

东南亚地区华人 2000 多万 , 多以从事工商活动

为主 , 建立了自己的经销网络和渠道 , 有他们自己独

特的经营方式 , 有些大企业集团已经走向区域化和全

球化 , 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

络, 并与欧美跨国企业有良好关系 , 因此 , 当地华商可

以成为厦门企业在当地的很好的合作伙伴 , 通过他们

进一步走向世界。厦门市相关部门应特别注意调动本

市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鼓励其赴东盟投资。为此, 厦门

中小企业要尽快熟悉并掌握自己行业的“国际标准”,

建立东南亚市场信息情报系统,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

息, 深入东盟各国 , 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新的定位 , 进行

目标市场细分, 针对各国市场消费群, 调整和改进产品

设计、包装、广告宣传, 要善于捕捉商机。同时, 厦门企

业要注意树立品牌形象, 不仅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

务, 更要注重信用。要有长期占有市场的准备, 要积极

做好品牌宣传, 不要误认为有些国家贫穷、落后 , 对商

品质量要求不高, 由此抱着推销积压产品和陈旧设备

的目的而去, 结果商品销售不对路。要认真调研市场,

掌握当地营销特点, 及时掌握政策情况与市场供求变

化。

5、积极组织厦门企业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

福建与东南亚经济合作不仅具有密切的地缘、人

缘优势, 而且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等方面

各具特色, 经济互补性强 , 开展经贸合作潜力大 , 通过

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 , 厦门市可以向东盟 10

国甚至更多的国家( 地区) 展示自身的形象、企业与产

品竞争力, 可以集中了解各国的市场要求、投资环境、

旅游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信息 , 找到适合厦门的投资项

目。因此厦门市应按照商务部的要求 , 精心组织有代

表性的优质出口企业和商品到会参展 , 重点安排在东

盟市场有优势、有影响、有潜力的优秀企业和优质商

品参加博览会 , 使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通过博览会

寻找商机 , 到东盟国家投资兴业 , 让更多的厦门企业

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 分享区域经济一

体化带来的商机。

6、充分利用“投洽会”等平台 , 加强厦门与东南亚

的经贸联系

目前在厦门市举办的较大规模的展览会有 : 每年

3 月份的国际体育用品展、4 月份的台交会、7 月份的

厦门礼品展、9 月份的投资贸易洽谈会等。东盟是厦门

市比较重要的传统市场 , 市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利用

“九八”投洽会、台交会、“六一八”项目对接会等平台 ,

增设东盟展区 , 与东盟国家的机构和客商广交朋友 ,

加大对东盟的招展力度 , 进一步促进厦门与东盟在贸

易成交、投资合作 、文 化 交 流 、旅 游 互 动 等 方 面 的 合

作。另外, 企业可积极参加市里的组团去东盟, 或利用

华侨介绍等方式广交东盟朋友。应积极做好厦门市工

业集中区、软件园产业基地、营运中心区的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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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鼓励东盟现有企业增资扩产、优化引资结构 , 提

升引资质量。

7、加强厦门与东盟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东盟是目前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竞争热点之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 东盟各国都把发展科技作为增

强国力的重要途径。为解决东盟国家在科技发展上的

不均衡, 东盟强调多边科技合作 , 积极开展项目研究、

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多边合作。福建、厦门

工业基础较为雄厚、农业较发达、科技力量较强 , 厦门

可以在信息技术、遥感遥测、生物工程、农业科技、中

草药研制等领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

从而在中国与东盟的技术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目

前厦门市与东盟技术合作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 科

技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 在发展对东盟的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的同时 , 要加强与东盟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

发展与东盟的技术贸易 , 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 , 例如

加强双方在遥感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

转让与合作, 带动相关的器材、设备、种子、农药、化肥

和中草药及其制品的出口。

8、加强厦门与东盟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

厦门与东盟国家各自都有享誉世界的风景名胜 ,

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 , 旅游资源各有特色 , 有很大的

互补性。厦门与东盟可充分利用这些各具特色的旅游

景点, 形成特色旅游组合 , 实现国际旅游对接。( 1) 加

强合作, 共同开发旅游市场。一是实行双方的客源互

送 , 增加厦门与东盟区域内旅游的便利性 , 扩大区域

内市场 ; 二是联合开发第三国客源市场 , 大力加强对

第三国的联合推销 , 如将厦门的特色文化、自然风光

与泰国的阳光、沙滩、大海及民俗风情整合在一起 , 向

欧美日及大洋洲推销 , 共同开拓欧美日及大洋洲旅游

市场。( 2) 大力开发商务游、华侨归国游。随着中国—

东盟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 , 以来中国经商和寻找商

机为目的的商务旅游将逐渐增多 , 厦门是适合举办各

类国际性会议、展览的理想天地 , 现每年的“九八”中

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国际经贸盛会

之一。其它各类会议、展览活动接连不断, 厦门正在朝

国际会议展览名城的目标迈进。大力发展以大型商业

活动和会议会展旅游为主体的商务旅游 , 是完全可行

的。福建省在海外 1000 多万、厦门市在海外 35 万的

华侨华人中, 80%都集中在东盟各国, 他们不仅有浓厚

的中国文化情结 , 而且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 有较强的

旅华消费欲望和能力 , 构成东南亚旅华市场的中坚力

量。而东南亚来华游客仅一百多万 , 无论是与其出境

游客总数 , 或是与其来华需求的人数相比 , 都是很小

的, 可挖掘的潜力极大。厦门应抓住这个市场, 大力发

展华侨归国游。

9、加强厦门与东盟在商业、服务业方面的合作

2007 年 1 月 , 中国与东盟进一步签署了《服务贸

易协定》, 自 7 月正式开始实施。根据这项协定 , 中国

将 在 WTO 承 诺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向 东 盟 国 家 开 放 建

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五个服务部门的 26 个

分部门 , 东盟也将向中国开放金融、医疗、旅游、运输

等 12 个服务部门的 67 个分部门 , 这给厦门市企业和

投资者开展与东盟各国在商业和服务业多方面的合

作带来了无限商机。柬埔寨服务业近年发展迅速 , 然

而在柬埔寨新兴的商业市场中 , 尚缺乏经济规模 , 也

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 , 都是摊贩式的小规模、小批量

经营。厦门企业可抓住机遇在金边建厦门“商品交易

中心”或开办较大型商场 , 以规模经济在当地市场取

得竞争优势。

菲律宾位于两大商业海洋的中心———太平洋及

南中国海, 它是东西方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

的枢纽。厦门企业和投资者可充分利用菲国 7470 万

人口和市场, 乃至整个东南亚 5 亿人口的市场及其在

地缘、亲缘和历史、文化渊源上与中国及福建的相近、

相通, 与其进行多种形式的商业、服务业合作 , 包括独

资或合资建立各种餐饮、娱乐、服务设施尤其是闽菜

馆、颇具闽南特色的艺术表演团体、武术( 功夫) 馆、中

医( 包括针灸、推拿、按摩) 诊所、中( 成) 药生产销售企

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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