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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增长。但诸如优惠政策利用率不高、投资服务市场开放度低等问题与不足也日益明显，自贸区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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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南亚华商的特点

东南亚华商凭着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勤劳俭朴

的工作生活态度，成为当今东南亚各国经济领域

的佼佼者。他们的成功创造经验不但造福于所在

国人民，而且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

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他们既有本地特点，也有现代

特征，既重视硬实力，也重视软实力，日渐成为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生力军。

（一）凸显本地化和现代性

随着东南亚各国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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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经济逐渐成为各所在国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华人经济拥有者和参与者的东南亚华

商，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合法

公民，华人也成为各所在国的种族之一。政治上，

她们已认同和效忠于所在国；经济上，她们的财富

源于当地，所从事的行业与居住国的民生休戚相

关，并直接为当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服

务。东南亚华商资本与土著资本已经相互交融，不

少土著人士在华人企业中占有股份，并担当公司

的管理人员。同时，许多以其他族裔为主的企业也

吸纳华人资本。随着华商当地化的日益加深，在东

南亚已经越来越难以分辨出“纯粹的华人经济”[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南亚华商在当地化的

同时，也日益走向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华商从事产业领域从传统产业部

门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转变，战前东南亚华商经

营领域主要集中在农矿业、商业零售业等传统产

业部门，战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

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华商资本已大部转向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现

代产业部门；二是华商的经营管理模式从单一家

族管理模式向家族管理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转

变。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华人企业开始引

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大胆启用外部人才，使华人

家族企业的公众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涌现

出一大批跨国华人企业。

（二）拥有硬实力与软实力

东南亚地区是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地，华人经

济的发展历史悠久，华商的人数众多、资本雄厚，

是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东

南亚华商既有富甲一方的大华商，也有数以万计

的中小华商，他们在当地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在

某些行业甚至起到支配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华人

上市公司占东南亚地区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企业数

量的七成，华人资本占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外

的亚洲10个股票交易市场股票价值总额的66%[2]。据

统计，2009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约达到3.9万

亿美元，较2008年的2.5万亿美元增长了56％，较之

2007年的3.7万亿美元微涨5％。这其中，东南亚华

商经济总量估计为1.1万亿-1.2万亿美元[3]。
东南亚华商除了具备硬实力，还具有较强的

软实力。他们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其在当地的政

界、商界以及普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

召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东南亚华商中的

许多人本身就是当地政府成员，有些是政府的决

策顾问，有些则是政府领导人的私人朋友、国会议

员或地方议会议员，因此华商影响政府决策的资

源很多，手段与方式也非常多元化[4]。东南亚华商

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商业网络，他们大多是当地

商界的佼佼者，有的还担任当地商业社团的主要

领导人，与其他族裔的企业家则或相互持股，或彼

此保持紧密业务合作，在当地商界有巨大的影响

力。东南亚许多华商成功之后，大量投入公益事

业，服务社会，在当地也深得人心。

（三）具备海外投资经验与经营理念

东南亚华商大多成长于居住国，早已成为当

地华人，因而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凭着勤

劳俭朴和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在商业上获得

巨大成功，具有丰富的在当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成

功经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

南亚华商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之一，对

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很多当

年“敢于吃螃蟹”的华商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成功的

事业，并获得丰厚的回报。与其他外商相比，东南

亚华商对中国的政府运作以及市场环境更为熟

悉，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拥有许多成功的贸易投资经验，总结出许多新的企

业发展模式。印尼华商林文镜可称得上是具有两地

投资成功经验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国内组建了林

氏集团，创造了以面粉、水泥为龙头的企业帝国，拥

有个人资产数十亿美元，而且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

回到家乡福清开始第二轮创业，积极推动融侨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成立融侨集团，并与台商合作创

建冠捷电子，发现并带头开发江阴港[5]。经过多年的

努力，目前在中国，林文镜麾下的关联企业已经遍

及房地产、电子、港口、金融、酒店、餐饮等诸多行

业，在各个方面都获得极大成功。毫无疑问，具有

两地投资的成功经验，东南亚华商将能在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建设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
版的建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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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10 年 1 月 1 日，贸易

区正式全面启动，一个涵盖 11 个国家、19 亿人口、
GDP 达 6 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出现在世人面

前。但随着自贸区的全面推进和各种优势的凸显，

一些内在的不足和新形势下的外界因素也渐渐成

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瓶颈。对于未来

自贸区如何走，前景如何？各位专家提出了智者见

智的观点。在 2013 年 9 月 4 日举行的第十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总结中国与东盟携手走过了不平凡的“黄金

十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新的“钻石十年”的号

召，更进一步就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

版提出了倡议。

（一）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瓶颈

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政策利用率不高，交

易成本高；投资、服务市场开放度低，产业链构造

水平低；许多领域，如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技术与

环境问题的开放没有涉及；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的努力方面，如互联互通，还存在融资、法规等瓶

颈限制还不少；中国和东盟都有丰富的自然、技术

及人才资源，但自贸区协作互补不够，未能充分实

现共赢；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以及经济合

作承诺水平不高。此外，在中南半岛的东盟国家，

如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等五国，除泰国

较为发达外，其他国家制造业有大量空白，技术工

人缺乏，人力资源亟待提高，基础设施缺乏，有开

放的紧迫感。而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有先行

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受到来自东盟区内其他国

家的挑战。

（二）相关各国专家对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升级版建议

2013 年9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打造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版后，2014 年 4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联委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

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的各项准备工

作，讨论了升级版的倡议草案。具体内容为：

一是加强沟通和协调，携手打造升级版自贸

区。中国与东盟应尽快启动升级版自贸区谈判，确

保自贸区建设达到互利共赢的预期目标，巩固和

发展双方经贸关系。
二是大力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和行业对

接。不仅双方政府间加强产业政策互相通气、互相

协调，双方行业商协会也应加强对接，为双方政府

间的产业对接和行业合作探路。
三是促进双方贸易快速、健康发展。中国与东

盟双方应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进一步完善有利

于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措施。
四是加大力度支持和促进双向投资。区域内

各国应做好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的实施

工作，进一步相互开放投资市场，推进投资便利化

和逐步自由化，创造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

境，加快完善中国—东盟投资促进体制，加快开展

重大项目合作。
五是商会应进一步发挥促进合作的桥梁作

用。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参加自贸区建设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形成更稳固的经济社会基础。
六是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贸区优惠条件，积极

开展贸易和投资合作①。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前景

自贸区升级版的目标是到 2015 年双方双向

贸易额达到 5 000 亿美元，到 2020 年达到 1 万亿

美元，今后 8 年双向投资 1 500 亿美元。具体升级

版目标为：

第一，升级后的自贸区将启动磋商机制，探讨

新的自由化政策，包括服务业和子项目的便捷化

服务。政府层面还将进行战略性干预以弥补降低

关税和市场作用方面的不足。
第二，升级版将提升贸易水平，改变简单的互

补性货物贸易结构，推动产业内分工，构建产业

链，增加附加价值；提升投资和服务领域的开放水

平，按“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谈判

开放安排，推动投资和服务的发展；深化经济合

作，把重点转向互联互通建设的合作，并与东盟经

济共同体建设和 RCEP 构建接轨。
第三，升级版将更新和扩充中国—东盟自贸

区协定的内容和范围，扩大进口，加大投资。中国

将优先考虑东盟利益需求，与东盟签署农产品长

期贸易协议，积极扩大从东盟进口，与此同时，中

①以上六条建议引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季度报告》。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网站（www.china-aseanbusine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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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把东盟作为自己投资方向，并欢迎东盟企业到

中国投资兴业。
第四，升级后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更具实

质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能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

有效应对经济挑战。它能搭建更强大的制度平台，

促进经济整合，保持生产供应网络竞争力，并逐步

减小成员间的发展差距。

三、东南亚华商在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中的角色作用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黄金十年”中，东南亚华

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了桥梁、
推动和参与者的作用。在未来的“钻石十年”中，如

何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作用，是自贸区各级政府应

对的重大课题。

（一）东南亚华商在“黄金十年”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作用

1. 桥梁纽带作用

东南亚华商是自贸区合作的纽带和桥梁。改

革开放尤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

来，东南亚华商利用自己在中国的人脉资源、经
验，在中国及东盟企业“走出去”“请进来”中起到

桥梁和向导服务作用。在投资贸易上，他们积极引

荐其他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发挥“以侨引外”的
作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中国的外

商投资不可能达到现有的水平。此外，由于他们身

居大型企业集团要职，在引荐跨国投资与中国交

流合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带动导向作用

所谓带动作用，就是西方跨国资本在中国进

行投资时，往往会利用东南亚华商在当地的种种

优势与基础，进行各种合作以开发市场。有许多东

南亚华商与西方跨国公司存在上下游产业关系、
经销代理关系，或者担任跨国公司在中国地区的

负责人。因此东南亚华商在北部湾的成功将带动

西方跨国公司参与北部湾投资。此外，东南亚华商

还有投资导向作用。所谓投资导向作用，就是在北

部湾经济区建设中，东南亚华商率先在基础设施、
不动产、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的多项投资，不仅

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西方

国家企业来北部湾向这方面的投资发挥导向作用。

3. 北部湾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据统计，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为 5 000 多万

人，其中广西有 300 多万人，是中国第三大侨乡之

一。而祖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海外华侨华人超

过 100 万人，归侨侨眷也有 110 万人左右。海外华

商已经成为推动广西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的一支

重要力量。截至 2010 年 1 季度，广西实有外资企

业 2 494 家，投资总额达到 230.47 亿美元。其中，

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占广西外商投资

企业总数的 80%左右，投资额占外商投资总数的

约 7 成，投资领域包括酒店、地产、旅游、制药、化
工、饲料、食品等[6]。广西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最早受益的省区。目前，

东盟已连续 14 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在

过去 10 年中，中国和东盟贸易成绩斐然，由 2004
年的 1 059 亿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4 436.1 亿美

元，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 1 200 亿美元[7]。合作方位

也不断拓展，从农业向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
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
游、公共卫生和环保等重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海

外华商已经成为推动广西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东南亚华商大大缓解了北部湾的资金

短缺，改变了北部湾的产业结构，为北部湾经济区

有效引进了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层次人

才，极大推动了北部湾经济区商业文化的发展[8]。

（二）“钻石十年”里发挥东南亚华商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中作用

的建议

1． 以亲情乡情留商

东南亚华商在促进和繁荣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中举足轻重，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腾飞，尤其是新加

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快速发展，与

华商的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华商，就没有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今，虽然大多数东南亚华

商已加入所在国国籍，但他们对祖籍国仍有深深

的桑梓情怀，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在语言、文化、教
育、风俗习惯、乡土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具有

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的海外华

人社会。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保留，并不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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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适应居住国文化及对居住国的忠诚，同时也对

自己来源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基于这样的思想情结，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他们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区，参

与各地的经济发展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中，我们要

珍惜东南亚华商们对祖籍国的感情，进一步加深

感情交流，以亲情、乡情感化他们。

2． 加强软环境的建设

近几年，中国沿海地区成立了不少经济开发

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如何与其他区域展开竞争？

事实说明，仅靠区位、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是不够

的。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还需要在做好综合服务

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一是及时了解投资商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

听取投资商的意见，及时、主动地与企业高层沟

通，深入企业开展调研，针对其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予以妥善解决，使其安心投

资经营。
二是想方设法留住客商长期投资置业。当地

相关部门对于比较重要的外商投资组成专门工作

组，深入相关企业、项目建设工地进行调查，提前

协调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和问题。针对企业、项目

建设和项目验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对

策措施，以此提升投资商的投资信心。
三是当地纪检、监察、招商部门要加强对有关

服务部门进行廉政监督，对于“卡、要”等不良现象

要坚决查处。
四是对重点建设项目，有关部门应尽可能简

化项目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
五是有关部门要实行全程的协调、监督和服

务，从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建设实施直到项目竣工

验收都要进行严格把关。

3． 消除东南亚国家对所在国华人的疑虑

和担心

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对华人心态比较复杂，

一方面它们出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愿

意让本国华人同祖籍国保持联系，但另一方面，又

担心中国的发展崛起对它们不利，影响本国华族

的效忠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尤其侨务部门首先

应避免过度渲染华商对祖籍地的作用。因为各国

华商经过战后几十年调整与适应、融合与发展后，

已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他们在政治上认同当地，在

经济上也成为所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

应尽量消除东盟国家对所在国华人在政治上的不

信任。由于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影响，中国最近十年

来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十分有限，而东盟对中

国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大，其中不少是东盟的华

人资本，容易引发因为“华人效忠”问题而引起的

骚乱事件，妨碍双方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再

次，要处理好敏感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部

分东盟国家本来对中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经

济上，担心中国抢走了东盟市场和华人资本；安全

上，害怕“南沙问题”和“中国威胁论”。对此，东盟

华商有必要加强同东盟人民的沟通与联系，特别

要加强文化与教育的合作，增进东盟人民对中国

的认识和了解。还要指出的是，应注意在外交场合

的措辞，如“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思念”“身在他国心

系祖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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