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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有着深远的传

统，进入 90 年代后双边贸易与投资发展更快、势头更

好，虽然受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东盟对华投资

有所波动，但是双边贸易在经历 1998 年短期回落后又

保持高速增长。2007 年东盟对华投资存量和贸易总额

分别为 452 亿美元和 2025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

四大贸易和第五大投资来源国。另外，中国统计的资料

显示，中国在对东盟贸易中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处

于逆差地位，而且这种逆差的趋势从东南亚金融危机

之后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迅速增长以及与

东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双边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也值得我们研究。特别是比较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前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进出口）的影响

是否有所不同。另外，中国对东盟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

是否与东盟对华投资有关？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东

盟 5 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东盟对华直接投资

与双边贸易（进出口、逆差）的相互关系。揭示双边贸易

与投资迅速发展的决定因素，这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与

东盟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

自从 Mundell[1]最早提出国际贸易与投资相联系并

进行研究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新贸易理论，也开始了对

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探索。Pain 和

Wakelin[2]选取了 11 个 OECD国 1971~1992 年的数据对

国家间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其结论是：

一方面，FDI 减少了法国、德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的出口

额；另一方面，它又增加了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贸易额。
我国学者向铁梅[3]就中国的国际贸易与 FDI 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

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在 80 年代中期

以前表现为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而之后则表现为相

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就中国与东盟投资贸易关系，许多学者做了相关理

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张荐华[4]全面探索了东盟与中国双

边贸易结构与领域，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前虽然双边

贸易与投资出现过波动，但通过 1997 年金融危机后双

边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区域合作与相互给予优惠贸易安

排等）协调相互关系，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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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990- 1997 年间，东盟

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总贸易额、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投资额的增加对中国对东盟贸易

逆差具有显著影响。1998~2007 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对贸易总额和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 FDI 对贸易的贡献率比

1990~1997 年间要小，东盟对华投资也不是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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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郭宏[5]则剖析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不同产业相互直接

投资的情况并对双边经贸合作潜力进行预测，结论为：

随着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措施的实施，中国—东盟双边投资贸易关系即将进入一

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有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运用面

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了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双边

贸易的影响，其结论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

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同时，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前 FDI 对进口的贡献率大于出口贡献率，而金融

危机后 FDI 对出口的贡献率则大于进口贡献率[6]。
Zhang 和 Hock[7]比较东盟与美国等国家对华直接

投资以及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中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但是双边贸

易结构不合理以及对产品缺乏吸收能力对未来东盟企

业在华发展将造成巨大的挑战。范爱军和曹庆林[8]则从

经验研究角度，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 2006 年中国与东

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及其决定因素，并通过不同区域

组织之间的比较，结果发现，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

贸易流量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优惠贸易安排效果还不明显，说明想要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研究都就东

盟对华投资对双边贸易的贡献给出肯定的结论，但双

边投资贸易合作与发展在不同时期也面临不同的挑

战，特别是对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双边投资贸

易关系进行比较更具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中国与东盟投资贸易关系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现状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有着深远的传统，迄今已

有 2000 年历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

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边贸易的发展进入健康发展的

新阶段。从表 1 可以看出，双边贸易总额从 1990 年的

66.7 亿美元到 1997 年的 229 亿美元，增长了近 4 倍；经

历了 1998 年短期回落（贸易总额增长率 - 5.68%）之后，

从 1999 年的 251 亿美元到 2007 年的 2025 亿美元，平

均一年翻一番。这期间，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超过20%，

这种高速增长的贸易额与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的日益

开放是分不开的。同时，东盟各国对华的进口和出口额

也呈现类似的结果。另外，东盟国家货币的贬值使得我

国从东盟的进口量迅速增加，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

进一步扩大。从 90 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对东盟贸易中

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而且逆差幅度不断增加，逆差额从

1993 年的 - 13.3 亿美元到 2004 年的 - 229 亿美元。

（二）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现状

随着 90 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以及改革

开放的全范围展开，提升了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兴趣。
东盟对华实际投资额从 1990 年的 0.61 亿美元上升到

1998 年的 42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70%。但是由于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东盟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

能力大大下降，投资额从 1998 年至今都在 30 亿美元左

右徘徊（具体情况见图 1）。另外，东盟各国主要来源于

新家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2007
年这 5 国对华直接投资分别为 334、47、31、24、17 亿美

元，占整个东盟对华投资额超过 90%。从图 2 可以看

到，截至 2007 年这 5 国在华的 FDI 存量分布与对华贸

易总量和出口量分布之间存在相似性，即对我国直接投

资存量大的国家，其对我国的贸易总量和出口量也大，

故我们可以预测，这 5 国对华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总量

和对华出口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 1 1990~2007 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

表 1 中国与东盟间贸易总额：1990~2007 年①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贸易总额

66.7
79.4
84.5
106.7
132
184
192
229
216
251
361
377
474
718
971
1304
1608
2025

增长率（%）

—
19.4
6.3
25.6
25.5
39.4
4.35
19.3
- 5.68
16.2
43.8
4.43
25.7
51.5
35.2
34.3
23.3
25.9

中国出口

37.2
41.2
42.5
46.7
63.6
90.0
88.2
109.2
93.5
108
151
158
190
264
371
554
713
941

中国进口

29.5
38.2
42.0
60.0
68.4
94.0
103.9
119.8
122.5
144
210
219
284
454
600
750
895
1083

差额

7.7
4
0.5

- 13.3
- 4.8
- 4

- 15.7
- 10.6
- 29
- 36
- 49
- 61
- 94
- 190
- 229
- 196
- 182
- 142

数据来源：各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

站：http:/ / www.mofcom.gov.cn。

①1990~2000 年的数据为东盟 5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2005~2007 年的数据为东盟 10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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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R
5.399

（0.882）
0.221***
（8.024）
1.125***
（9.725）
1.323***
（8.432）
- 1.882**

（- 1.773）
4.648***
（3.319）
0.923
318.192

表 2 直接投资对贸易影响的回归结果

（2）EX
17.42***
（4.316）
0.141***
（3.945）
0.726***
（5.805）
1.452***
（12.63）
- 0.132

（- 0.012）
1.702**

（2.073）
0.912
271.012

（3）IM
- 29.10***
（8.234）
0.277***
（10.08）
1.230***
（10.18）
1.142***
（5.894）
- 3.251***
（- 3.610）
6.107***
（3.673）
0.872
128.002

（4）TD
- 2.031

（0.481）
1.115***
（5.775）
1.388**
（2.097）
0.849***
（3.325）
- 2.031**

（- 1.851）
2.031**

（2.386）
0.833
148.332

（1）TR
14.855**
（3.722）
0.093**

（1.869）
1.428***
（13.20）
1.123***
（7.559）
- 2.920***
（- 3.382）
3.855***
（3.003）
0.908
204.322

（2）EX
- 4.364

（0.715）
0.108**
（2.169）
1.702***
（9.263）
0.808**

（0.200）
- 0.163

（- 0.378）
0.763

（0.629）
0.881
226.581

（3）IM
41.621**
（12.28）
0.043

（0.754）
1.311***
（6.456）
1.187***
（8.435）
- 2.730***
（- 2.421）
4.401***
（3.287）
0.854
163.342

（4）TD
- 3.556

（0.597）
0.053

（0.754）
1.082**

（1.921）
1.753***
（2.882）
- 0.582

（- 0.954）
0.556

（0.471）
0.809
78.192

1998 年 ~2007 年回归结果1990 年 ~1997 年回归结果
变量

C

LnFDI

LnCGDP

LnAGDP

LnD

LnP

调整的 R2
F 统计量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表示 P＜0.10；**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双边检验）

三、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从贸易引力模型出发进行研究。贸易引力模

型最初出现在 Tinbergen（1962）和 Poyhonen（1963）于

20世纪 60 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①，随后，Anderson[9]、
Evenett&Keller[10]等人进行了拓展。基于以上模型，本文

采用的引力模型为如下形式：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东盟各国，t表示年份。
T 表示贸易额；A 是常数项；FDI 表示东盟各国对华直

接投资额；AGDP 表示东盟各国国民生产总值；CCDP
表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D 表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

距离；P 表示两个国家人口总数。另外，为了分别考虑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

的因变量 T分别表示贸易总量（TR）、中国从东盟各国

的出口（EM）、中国从东盟各国的进口（IM）以及出口与

进口的比例，衡量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TD）。
（二）数据与方法

中国和东盟 5 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以及东盟 5 国对

华直接投资额来源于各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②，

单位：万美元。中国和东盟 5 国各年的 GDP 数据来源

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单位：

万美元。中国与东盟 5 国的距离以双方首都之间的距

离来计算，单位：千米。数据来源于 http://www.geobytes.
com 网站。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单

位：万人。
在数据处理上，采用 Eviews5.0 软件，基于面板数

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计量模型中包含与时

间无关的解释变量 Dij，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

板数据的实证分析[11]。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数据处理上，采用 Eviews5.0 软件，基于面板数

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东盟对华投资对双边贸易

总量（TR）、中国对东盟出口（EX）、中国从东盟进口

（IM）以及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TD）的计量结果如

表 2 所示。
从表 2 的 1990~1997 年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

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

图 2 2007 年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贸易的关系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

①转引 Simon, J. Evenett & Wolfgang, Keller. On Theories Explaining the Success of the Gravity Equ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110）:2.。

②其中，2004~2007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 / 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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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增加 1%，贸易总额增加 0.221%，中国对东盟出口

增加 0.141%，中国对东盟进口增加 0.277%。这说明步

入 90 代后，正是东盟 5 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改革

开放进入“加速轨道”的时期，这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

都全方位地带动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中国和东盟的

GDP 增长对双边贸易的贡献率也都显著为正，并且东

盟的 GDP 对贸易的贡献率比中国要大。然而，进入 90
代后，中国开始出现对东盟贸易的逆差，并且存在逆差

额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只要是东盟对华的投资影响的结

果，贡献率为 1.115%。
从 1998~2007 年各回归结果我们知道，东盟对华直

接投资仅对贸易总额和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贡献率

分别为 0.093%和 0.108%，比 1990~1997 年间要小。1997
年东南亚危机后，中国经济仍然快速增长而东盟经济却

出现衰退，这个时候虽然双方 GDP 的增长都对贸易有

显著促进作用，但与 1990~1997 年间刚好相反，现在中

国 GDP 增长对双边贸易比东盟要大。另外，这个时期

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的拉大也不能从东盟对华投资中

得到解释，这一方面是东盟国家外向经济尚保持一定优

势，另外，金融危机使得其对中国进口增长有所下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总的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东盟对华投资对双

边贸易都有促进作用。东南亚危机前东盟对华投资对

双边贸易总额、中国对东盟进口与出口都有显著影响，

而危机之后投资只对贸易总额和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并且贡献率比危机前要小。东南亚危机前东盟对华

投资是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的原因，危机之后则不然。
双边的 GDP 增长在危机前后都对双边贸易有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危机前东盟 GDP 对双边贸易贡献率比中

国要大，而危机之后则比中国要小。
（二）几点启示

1.改善投资环境，拓宽东盟在华投资的渠道和领域

中国应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

资环境，以进一步引进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外资及先进

技术。

2.通过政府协议，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双边的贸易

和投资

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中国与东盟各国已建立了双

边投资贸易协议以及大湄公河区域（GMS）的合作，并

取得一定成果。
3.限制东盟企业来华投资不是解决贸易逆差的根

本方法，适当增加对东盟国家的进口以及鼓励中国企业

到东盟国家投资，才能逐步烫平对东盟国家的贸易逆差

如进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科技产品、泰国和

菲律宾的粮食、农户产品等以及印尼的石油等国内发展

所需的产品，同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到越南、
印尼等经济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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