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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伴随着东盟五国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 工业化发展的历程, 各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呈现出一系列格局性变化。本文拟借鉴和运用工业竞争力指数 ( C IP)、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RCA )、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测

度指标, 对东盟五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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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五国产业竞争力的演进

所谓产业竞争力, 是指一国特定产业与国外同

类产业之间相互比较的生产力。随着工业化的进

程, 东盟五国的产业竞争力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

展阶段: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 东盟五国劳动密

集型产业开始起步; 在面向出口工业化阶段, 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迅速发展; 在第二次进口替代

工业化阶段,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并未

建立; 在第二次面向出口工业化阶段, 部分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逐渐形成。

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末, 东盟五国推行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 即主要通过建立和发展本

国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工业, 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品替

代进口的消费品。这一时期,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特

点是面向国内市场, 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 政府普

遍实施高关税保护、进口限制和高汇率等政策, 以

保护国内的幼小工业。同时, 制定相应的优惠措

施, 促进进口替代型企业的投资。在进口替代工业

化阶段, 进口替代的工业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受

到的国际产业竞争的压力较小。

60年代末起, 东盟五国开始推行面向出口的

工业化战略, 即主要以建立和发展本国面向出口的

工业, 带动国内经济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特点

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 着重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工

业; 以加工、装配和其他中间产品的生产为起点,

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工业部门; 利用比较优势,

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提高产品出口竞争能力; 政
府采取降低关税保护、调整汇率政策、提供出口奖

励、鼓励外国投资以及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措施。这

一时期, 东盟五国的工业发展开始面向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竞争。不过, 在 60- 70年代, 全球产业

竞争处于比较宽松的时期, 当时参与国际竞争的压

力相对较小。因此, 这一时期东盟五国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形成, 有些产品在国际市场

占有一席之位。

自 70年代末开始, 东盟五国相继转向第二次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与第一次进口替代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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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费品工业为主不同, 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化主

要发展本国的耐用消费品、资本货物制造工业。第

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特点是面向国内市场, 发展

耐用消费品工业、基础工业、重化工业, 工业结构

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 政府对这些新兴工业实施

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尽管第二次进口替代主要是面

向国内市场, 但由于各国本身缺乏发展基础工业、

重化工业的资本和技术条件, 加上遇到 80年代初

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 因而各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的效果并不理想。到 80年代中期, 东盟五国经济

普遍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 不得不放弃或推迟重化

工业项目, 致使各国新兴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并未形成。

自 80年代中期起, 随着日元和亚洲 !四小
龙 ∀ 货币的大幅度升值, 日本、亚洲 !四小龙 ∀
将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转移到东盟, 随

后美、欧国家也将电子、化工和汽车工业部分

产业和工序转移到该区域, 使得东盟五国进一

步发展面向出口工业获得新的机遇。第二次面

向出口工业化发展, 是第一次面向出口工业化

阶段的延伸和提高。第一次面向出口工业以发

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为主, 而第二次面

向出口工业则提高了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

含量。在此次工业转型中, 东盟五国部分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形成, 中

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迅速增长。不过 , 与第

一次面向出口阶段不同, 此时的全球产业竞争

形势已经大为改变, 国际竞争变得空前激烈,

各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非常大, 产品的

生命周期大为缩短, 周边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增

强, 这使得东盟五国产业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

东盟五国产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一 ) 东盟五国的工业竞争力

一般来说, 一国的产业竞争力以工业竞争力为

基础, 而工业竞争力又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的国际竞

争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颁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

指数 ( the Com pet itive Industrial Perform ance Index,

简称 C IP), 对全球 155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生

产和出口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与排序。各国工业竞

争力指数 ( C IP ) , 主要由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

均制成品出口额、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制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的中高技术

产品比重、制成品出口的中高技术产品比重等 6项

指标构成。前 4项指标反映了一国制造业能力, 后

两个指标体现了其制造业的技术层次和工业升级。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颁布的 1980 2000

年各国工业竞争力指数 ( C IP ) , 新加坡高居全球

工业竞争力排名的前列,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

宾、印尼分别从第 40位、第 47位、第 42位和第

75位跃居至第 15位、第 23位、第 25位和第 38位

(见表 1)。其中, 各国在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

制成品出口额、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制

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的中高技术产

品比重、制成品出口的中高技术产品比重等 6项指

标的世界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东盟五国工

业竞争力指数的 6项构成指标看, 除菲律宾 2项指

标和新加坡 1项指标外, 各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

值、人均制成品出口额、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的

比重、制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的中

高技术产品比重、制成品出口的中高技术产品比重

均有较快的提高
[ 1]
。

表 1 1980 2000年东盟五国工业竞争力指数 ( CIP )

指 标

国 家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指数值 全球排名 指数值 全球排名 指数值 全球排名

印尼 0 119 75 0 199 54 0 292 38

马来西亚 0 240 40 0 368 23 0 492 15

菲律宾 0 228 42 0 235 43 0 377 25

新加坡 0 683 2 0 772 1 0 833 1

泰国 0 213 47 0 281 32 0 386 23

资料来源: 根据 UN IDO Industr ia l Deve lopm ent Report 2004的数据编制。

(二 ) 东盟五国的出口竞争力

东盟五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各国的

出口竞争力, 而出口竞争力又主要体现在各国的商

品与服务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的地位、出口商品的

竞争力以及主要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1 东盟五国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在世界总出口

中的地位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东盟五国的商品与

服务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的地位有所提升。进入

90年代, 东盟五国相继被列入世界货物出口贸易

的前 50位和世界服务出口贸易的前 40位。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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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005年, 东盟五国货物的出口贸易占世界总

额的 5 9% , 服务的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 3 5%。

在 2005年世界货物出口贸易的排名中, 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分别列入第 14、

19、25、 31、 44位; 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计

算,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分别

列入第 9、13、 17、 21、 30位。在 2005年世界服

务出口贸易的排名中,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分

别列入第 16、 28、 29位; 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

体计算,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

分别列入第 8、 16、 17、 29、36位
[ 2]
。

在东盟五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

中, 有多种商品列入世界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

额的前 15位。农产品出口方面, 2005年, 在农产

品出口贸易中,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分别列为世

界第 8、10、11大农产品出口国, 占世界农产品出

口贸易额的 5 4% ; 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 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分别列为世界第 8、12、13大

工业制成品出口国, 占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额

的 5 1%。其中, 新、马、菲、泰、印尼分别是世

界办公和通讯设备的第 5、 8、 11、 12、 15大出口

国, 占世界办公和通讯设备出口贸易额的 15 1% ;

新、马、菲、泰分别是世界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的

第 2、8、 10、11大出口国, 占世界集成电路和电

子元件出口贸易额的 28 7%; 新、泰是世界化工

产品的第 7、14大出口国, 占世界化工产品出口贸

易额的 3 2%; 泰国是世界汽车的第 10大出口国,

占世界汽车出口贸易额的 0 9%; 新加坡是世界医

药产品的第 7大出口国, 占世界医药产品出口贸易

额的 1 1% ; 印尼、泰国是世界纺织品的第 11、 12

大出口国, 占世界纺织品出口贸易额的 3 1% ; 印

尼、泰国分别是世界成衣的第 8、 12大出口国, 占

世界成衣出口贸易额的 3 4%
[ 3]
。

2. 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

在对一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的结构分析中, 可

以运用显示比较优势 ( RCA) 指数 #、贸易竞争指

数、相对优势指数等进行研究。近年来, 东盟五国

的显示比较优势 ( RCA ) 指数的变化, 反映了各

国出口商品结构竞争力的演变。

据统计, 1980 1995年间, 东盟五国各类资

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出现较大的变化, 印

尼、马来西亚、泰国基本上保持了自然资源密集型

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而菲律宾、新加坡该类产品

出口和转口的比较优势已逐渐衰退; 印尼、菲律

宾、泰国继续保持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

比较优势, 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已逐

渐衰退, 马来西亚 90年代初该类产品出口的比较

优势有所增强, 但未确立其优势地位; 马来西亚、

新加坡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已逐渐形

成, 泰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有较快的

提高, 而印尼、菲律宾该类产品的出口仍处于劣势

地位; 各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均处于劣势

地位
[ 4]
。

1995 2003年间, 东盟五国的出口比较优势

发生了新的变化。印尼、泰国的食品及活动物类商

品 ( SITC0) 出口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菲律宾在

食品及活动物 ( SITC0) 类商品出口具有微弱的比

较优势, 而其他国家在这些商品上都不具有比较优

势; 印尼、泰国的非食用原料 ( SITC2) 类商品的

出口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其他国家的该类商品处

于比较劣势; 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矿物燃

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 SITC3) 类商品上具有一

定的比较优势, 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动植物

油、脂及蜡 ( SITC4) 类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十分

明显; 新加坡在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 SITC5) 上

的出口比较优势迅速提高, 印尼在按原料分类的制

成品 ( SITC6 ) 类商品上具有比较明显的比较优

势, 而其他国家均处于相对劣势; 除印尼外, 东盟

四国在机械与运输设备 ( SITC7) 类商品的出口上

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显示出这些国家技术密集型

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逐步增强; 印尼、泰国在杂项制

成品 ( S ITC8) 类商品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表

明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强

(见表 2)。

表 2 1995 2003年东盟五国的显示比较优势 ( RCA ) 指数

SITC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1995 2003 1995 2003 1995 2003 1995 2003 1995 2003

0 1 06 1 05 0 33 0 37 0 63 0 74 0 24 0 20 2 65 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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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比较优势 ( revealed com parative advantage, RCA ) , 是用以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指标, 其表达式为: RCAX i j =
(X i j /X i ) / (X w j /Xw ) 。其中, X ij为 i国 j产品向世界市场出口的价值; X i为 i国向世界市场出口所有产品的价值; Xw j为世界市场 j产品出
口的价值; X

W
为世界所有出口产品的价值。当 RCAX

i j
大于 1时, j产品在 i国的出口份额超过了该产品在世界的出口份额, 表明 i国 j产品

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当 RCAX ij小于 1时, j产品在 i国的出口份额低于该产品在世界的出口份额, 表明 i国 j产品属于比较劣势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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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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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5

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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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9

1 15

0 42

1 05

0 27

1 46

0 67

1 34

0 28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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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6

0 63

0 84

1 03

1 17

0 90

0 27

1 70

0 36

0 48

0 58

0 84

1 05

1 05

0 94

注: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SITC), 0类商品指食品及活动物, 1类商品指饮料及烟类, 2类商品指非食用原料 (燃

料除外 ), 3类商品指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4类商品指动植物油、脂及蜡 , 5类商品指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6

类商品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7类商品指机械及运输设备, 8类商品指杂项制成品, 9类商品指未分类的商品。

资料来源: 根据 h ttp: / /www intracen org提供的数据编制。

3. 东盟五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一般来说, 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用以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大小。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美、日、欧三大

市场上, 东盟五国的农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

率, 燃料产品在日本市场有着重要的地位, 工业制

成品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尤其是办公和通讯设备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
[ 5]
。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2006年的统计, 在美国市

场, 2005年, 东盟五国的农产品在美国农产品进

口的总体比重为 7 8% , 仅次于加拿大 ( 27% )、

欧盟 ( 18 1% )、墨西哥 ( 10 4% )。东盟五国的

工业制成品在美国制成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6 6%, 仅次于欧盟 ( 20 8% )、中国 ( 20 2% )、

加拿 大 ( 13 7% )、日 本 ( 11% ) 和 墨 西 哥

( 10 2% )。其中, 办公和通讯设备产品在美国此

类产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21 3%, 仅次于中国

( 34 4% ), 其 后 为 墨 西 哥 ( 11 7% )、日 本

( 9 4% ); 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产品在美国此类产

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30 8%, 居首位, 其后为台

湾 ( 14% )、日本 ( 11 6% )、韩国 ( 11 6% ); 纺

织品在美国纺织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3%, 次于中

国 ( 26 9% )、欧盟 ( 14% )、加拿大、印度、墨

西哥、巴基斯坦、韩国、土耳其; 成衣在美国成衣

进口 的 总 体 比 重 为 10 9%, 仅 次 于 中 国

( 26 4% ), 其后为墨西哥 ( 8% )。

在日本市场, 东盟五国的农产品在日本农

产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10 8% , 仅次于美国

( 24 4% )、中国 ( 13 6% )。印尼的燃料在日

本燃料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8 1% , 仅次于沙特阿

拉 伯 ( 21 2% )、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 18 8% )、澳大利亚 ( 9 3% )。东盟五国的工

业制成品在日本制成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12 6% , 仅 次 于 中 国 ( 33 7% )、 欧 盟

( 17 8% )、美国 ( 16 3% )。其中, 办公和通

讯设备产品在日本此类产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22 2% , 仅次于中国 ( 37 1% ), 其后为美国

( 12 1% )、台湾 ( 11 7% )、韩国 ( 10 1% ) ;

纺织品在日本此类产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10 6% , 仅 次 于 中 国 ( 52 3% )、 欧 盟

( 12 4% ); 成衣在日本此类产品进口的总体比

重为 2 9% , 仅 次 于 中 国 ( 80 9% )、欧 盟

( 7 1% )。
在欧盟市场, 东盟五国的农产品在欧盟农产品

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2 2%, 仅次于欧盟区内

( 71 6% )、巴西 ( 3 3% )、美国 ( 2 8% )。东盟

五国的工业制成品在欧盟制成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2 2% , 仅 次 于 欧 盟 区 内 ( 69 6% )、中 国

( 6 2% )、美国 ( 5 7% )、日本 ( 2 9% )、瑞士

( 2 4% )。其中, 办公和通讯设备产品在欧盟此类

产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7 6% , 仅次于欧盟区内

( 54 8% )、 中 国 ( 13 8% ), 其 后 为 美 国

( 5 4% )、日本 ( 4 6% ); 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产

品在欧盟此类产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17% , 仅次

于欧盟区内 ( 52 6% ), 其后为美国 ( 7 3% )、日

本 ( 5 9% ); 纺织品进口的总体比重为 1 5%, 次

于欧盟区内 ( 67 5% )、中国 ( 7 5% )、土耳其、

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和美国; 成衣进口的总体比
重为 2 3%, 次于欧 盟区内 ( 44 9% )、中国

( 17 9% )、土耳其 ( 7 9% )、罗马尼亚、印度、

孟加拉和突尼斯。

影响东盟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一般来说, 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

是以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

等为基础的。在东盟五国,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性因素,

其中各国的比较优势、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跨国公司

的作用对这些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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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比较优势是各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与

发展的基础

所谓比较优势, 是指国家间的资源禀赋的相对
差异和成本比较, 或是指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比

较优势, 可以是先天的也可以是后天创造的, 它是

竞争优势形成的前提, 是一国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
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东盟五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

为: 其一, 除新加坡以外的其他东盟四国的自然资
源十分丰富。例如, 印尼的石油、天然气、锡、镍

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来西亚的天然橡胶、
锡、棕榈油的产量和出口量均排世界前列, 菲律宾

的主要矿产资源有铜、铁、金、银、镍、铬等 10

多种, 泰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米生产与出口国之
一, 钨、锡产量分别占世界第二、三位。正是由于

东盟四国拥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 使之成为世
界重要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与出口国。其二,

东盟五国人口较多, 劳动力资源丰富, 而且除新加

坡以外的东盟四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东盟五
国的总人口为 3 96亿, 其中劳动力总数为 1 69

亿。1995 1999年, 印尼制造业工人年均工资水
平为 639美元, 马来西亚为 3429美元, 菲律宾为

2450美元, 泰国为 3868美元
[ 6]
。其三, 东盟五国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东盟五国劳动力资源的比

较优势, 使之成为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

地区之一。此外, 东盟各国还拥有一些独特的比较
优势。例如, 新加坡具有明显的区位比较优势, 它

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道和东西国际航
线的枢纽, 拥有天然的良港,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

港和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

(二 ) 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各国构筑产业竞争优
势产生了直接影响

东盟五国积极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 通过财
政、金融等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鼓励和扶持新兴产

业发展, 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对所谓的
!战略性产业 ( strateg ic industry ) ∀ 实行了政策倾
斜

[ 7]
, 从而对各国构筑产业竞争优势产生了直接

影响。在财政鼓励措施方面, 主要有降低公司所得
税, 给予免税期, 加速折旧资本, 税收减免奖励,

投资或利润再投资奖励, 根据营销或促销开支减免
公司所得税, 附加值提高鼓励, 进口机器设备、原

材料、零部件免征进口税或进口原料、材料退税,

减免出口税、出口收入税收优惠、退税等。在金融
鼓励措施方面, 主要有对投资项目的投资、生产或

营销给予补贴, 补贴性贷款, 贷款担保, 出口信贷
担保, 高商业风险投资的公共机构参与, 商业风险

或非商业政府优惠费率保险等。在其他鼓励措施方
面, 主要有补贴性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补贴性服务

和优惠政府合同等。

(三 ) 跨国公司是各国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
势的重要载体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 东盟五国的生
产国际化进一步发展, 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

链的重要环节。如果说东盟五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

资源拥有比较优势, 那么跨国公司则是这种比较优
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西方跨国公司大量

涌入东盟五国, 它们所带来的经营资源提升了各国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

力。据统计, 2000年,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和印尼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分别列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的第 5- 8位, 仅次于中国、韩国、中国台湾、

墨西哥; 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列发展中国
家或地区的第 11位

[ 8]
。近年来, 东盟五国的高技

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
品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这主要得益于跨国公司的

技术引进。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 1985 
1998年, 东盟五国 (除印尼外 ) 高技术产品的出
口比重均大幅度提高, 其中, 新加坡、马来西亚分

别从 20 4%和 14 8%上升至 56 7%和 46 9%; 泰
国、菲律宾分别从 2 4%和 5 8%上升至 28 3%和

64 3% ; 东盟四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提高, 主
要得益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研发支出费用的

增加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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