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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经贸简讯 
2023 年第 6 期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一、本月简讯 

（一）中印尼“两国双园”打造“一带一路”共赢样板 

中印尼“两国双园”是中印尼两国领导人推动的合作成果，

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7 月 27 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时强调，双方要继续搞好综

合产业园区合作，重点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

园”建设。 

1 月 19 日，经中国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印尼“两国双园”

项目正式落地。“两国双园”是指两个主权国家在对方境内互

设园区、联动发展的一种新型产能合作模式。作为共建“一带

一路”的创新项目，中印尼“两国双园”项目不仅为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经贸合作构建了新平台，也为深化东南亚区域合作打

造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新模式。通过共同建设两国产业合作区，

探索建立产业互联、设施互通、政策互惠的双园结对合作机制，

是实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

构想高度契合的机制平台，对发展海洋经济，打造全球海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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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新高地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柬经贸合作持续深化 

据柬埔寨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上半年，中柬贸易额达 61.53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3%。其中，柬埔寨对中国出口 7.13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6.6%；自中国进口 54.4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随着柬埔寨农产品输华市场进入“快车道”，中国已成为柬大

米、新鲜香蕉、芒果、龙眼的最主要出口市场。上半年，柬对

华出口大米达 13.8 万吨，占其大米出口总量的 42%。今年 5 月

底，柬埔寨 12 种野生水产品已完成输华程序，将助推更多柬埔

寨产品的对华出口。 

（三）菲律宾与世界银行签署贷款协议以振兴农渔业 

7 月 7 日，菲律宾与世界银行（WB）签署了价值 6 亿美元

的贷款协议。菲律宾财政部（DOF）称，上述贷款协议旨在推

广菲律宾农村发展项目（PRDP），通过干预公共基础设施和增

强商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转移，以应对

菲律宾农业和渔业以及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面临的挑战。这一项

目将促进农民和渔民的市场准入，增加特定农水产价值链的收

入，并提高食品供应链的效率。项目将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和企

业子项目的直接投资，惠及约 45 万农民和渔民，同时创造近

4.2 万个新就业岗位。 

（四）今年 4—6 月中缅边贸额近 10 亿美元 

据缅甸商务部消息，2023—2024 财年第一季度（4—6 月）

缅甸与中国的边贸额近 10 亿美元，较 2022—2023 财年同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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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亿美元，增加了 3.88 亿美元。缅甸主要向中国出口大米、

碎米、豆类、水产品、辣椒等食品，从中国进口建筑材料、电

器、食品和药品等。 

（五）2023 年上半年中国—东盟贸易简况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 20.1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1%。其中，出口

11.46 万亿元，增长 3.7%；进口 8.64 万亿元，下降 0.1%。按美

元计价，中国进出口总值 2.92 万亿美元，下降 4.7%。其中，

出口1.66万亿美元，下降3.2%；进口1.25万亿美元，下降6.7%。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3.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占中

国外贸总值的 15.3%。其中，对东盟出口 1.81万亿元，增长 8.6%；

自东盟进口 1.27 万亿元，增长 1.1%。按美元计价，中国与东

盟贸易总值 4473.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其中，出口 2631.6

亿美元，增长 1.5%；进口 1841.6 亿美元，下降 5.5%。东盟继

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成员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依

次为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二、深度文章 

从 1.0走向 3.0，中国—东盟自贸区如何再升级？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第三轮谈判于 6月 24日—27日在

云南昆明举行。自 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启动自贸区建设以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不断升级，

市场开放程度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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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贸区 1.0 版到 3.0 版，从打造“硬联通”到加强“软联

通”，从传统领域拓展到数字、绿色新兴领域，中国与东盟多

领域合作正进一步深化升级。 

一、自贸区再升级 

“东南亚国家欢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因为这是一项

真正产生影响的自贸协定，它的升级将会产生显著效果。”泰

国《曼谷邮报》报道称。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自

贸区，于 2010 年全面建成。在自贸区各项优惠政策促进下，2002

年至 2018 年，中国与东盟双向贸易增长逾 10 倍，双向投资增

长近 5 倍。 

2019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至 2.0 版，双方进一步开

放市场。 

202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

级谈判，并于 2023 年 2 月、4 月相继开展两轮磋商，谈判涵盖

货物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 

越通社称，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第三轮谈判旨在确保

东盟—中国自贸区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双边经济关系以

及地区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谈判释放积极信号——

东盟和中国都承诺将该自贸区打造得更适应多国企业合作，适

应未来发展需求，并为应对全球各类挑战做好准备。 

泰国商业部贸易谈判司司长奥拉蒙·素他威吞表示，中国

—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将推动双方扩大生产、加强区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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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以应对错综复杂的

世界经济形势。 

据拉美社报道，今年 6 月 2 日，菲律宾政府完成 RCEP 核

准程序，标志着 RCEP 在所有伙伴国全面生效。该协定寻求通

过逐步降低货物关税来推动贸易与合作，简化成员国之间商业

往来中的繁琐事项。分析人士认为，它将成为新冠疫情后全球

复苏的催化剂，并帮助该地区走向全球经济中心。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近日发布报告称，2023

年，“10+3”区域将实现 GDP 4.6%的较快增长。中国游客的

回归将推动东盟旅游业复苏，尤其是柬埔寨和泰国的旅游业将

受益。“10+3”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继续致力于自由贸

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气候变化等多领域合作，充分利用

“10+3”区域经济增长机遇。 

二、多领域深合作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也是构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 10 周年。近年来，中国与

东盟多领域深化合作结出累累硕果，展现可持续发展的勃勃生

机。 

彭博社网站刊文称，中国重视植树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

的做法成效显著，该模式正传播到东南亚地区。联合国环境署

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共同实现绿色转型是中国

—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东盟之间牢固的经济联系和友

好关系，为双方在生态保护领域开展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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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宣布停止在海外投资新建燃煤电厂，这为东盟国家在太阳

能、风能和绿色氢能等领域获取大规模投资提供重大机遇。中

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为其他国家提供独特发展理念借鉴。 

据澳大利亚洛伊解读者网站报道，在印度尼西亚 100 个“智

慧城市”建设的宏大图景中，中企的身影引人瞩目。今年，一

些中国公司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在各个经济领域投资的谅解备忘

录，这有利于鼓励中国投资者投资智慧城市领域。中国也在投

资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智慧城市发展。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

中国公司在过去 10 年中投资了菲律宾两个智慧城市项目——

新克拉克城和新马尼拉湾—珍珠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在泰

国进行了投资，2020 年中国还支持了缅甸新仰光城市开发项目

的建设。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东盟国家市场对中国电动车的火热需

求，也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的一个缩影。新加坡《联合早报》

网站刊文称，2021 年，东盟国家电动汽车市场总规模达到近 5

亿美元，到 2027 年预计将突破 26 亿美元。而中国车企早在数

年前就已看准商机，在新加坡电动汽车市场播下种子。 

三、“软联通”更紧密 

第 11 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于 7 月 12 日

开幕，期间举办的第 5 届 10+3 青年科学家论坛、首届中国—

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技术对接会等系列活动为

东盟深化合作提供交流平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文化、

旅游、媒体等多领域加强“软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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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旅游业复苏对老挝经济增

长贡献很大，全面开通的中老铁路就是引擎。这条连接老挝首

都万象和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的铁路全长约 1000 公里，2021

年 12 月起开行国际货运列车，2023 年 4 月起开行国际旅客列

车。老挝政府的计划包括培养会讲汉语的导游、增开连接中国

各大城市与老挝之间的航班、开通手机支付等，同时鼓励民间

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中国政府也对本国公民赴老挝旅游提供支

持。 

据泰国《曼谷邮报》网站报道，泰国和中国在泰国清迈大

学联合启动培训项目，以促进泰国职业院校学生提升电子商务

技能。培训项目组织者称，“中文+职业技能”电子商务培训

项目的特点是将中国电子商务经验和泰国市场特色相结合。泰

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颂蓬介绍，这个培训项目是

泰国与中国多个合作项目之一。为该培训项目提供支持的云南

师范大学副校长郝淑美表示，该培训项目将进一步推动中泰两

国人文经贸交流深入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媒体间交流合作日益紧密，

中国与东盟携手在国际舞台发出更加洪亮的“亚洲声音”。老

挝巴特寮通讯社社长坎培·披拉帕在 2023“东盟伙伴”媒体合

作论坛上表示，媒体发展已经向数字化迈进，东盟和中国需要

共同努力促进媒体创新，加强信息交流，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联系人：张宁，010—59337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