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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经贸简讯 
2023 年第 8 期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2023 年 9 月 27 日 

 

一、本月简讯 

（一）至 2030 年东盟数字经济价值可达 1 万亿美元 

9 月 4 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扎夫鲁勒·阿卜

杜勒在 2023 年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ASEAN BIS）上发表讲

话时透露，基于一个强有力且配套的管理机制可能助力东盟数

字经济体的潜在价值从当前的 3亿美元升至 2030年的 1万亿～

2 万亿美元。他表示，电商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网和电商市场

等数字技术平台的存在，是东盟中小型企业加大其国内外市场

上参与力度的良好机会。 

（二）2023 年以来 RCEP 项下中国享惠进出口货值增速

分别达 53.6％和 20.2％ 

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 8 月 3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项下中国享惠进口货值 1213 亿元，减

让税款 30.4 亿元，主要享惠进口商品为钢铁、塑料及其制品、

有机化学品、机械器具及其零件等；中国享惠出口货值 4195

亿元，主要享惠出口商品为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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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制品等。 

2023 年以来，RCEP 项下中国享惠进出口货值已分别达到

560 亿元和 1817 亿元，同比增长 53.6%和 20.2%。中国企业享

惠数据快速增长，得益于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为外贸企业量身定

做的享惠方案，它们帮助企业研究吃透协议规则，充分运用政

策红利，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三）2023 年 1—8 月中国稳居柬埔寨第三大出口市场地

位 

2023年1—8月，柬埔寨累计出口大米逾40万吨，其中14.38

万吨出口至中国，中国是柬埔寨大米最大的出口市场。 

2023 年 1—8 月，柬埔寨国际贸易额达到 319.7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4.5%。其中，出口总额约为 15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小幅增长 0.3%。 

2023 年 1—8 月，柬埔寨和中国贸易额为 80.9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1%。柬埔寨对中国出口额接近 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8%。中国是柬埔寨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和越南。 

针对对华出口大幅增长，柬埔寨商业部官员表示，《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柬中自由贸易协定》

（CCFTA）为柬埔寨贸易注入了强劲动力，两者是柬长期和可

持续出口增长的催化剂。 

（四）老挝通胀率持续下降 

老挝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 月份，老挝通胀率降至 25.88%，

略低于 7 月份的 27.8%。其中，老挝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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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31.85%，低于 7 月份的 37.81%，这种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好

转；医疗设备价格上涨 21.11%；交通运输成本上涨 17.68%。 

8 月份，通胀最低的行业是家庭用品（0.2%）、邮政通信

（0.57%）、教育行业（0.75%）。 

尽管老挝政府努力抑制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但老挝基普

持续贬值、公共债务增加、劳动力严重短缺，导致老挝当前经

济困难，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马来西亚今年上半年批准国内外投资逾 1300 亿林

吉特 

9 月 17 日，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扎夫尔称，

马来西亚今年上半年批准国内外新增直接投资 1326 亿林吉特

（1 林吉特约合 0.21 美元），完成年度引资目标的六成。 

扎夫尔说，这些投资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和第一产业，

总计 2651 个项目，预计能创造超过 5.1 万个就业机会。“（这

些投资）体现了我们在吸引优质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持

续努力。” 

扎夫尔介绍，2023 年上半年马来西亚国内直接投资约为

693 亿林吉特，占获批国内外投资总额的 52%，较去年增长 58%，

增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第一产业。今年上半年吸引国外直

接投资达 633 亿林吉特，主要来自新加坡、日本、荷兰、中国

等国家。马来西亚吉隆坡和雪兰莪地区，今年上半年总计吸引

了超过 600 亿林吉特的国内外直接投资。 

扎夫尔表示，马来西亚正在制定亲商政策、提升营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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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马政府将着力该国打造为区域经济枢

纽，以吸引那些试图扩大亚洲市场的外国企业。 

（六）2023 年 1—8 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情况 

2023 年 1—8 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高达 4.11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6%，比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速高 1.7 个百

分点。中国与东盟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比重为 15.2%，

上年同期这一比重是 15.0%，上升 0.2 个百分点。 

2023年 1—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排名前三的国家是越南、

马来西亚和印尼。中国与越南贸易额为 9837.7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1.7%，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比重的 23.9%；中国与马来西

亚贸易额为 8482.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5%，占中国与东

盟贸易比重的 20.6%；中国与印尼贸易额为 6373.1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8%，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比重的 15.5%。 

近三年来，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是东盟、欧盟、美国。2023

年 1—8 月，中国与欧盟贸易额为 3.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1.5%；中国与美国贸易额为 3.0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8.7%。中国与东盟贸易额比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

多 4279.1 亿元人民币，中国与东盟贸易额比第三大贸易伙伴中

国与美国贸易额多 10640.2 亿元人民币，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较

中国与欧盟、美国贸易额差距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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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文章 

9 月 16 日至 19 日，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商务与投资峰会已经走过 20 年历程，本届东博会上，从智慧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

等，中国同东盟国家不断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的经贸合作。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透过东博会，我们更真

切地感受到，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拓展

与东盟国家的互利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贸合作，为

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一、贸易投资攀升，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 

东盟国家地处“一带一路”陆海交汇地带，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入推进

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合作，相继建成一批标志性项目，携

手描绘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的背景下实现了贸易投资逆势攀升。 

贸易蛋糕不断做大。泰国的榴莲、马来西亚的咖啡……在

东博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特色商品琳琅满目。近年来，随着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东盟国家越来越多的商



   

 

 
— 6 — 

品进入中国，中国的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优势商品加快走出

去。20 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了 16.8 倍。 

投资合作活力迸发。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实现老挝人民“变

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梦想；金边至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将两地

通行时间由 5 小时缩短至 2 小时以内，推动柬埔寨迈入“高速

时代”；中国与新加坡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驶入快车道，

运输网络涵盖 1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3 个港口……中国和东盟

投资合作快速增长，互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 

二、突出绿色智能，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无人无缆水下机器人、

应急救援型无人直升机……在东博会先进技术展上，一批先进

技术和应用案例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专家表示，中国和东盟互为重要发展机遇，在分享超大规

模市场、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合理配置资源要素等方面具有广

泛的共同利益。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中国与东盟应把握

新发展趋势，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构建

更加稳定、畅通、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巩

固提升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本届东博会设立智能装备、数字技术、先进技术、绿色建

材与智能家居展区，集中展示绿色低碳技术和应用，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此外，围绕电商、环保、蓝色

经济等相关热点领域，举办 19 个高层论坛，深化中国同东盟国

家在可持续和低碳等领域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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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制度型开放，凝聚开放合作新共识 

中越智慧口岸项目正式开工，将实现 24 小时智能通关；中

国—东盟药品质量交流平台项目启动，在传统药物监管政策、

药材标准协调互认等方面开展合作……今年，随着《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所有签署国全面生效，中国与东盟国家

间一批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高质量合作项目有序推进。东博会上，

探索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成为主旋律。 

本届东博会首次举办“制度型开放：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主题边会，聚焦新时代稳步扩大区域内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商事等制度型开放合作，打造开放高能级平台，助推中国

—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推动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和开放型

世界经济。在首次举办的“投资中国年—走进广西”招商引资

系列活动中，新加坡太平船务集团、美国雅保化工、法国乐斯

福、法国电力、英国吉凯恩（霸州）金属粉末等跨国公司纷纷

表示看好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前景。 

置身东博会场馆，看着一张张洋溢着笑容的面庞，走过一

个个精美热闹的展台，更深切感受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

的澎湃活力。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以开放促合作、以包容促共赢，一个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

必将以自身发展为东盟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共同开创

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来源：国际在线）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联系人：张宁、张相敏， 
010—59337912、59337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