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来，中国与东盟之

间的经贸往来发展迅速，目前

机电产品已在中国与东盟产品

贸易中取代了传统出口产品，

成为第一大类贸易产品。今年 1

月，广东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 

8.3亿美元，增长44.8% ，占同期

广东对东盟出口总额的 65.4%，

高居广东对东盟出口各类产品的首

位，且出口增速高于同期广东对东

盟整体出口增速 6.6个百分点。 1 月

广东自东盟进口机电产品 16.9亿美

元，增长4 1. 6% ，占同期广东自东

盟进口额的 62.8% ，成为广东自东

盟进口的主要商品。

然而，另一方面，广东与东盟

之间的机电产品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

态， 2∞1年广东对东盟机电产品项下

出现贸易逆差 19.1亿美元，之后贸易

逆差逐年扩大， 2004 年进一步扩大

到79.叫乙美元， 2∞5年1-9月则已达到 

63亿美元。机电产品无疑已经成为广

东对东盟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掘。

一边是日渐攀升的出口额，一

边是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这两者

之间看似既矛盾又依存，关系很复

杂，其实最终还是由广东与东盟各

自的贸易特点决定的。

首先，产业内贸易的互补性分

工以及"趋向性"趋势决定了广东

省机电产品向东盟出口不断扩大的

同时，逆差也不断扩大。

作为与东盟地理上最接近同

时外贸活动最为活跃的省份，借助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进军东

盟大市场，广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除了相同的粤语文化背景、诸

多深水良港近距离通航等人缘地缘

优势，广东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

制造中心之一，与东盟在制造业和

技术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互补空

间，这一点不容忽视。

第一，进出口产品方面的互补

性。机电领域中国对东盟的巨额贸易

逆差主要来自机电仪器零部件、工业

整机和钟表;而中国在家用电器、机

械基础件、交通工具及零部件等领域

对东盟的出口则明显保持顺差。东盟

的基础工业薄弱，需要大量中、低档

机电产品，与欧美产品相比， "广东

制造"具有性价比优势，同时，东盟

的优势是工业电子产品，广东则是家

用电器占优势。

第二，从贸易方式看，也体现

了分工合作的特点。 2刷年加工贸易

的出口额到占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

出口总额的65.7% ，从国别上看，新加

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是东盟

国家中与中国开展加工贸易合作的主

要伙伴。中国与上述国家的机电产品

贸易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双方

在机电贸易领域关联度很高，这是因

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及东盟机电产品尤

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均具有重要

作用。随着全球制造业加快向中国转

移，分工合作、贸易双向流动的这种

趋势更加明显。

从整个贸易结构看来，广东与

东盟存在"趋同的趋势"，过多的

加工贸易，也成为制约广东与东盟

贸易发展的掣肘因素。

比如，双方在推进工业化进程

中均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低技

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都是世界

中低档制成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电

子、家电和机电类产品的出口比重

也都逐渐提高，在未来数字电视和

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吸引外

来投资和技术、市场准入、产品开

发等方面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同时，加工贸易和贴牌商品过

多，反映了广东企业自主控制能力

有限，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商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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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质商品、名牌商品对东盟市

场重视不够，开拓不力，进入东盟

的商品多是质次价低。广东商品在

东盟国家未能形成自己的品牌，而

且广东企业还面临发达国家跨国集

团的激烈竞争。

其次，自贸区降税对机电产品

贸易竞争关系的影响。

按照《货物贸易协议》规定，

敏感产品按其敏感程度，可分为一

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双方

可将前期降税存在一定困难的少量

产品列为敏感产品，敏感产品将进行

缓慢的降税，另外其中高度敏感的

产品还可长期保留比较高的关税税

率(如 50% )。中国对东盟十国提

出一份敏感产品清单，同时适用于

十国;东盟十国则分别针对中国提

出各自敏感产品清单，其中所列的

敏感产品只适用于中国。

东盟各国的高度敏感产品清单中

主要包括:部分汽车、摩托车及其关

键零部件等;一般敏感机电产品清单

中则主要包括了部分家用电器，如涉

及彩电、空调、冷藏箱、洗衣机、吸

尘器、 VCD 、 DVD、照明器材、游戏

机、录音机、收音机的部分产品，还

有部分国家将包括发动机、钢琴、工

程机械、铜制绕组电线、农具中的部

分产品列为→般敏感产品。

中国提出的高度敏感产品清单则

包括了部分数字电视机、柴油客车、

轿车和轻型卡车等产品;一般敏感产

品清单包括部分汽车零部件、公路牵

引车、非柴油大客车、重型卡车、汽

车底盘、 t由船、集装箱船、散货船、

液装船、浮船坞等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出于对对 ,
 



方机电产品竞争力的担心，都将自

贸区下的机电产品作为关注的重点

产品之→。

除新加坡之外，东盟多数国

家都将部分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作为

高度敏感产品;而将部分家用电器

等机电产品列为一般敏感产品，

机电产品占东盟同家一般敏感产品

的比例也普遍偏高，如柬埔寨的机

电产品占其一般敏感产品的比例达 

5 1. 1%.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和印尼也比较突出，所占比例分别

为 38.8%. 29.0%. 24.7%. 20.9% 。

就总体而言，中同与东盟各国

机电产品大范围降税将发生在 2009

年，整体降幅约为 3%。其中，新加

坡、菲律宾、印尼、文莱的多数机

电产品的税率水平已经在 5%以下，

该东盟 4国机电产品的税率水平在 

2009年之前降幅很小。而中国与马

来西亚、泰国从 2005年7月起，其机

电产品的关税将进行实质性诚让，

并连续阵税，直至 2010年双方多数

机电产品实行零关税。马来西亚的

机电产品具有明显的关税高峰。

泰国部分商品的税率维持在 10%左

右，要满足 2007年 60%的商品降到l 

5%以下的要求，需要做出更大的努

力。因此，在 2009年之前，机电企

业应重点关注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

逐步开放市场带来的诸多变化，并

且圄意 2009年双方全面降税幅度最

大的这一年，把握有利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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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方对各自产品技术标

准、技术水平的不同战略预期 O

随着东盟国家机电产品出口的 

H 益崛起，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区域

联盟的经验，东盟也十分重视成员

国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

等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协调以及与国

际接轨。

在产品标准方面，东盟标准

与质量协商委员会( ACCSQ )征

得东盟各成员国的同意，将各自的

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使得收

音机、电视机、空调、冰箱、电话

机等在区域内贸易最频繁的 20种商

品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如国际标

准组织( 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和国际电信联盟 (lTV) 标

准等。到 2004年. ACCSQ又完成 72

种安全标准和 10种电磁产品统一标

准的协调工作 ο

在产品认证方面. ACC吨协调东

盟各国签署了《关于东盟标准术语和

相互认证安排的框架协定} (MRAS) ,

规定如果一个成员国的某种产品符合

东盟统一标准，那么该产品在进入任

何一个成员国市场时路阳再做同样的

检查和认证。关于电子和电子设备的管

理， 2001年在河内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东

盟经济部长会议发布了《东盟电子和电

子设备的相互认证安排} (MRA).以简

化成员国对电子和电子设备的管理o 

2001年7月 13 -14日，东盟各国签署了

《电子通讯设备的相互认证 L 目的

是促进东盟书面批准电子设备的一致

估价程序的相互认证。

东盟同家积极地采用国际标

准，推进统一标准、认证的协调工

作，方便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通，

同时也带动了成员国内产业升级、

扩大出口 O

反观我省，由于对东盟市场重视

不够.开拓不力，进入东盟的商品多

是质次价低的。与此同时，广东部分

高新技术产品整体出口大幅增长J 但

对东盟的出口却呈现下降的走势。

今年 1 月 16 日上午，越南平阳

省新加坡工业同，美的集团投资 

2500万美元建设的海外生产基地一一

美的越南工业园投产庆典仪式隆重举

行。据了解，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越

南的最大投资项目，主要生产电饭

堡、电磁炉、电水壶等小家电产品。

它将成为美的在东盟的小家电制造和

出口基地和重要的战略据点。目标是

‘立足越南，幅射东盟'，进一步

提高美的产品在东南亚的市场竞争

力，扩大东南亚市场的销售份额，

取得海外拓展的经验。

对于广大的省内机电企业来

说，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也显示

了我省出口龙头企业对东盟市场的

信心和决心。东盟国家虽然商机巨

大前景诱人，但广东企业走进东南亚

并非一帆风顺。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

广东机电企业对于东盟市场不应当假

手于人.更不能听之任之，而是应当

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广东产品

扩大在东盟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利于减少对欧盟、美国、日本等

出口市场的过分依赖，减少其市场

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

险，更有利于促进广东产品出口市

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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