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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结构比较分析
———以“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

俞国祥，　胡麦秀
（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　要：　机电产品在中国和东盟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选取新加坡、泰国、印

尼和柬埔寨为东盟代表国家，以“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特

化系数、技术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实证分析中国与东盟机电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出

口竞争力和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直逐步提升，普遍高于

东盟四个代表国家，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及其对出

口增长的贡献率普遍低于东盟四个代表国家，仅高于印尼。最后，本文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下，对我国提高机电产品竞争力和优化出口结构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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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以经济合作为主线，通过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及便利化，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构筑新的产业

合作模式，促进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１　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概况

１．１　中国与东盟国家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

东盟十国因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的差异，机

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存在严重的两极分

化，图１为２０１５年中国及东盟十国机电产品出口占

出口总额的比例。

从图１可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

越南五国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较高，

与中国的５８．３％较为接近，是东盟机电产业较为发

达的国家，而文莱、印尼、老挝、缅甸、柬埔寨五国机

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都较低，最多只有

２２．３％，是东盟机电产业较为落后的国家。

图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机电产品出口

占出口总额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ｏｒｇ）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选择新加坡、泰国、印尼、柬

埔寨四国作为代表，分析中国与新泰印（尼）柬四国（下

文简称东盟四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和出口结构，

以透视中国与东盟十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

１．２　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及其变动

趋势

图２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

品出口总额。从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２年中国与新加坡

的机电产品出口额较为接近，但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机

电产品出口额的增速明显，与东盟四国的差距不断

拉大。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９年中国和东盟

四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中中国

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１７．８％。２００９年以后，中国

机电产品出口额回升，但相对于２００８年之前，其增速

明显放缓；而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甚至在２０１１年

之后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新加坡和泰国。

图２　中国与东盟四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机电产品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１。

１．３　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

表１为２０１５年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的出

口结构，包括各国出口额最多的前六章产品和其余

产品在该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中国出口

份额前两位的机电产品是第８５章、８４章产品，分别

达到４５．１２％，２７．４０％，第７２，７３，８７，９０章产品的

出口占比也都在４％左右，而其余产品仅占８．９６％。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ＨＳ编码第８４，８５及第８７章产

品的出口在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中占有重

要地位，出口份额都较高。

表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 ％　

中国 新加坡 泰国 印尼 柬埔寨

８５章 ４５．１２ ８５章 ５６．９２ ８４章 ３３．７７ ８５章 ３０．０９ ８５章 ４４．８９

８４章 ２７．４０ ８４章 ２４．５４ ８５章 ２６．６５ ８７章 １９．０４ ８７章 ３９．３０

９０章 ５．５５ ９０章 ７．４４ ８７章 ２４．１５ ８４章 １８．３３ ８４章 ７．６９

８７章 ４．７１ ８８章 ３．１０ ９０章 ４．７４ ７３章 ７．０５ ９０章 ２．４７

７３章 ４．５６ ８７章 １．８３ ７３章 ４．０１ ７４章 ５．３６ ７６章 １．９６

７２章 ３．７０ ７３章 １．１４ ７６章 １．２２ ８０章 ４．３４ ７３章 １．５４

其他 ８．９６ 其他 ５．０４ 其他 ５．４７ 其他 １５．７８ 其他 ２．１５

　　资料来源：同图１。

２　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

力和结构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特化

系数对中国与新加坡、泰国、印尼、柬埔寨的机电产

品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再通过技术附加值指数和

产品结构高度化指数对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的

出口竞争力进行结构上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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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是最常用的产业

国际竞争力分析指标之一，最早由Ｂａｌａｓｓａ（１９６５）提

出，是指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占该国所有产品出口

的份额与全球该类产品的出口占全球所有产品出口

的份额的比值，其公式如下：

ＲＣＡ＝（犡犽犻／犡犻）／（犡
犽
狑／犡狑）

式中，犡犽犻 表示犻国犽类产品的出口总额，犡犻表

示犻国的出口总额；犡犽狑 表示全球犽类产品的出口总

额，犡狑表示全球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额。根据一般的

经验标准：ＲＣＡ值＞２．５表示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或

者比较优势；ＲＣＡ值介于１．２５～２．５，表示该国该

类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ＲＣＡ值在０．８～１．２５表示

国际竞争力中等；ＲＣＡ值在０．８以下说明国际竞争

力较弱。

本文根据上述公式和相关数据计算了中国与东

盟四国机电产品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的ＲＣＡ指数，如表

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中国机电产品的 ＲＣＡ指数

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稳步上升，从２００２年的０．９３９增

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３２８，机电产品从中等竞争力提升

到较强竞争力，但是２０１１年之后，中国机电产品

ＲＣＡ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近几年机电产

品竞争力提升空间有限。新加坡的 ＲＣＡ 指数自

２００２年之后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从２００２年１．３９３

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１６；泰国、印尼、柬埔寨机电产

品的ＲＣＡ 指数比较稳定，其中泰国机电产品的

ＲＣＡ指数最高，处于１．０左右，印尼和柬埔寨机电

产品的比较优势较弱。

表２　中国与东盟四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机电产业犚犆犃指数

年份 中国 新加坡 泰国 印尼 柬埔寨

２００２ ０．９３９ １．３９３ ０．９４８ ０．４２３ ０．０３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３３ １．３６７ ０．９９１ ０．４１８ ０．０２７

２００４ １．１０６ １．３４０ １．０１１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２

２００５ １．１４９ １．３１５ １．０３３ ０．４５６ ０．０１２

２００６ １．１９３ １．３０６ １．０４７ ０．４４３ ０．０３８

２００７ １．２２３ １．２５９ １．０７３ ０．４５３ ０．０４４

２００８ １．３０８ １．２４７ １．０６３ ０．４３９ ０．０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９ １．２８４ １．０３６ ０．４４３ ０．０５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８ １．２６１ １．０５５ ０．４２０ ０．１１４

２０１１ １．３２８ １．１９３ ０．９８６ ０．３８５ ０．１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３２６ １．１９８ １．０７９ ０．３９９ ０．１１２

２０１３ １．３２５ １．２３３ １．１１７ ０．４００ ０．１８３

２０１４ １．２４１ １．１６２ １．０７９ ０．３９９ ０．０２５

２０１５ １．１８３ １．２１６ １．０５８ ０．３８４ ０．１７０

　　资料来源：同图１。

所以中国机电产品整体竞争力高于东盟四国，

但相对于新加坡、泰国，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其次，中

国机电产品的ＲＣＡ指数并不高，仅在１．３左右，并

且近三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机电产品仅

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于世界第一大机电产

品出口国地位，间接反映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以加工

贸易为主。

２．２　贸易特化系数分析

贸易特化系数（ＴＳＣ）是指一国某一类产品的净

出口与进出口总额之比，用于分析产业竞争力，其公

式为：

犜犛犆犼＝（犡犼犕犼）／（犡犼＋犕犼）

式中，犜犛犆犼 为犼类产品的特化系数；犡犼 和犕犼

分别表示犼类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一般ＴＳＣ值

越接近于１，该类产品竞争力越强；相反，ＴＳＣ越接

近于－１，该类产品竞争力越弱。

根据ＴＳＣ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利用中国与东

盟四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机电产业的贸易数据得出中

国与东盟四国的ＴＳＣ指数，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可以看出，中国机电产品的特化系数从

２００２年到 ２０１５ 年上升明显，由０．０６８ 上升到

０．２０４，这反映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稳步提升；新加坡和泰国在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年机电产品的ＴＳＣ指数上升幅度有限，而且

两国的ＴＳＣ指数最高值分别为０．１１１和０．０１５；印

尼机电产品ＴＳＣ指数从２００２年０．０３０下降到２０１４

年的０．３７２，可见印尼近年来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

下降十分明显；柬埔寨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机电产品的

ＴＳＣ指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２０１５年 ＴＳＣ指

数低至０．６１９，因此柬埔寨机电产品的竞争力非

常弱。

表３　中国与东盟四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机电产业犜犛犆指数

年份 中国 新加坡 泰国 印尼 柬埔寨

２００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０ ０．８１８

２００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８３２

２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９１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０ ０．９４７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８１８

２００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８４２

２００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 ０．３５９ ０．８３０

２００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０ ０．３２３ ０．７７７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３４３ ０．６２３

２０１１ ０．１３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４ ０．３６９ ０．６２９

２０１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６ ０．４３９ 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５ ０．４２２ ０．５０７

２０１４ ０．１７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 ０．３７６ ０．９４９

２０１５ ０．２０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３７２ ０．６１４

　　资料来源：同图１。

中国机电产品的ＴＳＣ指数普遍高于东盟四国，

这反映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高于新加坡、泰

国、印尼和柬埔寨，尤其是机电产业相对落后的印尼

和柬埔寨；其次，中国机电产品的ＴＳＣ指数近年来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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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稳步提升，但ＴＳＣ值并不高，２０１５年仅为０．２０４，这

说明中国机电产品竞争力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２．３　技术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

产品技术附加值指数是关志雄（２００２）提出的，

其重要的前提是“技术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

高收入的国家”，基本思想是用某一产品各个国家的

出口额占全球该类产品出口比例为权重的人均

ＧＤＰ的加权平均数，具体公式如下：

犞犼＝∑犻（
（犡犻犼
犠犼

）犘犻 （１）

式中，犞犼为产品犼的技术附加值；犡犻犼是犻国犼

产品的出口额；犠犼是全球产品犼出口总额；犘犻为犻

国的人均 ＧＤＰ。在实际计算中，樊纲、关志雄

（２００６），张乃丽（２０１４）都用对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值替

代了人均ＧＤＰ以方便结果分析。

犞犼＝∑犻（
犡犻犼
犠犼
）Ｌｏｇ（犘犻） （２）

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犛是在技术附加值指数

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的，公式如（３）：

犛犻＝∑犼犞犼
犡犻犼
犡犼

（３）

式中，犛犻为犻国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犕犻犼是犻

国出口总额。一般犛值越大，一国机电出口结构越

合理。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机电产品，因此本文通过

公式（２）和（３）实证分析的是机电产品技术附加值指

数和机电产品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

首先，本文选择２０１５年中国、德国、美国、比利

时、加拿大、法国、中国香港、意大利、日本、韩国、墨

西哥、荷兰、新加坡、西班牙、英国、马来西亚、捷克、

泰国、波兰、瑞士、奥地利、瑞典、印度、俄罗斯、巴西、

匈牙利、斯洛伐克、菲律宾共２８个国家或地区 的

ＨＳ第７２～９３章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数据以

及人均ＧＤＰ（现价以美元为单位），进行产品技术附

加值计算，并按大小进行排序，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５年世界市场上机电产品技术附加值指数

ＨＳ编码
附加值

指数
ＨＳ编码

附加值

指数
ＨＳ编码

附加值

指数

９１ ５．０３２ ８７ ４．１１６ ７３ ３．７４３

９２ ４．４３７ ８１ ４．０８２ ７５ ３．６８９

８８ ４．３８１ ８４ ４．０６４ ７２ ３．６１９

８８ ４．２６０ ８２ ３．９０３ ７６ ３．３９２

８６ ４．２５８ ８３ ３．８８１ ７９ ３．３１１

８０ ４．１７６ ８９ ３．８９６ ７８ ３．２４０

９０ ４．１１９ ８５ ３．８５３ ７４ ２．９０６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ｏｒ）及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相关数

据整理计算得到。

根据表４，可以发现不同章别产品的技术附加

值指数差距较大，其中第９１章产品技术附加值指数

最高，达到５．０３２，第９２，８８章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也

分别达到４．４３７，４．３８１；第７４章最低，仅为２．９０６。

结合表１，可知中国出口最多的六章机电产品的技

术附加值分别是３．８５３，４．０６４，４．１１９，４．１１６，３．７４３

和３．６１９，处于中等、低等附加值水平，说明中国机

电产品并没有很好地遵循“技术附加值越大，出口越

多”的原则。东盟四国同样如此，新加坡第８５章产

品的出口占比达到５６．９２％，其技术附加值仅为

３．８５３，但技术附加值较高的第８８章产品出口占比

达到３．１０％；泰国出口最多的六章机电产品依次是

第８４，８５，８７，９０，７３，７６章，这六章产品的技术附加

值都处于中等水平和低等水平；印尼第７４章产品的

出口份额达到５．３６％，是第五大出口机电产品；柬

埔寨出口份额前六的机电产品中也包括了技术附加

值偏低的第７６，７３章产品。

为了清晰地比较分析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

的出口结构，本文结合表４中的结果，利用相关贸易

数据，得出中国、新加坡、泰国、印尼和柬埔寨的机电

产品技术附加值堆积图，如图３所示，其中高技术附

加值产品是附加值低于３．７００的机电产品，中技术

附加值产品是附加值在（３．７００，４．１００）区间的产品，

低技术附加值是附加值大于４．１００的产品。横轴为

中国与东盟四国，纵轴为各国低、中、高技术附加值

的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中国高技术附加值

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为１２．０３％，低于新加坡，而中国

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也略低于新加坡，这说明

中国机电产品附加值整体水平低于新加坡。同理，中

国机电产品的合理化程度低于泰国、柬埔寨，仅高于

印尼。

图３　２０１５年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技术附加值堆积图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的

整体出口结构，本文进一步计算了２０１５年中国、东

盟四国及主要欧美发达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结构高

度化指数，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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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５年中国、东盟四国及主要欧美国家

机电产品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

中国 新加坡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３．９２５ ３．９４８ ３．９８９ ３．８９５ ３．９７５

美国 德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４．０４９ ４．０１２ ３．９８４ ４．０７９ ４．０３７

　　资料来源：同表４。

通过表５可以更加明确地得出：首先，２０１５年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劣于新加坡、

泰国、柬埔寨，仅优于印尼；其次，欧美等发达国家机

电产品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普遍高于中国与东盟四

国，即中国与东盟四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合理程度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差距。

３　总结与建议

综合上文的分析结果，可知中国机电产品的出

口竞争力不断提高，普遍高于东盟国家，但通过自身

的纵向比较和与东盟四国的横向比较，可发现：中国

整体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并不是非常高，并且近

几年提高程度不明显；其次，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

力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尤其是相对于新加坡和泰国

而言，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仍有较高的提升

空间。

从出口结构来看，中国机电产品并没有很好地

遵循“技术附加值越高的产品，出口越多”的原则，出

口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低于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并

且远低于美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仅高于印尼，

出口结构合理化程度不够。

根据以上结论，可知当前我国机电产品进一步

提升出口竞争力应将重点放在优化出口结构上，即

推动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产品在整体机电产品出

口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减少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

产品的出口，使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更加合理。在共

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可以

采取以下措施：

（１）加强技术研发与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我

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加工贸易特征较为明显，在调整

产业结构和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趋势下，我国应

充分利用研发补贴和减税等政策进一步鼓励机电类

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我国机电产

品附加值，提高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结构。

（２）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

提高口岸效率、进一步完善海关环境等便利化措施

可进一步提高双边贸易效率，挖掘双边贸易潜力，有

利于中国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更快捷地

进入东盟市场，进而推动高新技术机电产品走向

世界。

（３）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道路相通是“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而东盟多国基础设

施水平相对落后，如老挝２００７年才开通第一条铁

路。为应对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东盟国家陆续加大

国内和区域内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内需以带动国内

经济增长。一方面，东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是

区域内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东盟大规模基础

设施建设也可消化中国与东盟机电产业的部分过剩

产能，如钢铁及其制成品。

（４）深化产业合作，打造新型产业合作模式。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内，加强产业合作，改

造和升级传统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提升中国和沿

线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对于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机电产业相对发达的东盟国家，中国可

通过与其加强合作，建立以水平分工为主、具有联动

发展的产业分工体系。这有利于中国机电产业发展

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

工，建立自己的国际生产网络。对于柬埔寨、缅甸等

机电产业相对落后的东盟国家，中国可通过传统的

产业转移方式，带动这些国家机电产业的发展和经

济的增长。一些在中国需要淘汰的机电产业转移到

柬埔寨、缅甸等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也可以带动这些产业的二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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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毛艳华，杨思维．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合

作与能力建设［Ｊ］．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５（４）：１０１１１２．

［５］　吕余生．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产业合作探索

［Ｊ］．东南亚纵横，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１３．

［６］　赵江林．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标构想、实施基础与

对策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　ＢＡＬＡＳＳＡＢ．Ｔｒ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６５，３３（２）．

［８］　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

术产品为中心［Ｊ］．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２（８）：５１２．

［９］　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

技术分布［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８）：７０８０．

［１０］　张乃丽，石芳芳．中德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基于美

国市场的比较分析［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

版），２０１４（３）：６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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