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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

举措与成效
*

李皖南

［提 要］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发达国家掀起了以转移服务业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

移浪潮。东盟国家积极抓住这一机遇，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本文分析东盟五国 (新、马、泰、菲、印尼) 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方面所采取诸如加强服务业

的区域合作、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承接国际服务

业转移腾出空间等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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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盟产业结构概况述评

自独立以来，东盟各国根据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多次的产业结构调整。20 世纪 60 ～ 70 年

代，东盟各国先后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使得工业比重尤其是制造

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改变了战后初期东盟各国的

单一种植经济结构。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盟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的产业

结构转化战略。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一方面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根据新一轮国际

产业转移的特点，提出了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思路。总体上，目前东盟各国经济和产业结构

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 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基础良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盟各国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着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

这为东盟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宏观条件。从增长速度上看，2000 ～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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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 4% 以上，其中印尼平均增长率 4. 7%，马来西亚 4. 5%，菲律

宾 4. 8%，新加坡 4. 0%，泰国 5. 1% ①。2007 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 9. 3%，泰国为 4. 8%，马

来西亚为 6. 3%，菲律宾为 7. 4%，印尼为 6. 3% ②，因此，东盟五国被认为是经济高增长国家。

从经济总量上看，2007 年印尼 GDP 达到了 4317 亿美元，是东盟第一经济大国，泰国 GDP 为

2457 亿美元，马来西亚 1869 亿美元，新加坡为 1615 亿美元，菲律宾为 1469 亿美元。从人均

GDP 来看，新加坡处在东盟各国的最前列，2007 年达到了 35206 美元，马来西亚为 6880 美元，

泰国为 3740 美元，印尼 1919 美元，菲律宾 1652 美元左右③。因此，无论从经济增长率、经济总

量还是从人均 GDP 来看，东盟的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良好，这无疑有助于东盟优化自身产业结构。

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数量变化关系。当人均收入水平在

140 ～ 280 美元之间，经济处在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这时基本上不能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主

导产业; 当人均收入在 300 ～ 2000 美元左右的区间，经济将处在工业化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

段，这时产业结构会发生剧烈变动，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高速增长，重工业比重大，这

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 当人均收入达到 2000 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

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

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

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因此，根据这一理论，人均 GDP 都在 2000 美元

以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已经处在了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它们经济结构向技术、

知识密集型转型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二) 东盟各国产业结构日趋转型，且优化发展

经过东盟各国的努力，目前新加坡经济已经走上以工业及服务业为经济发展重心的轨道，其

它四国经济发展也逐渐由农业转向以工业及服务业为主。农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下

降，而工业及服务业迅速发展。东盟五国的产业结构呈现日趋转型、且优化发展的态势。
1. 农业比重继续下降

从统计数据来看，1996 ～ 2007 年期间，东盟五国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世界经济衰

退的影响，但是东盟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没有停止。到 2005 年，东盟五国的产业结构明显优于

金融危机前。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东盟各国的农业比重继续下降，马来西亚从 9. 6% 下降到

7. 7%，菲律宾从 21. 1% 下降到 18. 9%。泰国从 10. 3% 下降到 8. 9%，印尼从 15. 6% 下降到

14. 5% ④。
2. 工业比重有降有升，但工业内部结构得到优化

整体上看，东盟各国的工业比重有升有降。泰国的工业比重上升最快，从 1996 年的 31. 3%

上升到 2005 年的 47. 0%，印尼从 43. 0%上升到 44. 0%。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工业比重却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工业内部结构出现了优化发展，这可

以从东盟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中反映出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在东盟出口商品结

构中，2005 年，东盟老成员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都超过了 50%，新加坡甚至

达到了 84. 4%。而在工业制成品内部，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异军突起，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增

加，1990 ～ 2005 年期间，东盟老成员国在世界办公设备与通讯产品出口的比重也从 10. 9% 升至

20. 4%。
3. 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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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各国，服务业一直是 GDP 的重要贡献者。印尼在 1960 年至 1990 年的 30 年间，服务

业对 GDP 的贡献比重一直保持在 32% ～36%之间，1998 年增至 41%。泰国在 1970 年至 1998 年

约 30 年间，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比重 42%，马来西亚的服务业比重在 1980 ～ 1998 年间也达到

40%。1996 ～ 2005 年，东盟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再次得到很大的提升。到 2005 年，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的服务业比重分别达到了 67. 0%、50. 3%、47. 9%、
44. 1%，41. 5%，成为上升幅度最大的产业⑤。

东盟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改善了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也增强了东盟的经济竞争力。实际

上，东盟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东盟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与东盟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加强服务

业发展的诸多措施分不开的。

二、东盟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措施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发达国家为了赢得全球竞争优势，纷纷以全球化战略为出

发点，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掀起了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以及物流、金融、保险、咨询

等为重点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东盟各国积极抓住这次机遇，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方

面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 加强服务业的区域合作

早在 1992 年东盟决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东盟各国曾就“继续改进与发展区域邮政及

电讯系统”等方面达成共识，但没有实质性的的进展。1995 年 12 月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的召

开，为东盟在服务业方面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此次会议上，东盟各成员国签署了

《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这一纲要性的协议标志着东盟在服务业区域合作的正式开始。东盟签

署 《服务业框架协议》的目的就是通过拆除服务业市场的壁垒，消除服务业贸易限制，加强成

员国在服务业方面的合作，通过扩大 WTO 《服务业贸易总协定》 (GATS) 的深度和广度来提高

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建立服务业自由贸易

区，最终加强东盟经济整合。根据协议，从 1996 年 1 月 1 日开始，东盟各成员国应针对服务业

的市场准入权等进行谈判。谈判工作重点放在金融服务、海事工程、电信、航空交通、旅游、建

筑和专业服务等服务部门。目前，东盟服务业谈判已经进展到第四轮，该轮谈判使得东盟各个成

员国的对 11 个服务部门做出更深更广承诺，涉及商务服务、通讯、建筑、旅游、运输、分销、

教育、环境、娱乐和金融等部门。《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还制定了具体时间表，各成员国计划

2010 年在优先整合的服务部门实现自由化; 2015 年之前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目标。

东盟除了就服务业合作进行专门谈判外，还将服务业合作渗透到其他领域。如，2001 年东

盟在修订后 《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中，就明确表明要对东盟投资者在制造业、农业、林业、

渔业、矿业及与上述五个行业相关的服务业中进行的直接投资提供优惠措施。2003 年第 6 届东

盟投资区理事会会议将东盟投资区的优惠范围扩大到教育、卫生保健、电信、旅游、银行和金

融、保险、贸易、电子服务、物流、运输和仓库保管、专业服务如会计、工程和广告等服务业领

域。这表明，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合作，将服务业的合作作为提升东盟经济

整合的新动力⑥。
2. 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

在 《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和谈判合作的推动下，东盟各国加快了服务业自由化改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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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第一，逐步放宽了服务领域外资进入的股权限制，如马来西亚的旅游、运输部门对外已经开

放，提高了外国人保险业及批发零售业的持股比例，其他领域的服务业在不同程度上都允许外资

参与; 泰国在金融危机后将外资持有本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 25%上升到 100%，保险

公司和电信公司的外资比例增加到 49%，并计划在 2007 年完全开放保险市场; 新加坡从 2000 年

3 月全面开放直接保险业，同年 4 月全面开放电信市场，取消外国投资者的股权限制; 印尼取消

了外国投资者在上市银行进行投资的所有限制，允许外商与印尼业者合作设立拍卖公司，允许外

资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开上市公司拥有 100%的所有权。

第二，进行金融机构的重组或合并。东盟各国认为，要使金融领域的自由化顺利进行，必须

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改组，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业在经济复苏中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

用，也才能更好地与外资银行竞争，如印尼将原先的 238 家银行重组为 164 家，马来西亚将全国

银行重组合并为 10 家大的银行，这些都说明东盟金融机构在积极应对服务业的自由化发展。
3. 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为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打好产业基础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网络经济被

认为是 21 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柱。东盟国家在此方面正在奋起直追，早在 1999 年 11 月，

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各国商讨政府与民营部门合作加速信息技术基础

设施建设的计划。2007 年 8 月，在第七届东盟信息技术部长会议上，各国同意加快信息技术的

合作⑦。

马来西亚电信公司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在寻找实力雄厚的外资进行合作，

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马来西亚还以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建设作为实现国内产业升级

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措施，希望通过走廊的建设，拥有与世界最尖端技术相配套的基础

设施，以吸引世界高技术企业前来投资为契机，带动马来西亚经济向信息时代发展。

新加坡提出向知识经济转型，制定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方针和计划，力争把新加坡建成亚洲第

一大服务枢纽，目前新加坡金融等服务行业均实现了电子化、网络化。信息产业的发展改善了东

盟的投资环境，为东盟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4. 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腾出空间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发达国家进行战后第一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

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承接了大量这

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将这些劳动密集型工业企

业和劳动密集型工序逐渐转移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盟老成员国。90 年代中后

期，这些东盟国家由于受国内基础设施老化的影响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又将这部分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比如，新加坡对越南农、林、海

产品的加工投资，马来西亚对缅甸食品加工业和饮料业的投资等都是东盟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

移的表现。这些产业的转移一方面符合东盟新成员国国内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等特点，同

时也为东盟老成员国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尤其是服务业的转移腾出了发展空间。

三、东盟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成效

服务业国际转移表现为三个层面: 一是项目外包，即企业把非核心辅助型业务委托给国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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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司; 二是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即跨国公司将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 三是一些

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为给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进

行直接投资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或者是服务企业为了开展国际服务贸易而进行服务业国际

转移。下面将从东盟服务业在外包业务和离岸业务、吸收直接投资、服务贸易等三个方面来看东

盟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成效。
1. 东盟服务业外包业务和离岸业务增长迅速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将其经济活动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就业岗位和经济活动在

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再分配。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盟各国，逐渐成为财富 500 强企业有吸引

力的外包目的地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总部设在美国的 45 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菲律宾已成

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第二大接受国，几乎占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30%。吸收服务业务外包项目

为菲律宾带来巨大的受益，被认为是解决菲律宾每年 35 亿美元预算赤字的一个方法。2006 年外

包业务给菲律宾带来了 36. 3 亿美元，创造了 26 万个就业机会; 2007 年达到了 41 亿美元。预计

2010 年其外包业务收入将增长到 124 亿美元，从业人员达到 92. 1 万人。菲律宾外包主要行业有

专长呼叫中心、电脑软件开发、数据编译处理、动画制作、财务、人力资源、工程设计等⑧。

在马来西亚，由于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建设，使其成为东盟地区一个重要的外包中心，刺激了

49 家公司在此投资，投资额达 10 亿林吉特，新增 8000 个就业岗位。目前，外包运营活动已成

为多媒体超级走廊最大的行业之一。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 IDC) 估计，马来西亚的外包在未来 5

年将以每年 27. 2%的增长率增长，到 2008 年，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将为马来西亚带来 3. 5 亿美元

的收益⑨。

尽管新加坡在工资等成本优势方面不如东盟其他国家，但是新加坡凭借着完备的基础设施，

有力的法律保障、高效畅通的物流、稳定的政府等优势成为亚洲离岸业务外包枢纽之一。美、日

等发达国家纷纷将一些高端服务业务转移到新加坡。2005 年新加坡接受美国外包业务达到了 8

亿美元，其外包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1. 7%。

越南在接受服务外包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其以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年轻和识字率高的优

势，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生产商和信息产业创新企业外包其业务的替代目的地。据统计，在

越南开发软件的成本是在美国开发软件的 10%，印度的 1 /7 ～ 1 /3。在越南，信息产业员工工资

也明显少于其他东南亚国家⑩。
2. 东盟服务业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国际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形式，东盟服务业的自由化发展促进

了外资流向服务业，带动了东盟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1999 年东盟各国服务业吸收的 FDI 占东

盟吸收 FDI 总额的比重达到了 68. 6% (包括金融保险业、建筑业、商业贸易、房地产等)。尽管

2001 ～ 2002 年，由于受美国 IT 业破灭和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东盟服务业吸收的 FDI 比重有所

降低，但 2003 年又显示出回升的趋势，服务业吸收 FDI 金额达到了 103 亿美元，在东盟吸收

FDI 总额中的比重仍达到了 53. 5% 瑏瑡。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6 年东盟地区服务业各部门吸引增

长均超过 60% 瑏瑢。可见东盟吸收的 FDI 总额中，其中一半以上的 FDI 流向了东盟服务业。

服务业外资的增加不仅带动了东盟各国吸收外资总额的上升，而且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连锁

发展效应，如改善了国内通讯、运输等落后的基础部门，而通讯费用和成本的降低又能促进了区

域经济的发展，使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伴随着服务业自由化合作的加强，东盟在农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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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产权、中小企业、标准统一等方面的也加强了合作。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东盟在承接国际

服务业转移方面的竞争力提升。
3. 东盟服务贸易规模发展很快

服务业的区域合作的加强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推动了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新加

坡服务贸易的通讯、金融、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迅速崛起，而其它四国传统的服务贸

易部门如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发展较快。近年来，东盟五国服务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1996 ～
2006 年，新加坡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 492 亿美元增加到 1080 亿美元，增长 119 % ; 泰国从 360

亿美元增加到 557 亿美元，增长 55 % ; 马来西亚从 323 亿美元增加到 441 亿美元，增长 37 % ;

印尼与菲律宾分别从 212 亿美元和 84 亿美元增加到 223114 亿美元和 112198 亿美元，分别增长 5
%和 33 % 瑏瑣。

同时，东盟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1990 ～ 2006 年，印尼、

马来西亚、泰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进口的比重都从不到 1% 上升到 1% 以上，服务

贸易进出口比重也上升很快。从世界服务贸易的排名看，2006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在世界排

名中，新加坡分别居世界第 14 和 16 位; 泰国分别列第 22 和 27 位，马来西亚的进、出口均列世

界第 29 位瑏瑤。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盟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世界排名大多在第 40 名以外。

可见东盟服务贸易发展是很快的。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体现了跨国公司向东盟进行服务业国

际转移在不断加强，而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又增强了东盟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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