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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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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连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

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有助于透析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风险的类型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

立以政府保障为前提、行业参与为基础、企业应对为根本的三位一体风险应对机制，将对风险

的防范、管控和应对贯穿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全过程，为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和发

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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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
新时代下我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做的顶层

设计，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升国家经济的

发展层次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沿线是目前

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之

一［１］。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并且沿

线港口是重要的节点，同时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

贸区建设与发展“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东盟不仅

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山水相连，并且各成员国大

都地处于国家海上交通要道，东盟国家的经济政

策、政治制度、外交政策都将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的

政治、经济战略，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

缘经济［２］。２０１７年在我国海外投资总额首次呈

现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表现依旧强

势，投资流量与同期相比，增长了３７．４％，东盟已

经是我国跨国企业的重点投资区域。
尽管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投资额增长迅

速，但是由于主权争端、政局动荡、文化差异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海外

直接投资（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以下简称“ＯＦＤＩ”）面临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并
且形势更加复杂，给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生产

投资带来了很大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东

盟的投资风险，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促进中

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

二、我 国 企 业 对 东 盟 国 家 的 投 资 概 况

及主要风险

根据我国政府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统计公报相

关数据表明，２０１７年我国有４　７００多家公司在东

盟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涉及本土员工达３５．３万

人，ＯＦＤＩ流量达１４１．１９亿美元，在中国对所有

国家(地区)投资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香港。

（一）我国对东盟的整体投资概况

１．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存流量增长迅速

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ＯＦＤＩ存量增长速度

快，但比重增速放缓。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我国对东

盟ＯＦＤＩ存量呈现着快速增长趋势。如图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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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２０１７年 末 我 国 对 东 盟 ＯＦＤＩ存 量 同 比 增 长

２４．４％，达到８９０．１４亿美元。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末，
我国企业在东盟 国 家 的 ＯＦＤＩ存 量 从３９．５亿 美

元发展到８９０．１４亿美元，增加 了 近２２倍。尤 其

在２０１０年中国－东 盟 自 贸 区 宣 布 成 立 以 后，我 国

企业在东盟ＯＦＤＩ存量开始迅猛增长，２０１０年末

ＯＦＤＩ存量同比增长４９．９％，至２０１７年末仍然保

持较高增速。但同时可以看 出，自２０１０年 以 后，
东盟占我国ＯＦＤＩ存量比重基本上维持在５％左

右，甚至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占 比 连 续 两 年 下 滑，表

明近些年我国在东盟的海外投资并不是很稳定，
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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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年份

图１　我国企业对东盟ＯＦＤＩ存量状况

　　我国企业在东盟ＯＦＤＩ流量增长迅速，但波动

性较强。如图２所示，从总量来看，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末，我国企业对东盟ＯＦＤＩ流量从９．７亿美元上升

到１４１．１９亿美元。从发展势头来看，我国企业对

东盟国家ＯＦＤＩ流 量 比 重（占 中 国 ＯＦＤＩ流 量 总

额比值）逐年稳步上升，直到２０１２年开始我国企

业对东盟开始表现一种不稳定的投资趋势，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经济形势和地缘政

治的影响中国加大了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其次，我
国企业海外投资层次在不断提高，企业海外投资

更加趋于成熟和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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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年份

图２　我国企业对东盟ＯＦＤＩ流量状况

　　２．我国企业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不平衡

由于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

差异较大，导致中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分布

也是极不平衡［３］。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绝大部分投

资主要聚集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等

国家。
如图３所示，截至２０１７年，中 国 跨 国 企 业 对

东盟ＯＦＤＩ存 量 聚 集 在 新 加 坡（５０．０７％）、印 尼

（１１．８４％）、老挝（７．４８％）、缅甸（６．２１％）等国，其
次 是 柬 埔 寨 （６．１２％）、泰 国 （６．０２％）、越 南

（５．５８％），对马来西亚（５．５２％）、菲律宾（０．９２％）
的ＯＦＤＩ存量相 对 较 少，而 在 文 莱 的 ＯＦＤＩ存 量

最少，我国在新加坡的投资超过了对东盟总投资

的５０％。由此表明，我国在东盟的投资地区差异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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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图３　２０１７年我国企业对东盟十国ＯＦＤＩ存量分布比重

　　３．我国企业在东盟的ＯＦＤＩ行业分化大

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在资源、能源行业的劣势

突出，且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正逐步向东

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产

业。因此，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绝大部分

集中在能源、资源、制造业以及 服 务 业 等 领 域［４］，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我国对东盟ＯＦＤＩ流量主要行业 亿美元

行业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制造业 ５．６９　 ９．８８　 １１．９　 １５．２２　 ２６．４０　 ３５．４４　 ３１．７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６７　 ４．４　 ６．２　 １２．３９　 ６６．７４　 １３．７１　 ２１．４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５３　 ６．８３　 １２．３４　 １１．１８　 １７．４３　 １９．６３　 ２４．４９

建筑业 ４．４３　 ６　 ７　 ７．９７　 ５．７３　 ６．３５　 １８．９６

农林牧渔业 １．９　 ３　 ５．４３　 ７．８３　 ５．０４　 ３．７４　 ６．２３

采矿业 ４．４６　 １７．１４　 １２．３４　 ６．７４　 ０．３９　 ２．４１　 ３．７

金融业 ６．２　 ０．９４　 ５．４２　 ６．７３　 ９．１２　 ４．５４　 ７．３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１０．８２　 ８．２２　 ６．４６　 ３．１１　 ６．６４　 ６．３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０．８８　 ０．９３　 １．４６ ／ ０．６１ －６．７０　 ７．５８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ＯＦＤＩ流 量 增 长 最 快 的 分 别

是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涨幅

分别 达３１２．１％、１６７．５％、１１８．５％，批 发 零 售 业

和建筑业增速较快。但邮政和运输业 自２０１１年

后基本上没有呈现任何发展，甚至在２０１６年出现

了负增长，但是在２０１７年又迅速得到发展，基本

上接近２０１１年 的 发 展 水 平。２０１５年，租 赁 和 商

务服务业迅猛增长，成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

量最多的领 域，比 值 达 到 了４５．７％，远 远 超 过 其

他产业。

（二）我国企业在东盟面临的主要投资

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我国对东

盟国家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中国与

东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区

域外大国的强势介入，尤其是美国为了维持在亚

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实现所谓的“亚太再平衡”，导

致 中 国 企 业 在 东 盟 地 区 面 临 的 投 资 风 险 更 加

复杂。

根据表２发现，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 间，中 国 对

东盟投资失败案例中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

源和资源行业，表明在这些行业中国企业所受到

的投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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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案例

年份 失败案例集团 金额／亿美元 项目类别 项目所属国家

２００６ 南方电网 １．９ 能源 柬埔寨

２００６ 金川集团 １０．０ 金属 菲律宾

２００６ 中国铝业 ７．９ 金属 越南

２００７ 中国海油 ３．７ 能源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７ 沛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５ 能源 新加坡

２００７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１０．０ 交通运输 越南

２００８ 中兴 ３．０ 科技 菲律宾

２０１０ 中投 ３．６ 金属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０ 紫金矿业 ５．０ 金属 菲律宾

２０１１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３６．０ 能源 缅甸

２０１２ 中国机械工业 ５．１ 交通运输 菲律宾

２０１３ 北方工业 ３．１ 金属 缅甸

　　　　　　　数据来源：根据ＣＧＩＴ原数据统计而得。

　　１．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主权争端风险

南海主权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国家经

贸合作以及政治互信的关键性因素，导致南海局

势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美日

在南海的“角力”日趋升温。２００９年以来，随着美

国的战略中心开始往亚太转移，美国政府不止一

次阐述其在南海所谓的“国家利益”，并通过联合

军事演习和军事侦测行动继续加强其在南海的军

事存在［５］。第二，相关小 国 利 益 的 驱 使。大 国 竞

争与小国利益驱使的“双重因素”让南海局势更加

复杂。
南海主权争端问题阻碍了中国企业在东盟地

区的投资和发展，给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带来了

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从东盟国家层面上看，地缘

政治所带来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容易煽动民族主

义情绪，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海外风险。“中国威

胁论”一直在东盟部分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

中国在东 盟 部 分 国 家 经 贸 往 来 长 期 处 于 贸 易 顺

差，加上南海问题的舆论导向，少数国家出现严重

的暴力事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加剧中国企

业在该 地 区 投 资 的 不 稳 定 性［６］。从 国 际 层 面 来

看，国际舆论的误导和不实言论则会造成地区发

展不稳定，国家间冲突加剧。另外，日本、澳 大 利

亚、欧盟部分国家也在积极响应美国的“自由航行

运动”，不断在政治、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施压，损
害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 境［７］。因 此，这 样 的

投资背景下我国跨国企业在东盟的ＯＦＤＩ将会遇

到各种挑战和风险。

２．国别间的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风险

目前文化差异风险已经是各国专家学者研究

的焦点话题。文化差异的大小影响着企业资本的

流动、员工的管理以及社会组织的交流。文化差

异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越难获得包括消费者、
政府、投资者以及民众的支持，其投资的难度就越

大［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很多

差异，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当地投资将会面临宗

教文化差异以及语言、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９］。
东盟各国文化差异明显，各国都有自 己 的 习

俗与宗教文化，如果与东道国宗教问题处理不好，
极易引发文化风险。在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等

国家伊斯兰教处于绝对的超出地位，菲律宾国内

民众主要信仰基督教，其余国家则主要信仰佛教。
东盟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经常会引发宗教矛盾。
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
尽可能避免由于文化方面的冲突给企业造成的损

失。另外，由于国别间的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对东

盟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将会面临员工管理以及

企业经营 等 方 面 的 诸 多 困 难［１０］。并 购 完 成 后 由

于不同国家存在文化差异，会对人员配置和经营

管理提出更多挑战。国别间的文化差异使两国员

工在进行生产管理方面可能会产生冲突与分歧，
如果不进行及时的疏导和沟通，对公司的人员管

理和市场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降低企业的

经营水平，给企业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我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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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东盟投资经营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风险因

素，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３．东盟成员国政局动荡风险

东盟成员国整体政治局势还是比较 稳 定，各

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首要任务。
但是还是有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政权的更

迭、反政府武装、恐怖袭击、政治体制的过渡都会

给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带来风险。泰国、缅甸、菲
律宾等国是东盟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几个国家。
在这些国家政权的变化非常频繁，并且国内派系

斗争复杂，时常导致领导人下台或国家体制发生

改变。一旦东道国在政策上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就很容易导致政府出现违约行为，使得中国投资

者遭受重大经济财产损失。短短十多年时间，泰

国就已经经历７位领导人的更迭；缅甸国内局势

依然动荡；菲律宾国内反政府活动也是此起彼伏。
因此，我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面临的政局动荡风

险远远大于东盟其他成员国。

４．东盟各国市场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

东盟成员国实力参差不齐，其国内经 济 发 展

状况和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

此导致东盟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

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和

国家对外汇管制问题。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是

非常普遍的经济性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表

现尤 为 严 重。以 缅 甸、越 南 为 例，２０１７年 越 南 国

内通货膨 胀 率 达 到６．８％，远 远 超 过 经 济 增 速，

２０１７年越南 的 通 货 膨 胀 率 同 比 增 长１．８７％［１１］。
虽然近几年来，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稳

定，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巨大。居高不下的通

货膨胀率不仅严重损害了东道国的整体经济，而

且破坏了国内的投资环境，阻碍了外资企业在该

地区的投资进程。虽然这几年东盟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通货膨胀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发生高

通货的风险依然存在。
东盟国的外汇政策也是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考

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是因为在企业的收支、外
汇交易过程中，东盟国外汇政策的调整时常会影响

到企业的净外汇现金流量和本外币的利润等。受

到经济水平和合作深度的影响，东盟并没有统一的

货币，与东道国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以当地 货 币 为

主。因此，我国企业在东盟开展投资活动时将会涉

及到不同国家的货币，也就表示东盟各成员国的外

汇政策将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带来很大影响。

例如，缅甸的外汇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并且实行汇率

双轨制，官方的汇率与实际汇率存在严重的背离问

题。因此，我国企业会很面临很大的外汇风险。尽

管其他国家的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但是受国际经

济形势影响，也会存在很大的汇率风险。

三、中国企业对东盟ＯＦＤＩ风险应对策略

（一）构 建 多 重 合 作 机 制，妥 善 解 决 南

海争端

我国与东盟自２００２年建立自贸区以来，经过

双边的务实合作，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取得了突出成效，双方投资额增长迅速，经贸往来

日益频繁。针对目前我国与东盟相关国家关于南

海主权争端问题，双方在政治层面应该主动加强

对话，积极协商相应解决方案，避免双方发生直接

冲突［１２］。我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在遵守《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前提下，冷静处理主权争端与冲突、
增强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建设，２０１３年 李 克 强 总 理 提 出“深 化 政 治 互

信、聚焦经济发展”两点政治共识，表明中国希望

加强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友好深化合作，致力推动

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在政治领域中国与东盟应该

在巩固原有的对话平台基础上，继续保持双边高

层次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

系持续稳定发展。
在经济投资领域，我国与东盟在原有 的 贸 易

合作基础上，致力于建设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双方 要 充 分 认 识 到 中 国－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的重大意义，继续保持经济合作，全面推动贸易

合作伙伴 关 系 建 设。积 极 履 行《货 物 贸 易 协 议》
《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经贸合作协议，采取相关

措施积极应对双方在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持续巩固双边合作发展关系。
中国与东盟通过在政治、经济领域构 建 多 重

合作机 制，共 同 致 力 于 打 造 中 国－东 盟 命 运 共 同

体，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继续坚持

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沟通和对话，争取以和平谈判

协商解决南海争端。

（二）开 展 多 元 文 化 合 作，打 破 双 边 文

化隔阂

受到区域间文化约束的影响，我国与 东 盟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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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价值观、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

差异。文化约束方面的影响会导致中国跨国企业

在某些问题上很难与东盟国家达成一致，尤其是

达成文化价值领域的共识。
探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新 形 式，打

造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着力打造促进双方民

心相通的合作蓝图，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东盟国

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针对东南亚地区比较

严重的“反华”、“排华”现象，需要从多个层次、多

种渠道去解决。首先，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

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拉近双方

的民心距离，增进双方之间的文化理解。其次，协
调好中国与东盟国家平等互利关系，建设和完善

双方 之 间 利 益 共 商、合 作 共 商 的 合 作 机 制，打 造

“命运共同体”；最后，寻求文化认同，传递我国“美
美与共”的价值观，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互

信［１３］。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之间可以强化双边

的合作与交流平台常态化建设，深入开展与东盟

国家 在 人 文 交 流、经 贸 合 作 等 领 域 的 互 联

互通［１４］。
促进企业层面之间的文化交流，打破 东 盟 国

家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偏见、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与文化认同、消除双边文化隔阂。不同国家的企

业员工都有自己本国的文化认同感，一般来说，他
们都会按照自己本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约束自

己的 行 为，对 他 国 的 文 化 会 有 一 定 的 排 斥 心 理。
企业员工间的有效沟通，可以使他们了解彼此文

化，突破文化障碍，推动双方间的文化融合，同时

企业要充分尊重他国文化习惯与民俗风情，营造

良好的文化沟通氛围。

（三）强 化 政 策 性 指 导，构 建 多 层 次 风

险转移通道

面对东盟部分国家的政局动荡风险，我 国 政

府和企业应该采取多元化的风险转移措施，从政

策层面和 风 险 转 移 层 面 强 化 跨 国 企 业 的 风 险 意

识，减少东道国政局动荡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推动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政府应 该 强 化 政 策 性 指 导，为 海 外 投

资企业提 供 更 加 充 分 的 海 外 投 资 信 息，降 低 跨

国企业 海 外 投 资 策 略 失 误 的 可 能 性。首 先，要

向中国企 业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东 盟 国 家 投 资 信 息。
包括对东盟国家 政 局 形 势 进 行 评 估、评 级，为 企

业海外投资提供 指 导；其 次，对 东 盟 国 家 加 强 调

研，实时 更 新 海 外 投 资 信 息。东 盟 国 家 的 国 内

政局瞬息万变，需 要 实 时 对 相 关 数 据 进 行 更 新，
为企业 在 东 盟 的 投 资 提 供 最 新 的 信 息。最 后，
制定相关 法 律 制 度 政 策，从 制 度 层 面 和 法 律 层

面为企业 在 东 盟 的 投 资 保 驾 护 航，提 升 企 业 对

东盟国家投资的信心。
第二，构 建 多 层 次 的 风 险 转 移 通 道 和 机 制。

完善的海外投资风险转移通道能够帮助企业在面

临政局动乱风险时，可以迅速实现财产和人员的

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投资损失。首先，
拓宽企业海外融资渠道，企业在东盟进行投资时，
除了使用企业自身资金时，还应该积极引入其他

资金来源，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股票债券融

资，另外要积极引入东盟国企业的资金，实现企业

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分散企业投资风险。其次，政
府应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原有的业务范

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投保人、投资项目等条件

的限制，这就使中国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也能获

得相应的保障。激励更多的民营资本可以走出国

门，在东盟开展投资活动。最后，企业应该建立和

完善政治风险应急机制，东道国政局动乱风险具

有预测难、破坏大等特点，这就需要企业要建立完

善的风险应急机制，包括企业可以低价将公司的

财产卖给东道国企业，迅速转移资金，如果面临汇

率管制问题，应主动降低企业定价，将剩余利润转

移至海外其他公司或者母公司［１５］。

（四）扩 大 人 民 币 跨 境 结 算 业 务，推 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东盟成员国市场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主

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与汇率风险等方面。因此，如

何应对东道国通货膨胀风险和汇率风险，对于跨

国企业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元都是国际结算

的主要货 币，但 是２００８年 世 界 金 融 危 机 发 生 以

后，美元的汇率开始呈现不稳定波动，使得跨国企

业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扩大人民币试点范围，将会有效降低中国企

业对美元结算的依赖性，减少企业跨国投资面临的

风险［１６］。目前中国与东盟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区域

主要集中在新加坡、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其他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占比 比 较 少，

２０１７年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总额达到２５　１２４．３
亿元，但是人民 币 跨 境 结 算 仅 为４　７９６亿 元 人 民

币，占贸易总 额 的１９．１％，表 明 中 国 与 东 盟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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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跨境结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与

东盟可以联合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进一步

深化双方在跨境交易方面的合作，为中国跨国企

业在东盟的投资结算提供便利。同时要鼓励更多

的中国跨国企业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并且为其

提供一些优惠举措。例如，相关对外投资企业在

银行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以及人民币资本金下的

业务，可通过开通绿色支付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等

优惠政策，为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提供便利

条件［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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