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越南海争端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越经贸关系存在不对称依赖，即越南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大于中国对越

的依赖程度。经粗略分析发现，近期的中越南海争端对双边贸易几乎没有产生

影响，但从 8 月份开始对中国对越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本文据此对中国政府及

中国企业开展对越经贸合作提出相关建议。 

一、中越经贸关系概述 

越南对中国外贸的依赖程度远大于中国对越南的依赖程度。中国是越南最

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第四大出口市场。2013 年，中越双

边贸易额是 654.85 亿美元，占越南贸易总额的比重达 24.80%，位列第一；占中

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 1.6%。中越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同东盟贸易总额的比

重是 14.76%，在东盟国家中位列第五位，低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印度

尼西亚。中国对越南常年保持贸易顺差并持续增长，2013 年顺差额达 317.14 亿

美元。越南对外贸易整体呈现顺差状态，2013 年顺差额是 3.85 亿美元。因此，

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由其对其他国家的顺差来弥合。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越贸易既存在大量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又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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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从 HS 分类来看，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既是中国对越南最大的出口

产业，也是最大的进口产业，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在 30%左右。仅此一项就

创造了中国对越贸易顺差的 23%。除此之外，中国的出口优势主要体现在纺织

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等产业，越南的出口优势则体现在矿产品、

植物产品等产业。 

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对越南而言至关重要，而越南对中国的投资微不足道。

2013 年，中国对越投资额是 22.76 亿美元，占越南吸引外资比重接近 16%，仅

次于韩国和新加坡，位列第三位。2012 年，越南对华投资仅 316 万亿美元，相

比中国该年吸引 1117 亿美元的外资额显得微不足道。 

中越之间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在中国-东盟的框架内进行的。一是中国央行在

中越边境贸易中积极推行人民币结算，目前中越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超过

90%；二是两国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也有所合作，在对方互设分支机构。中越之

间的金融合作主要在中越边境进行，广西是重要的试验区域。 

二、中越南海争端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近期的中越南海争端是指越南对中国西沙正常钻探的无理反应。2014 年 5

月 2 日，中国企业所属“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开展钻探活动，

旨在勘探油气资源。但是，越南对中方企业正常作业进行非法强力干扰，并纵

容其国内进行反华游行示威，最终发生对中国企业的打砸抢烧。限于数据，我

们在此仅粗略分析此次争端对双方经贸合作的影响。 

此次争端对双边贸易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为此次争端开始于 5 月份，

争端的影响应该从 5 月份开始，为研究中越南海争端对中越贸易的影响，可以

首先计算 2010~2014 年各年前 4 个月的双边贸易同比增速，然后计算相同年份



 

 
 

前 8 个月的同比增速。经过对比可以发现，5~8 月份的外贸增速并没有下降。5~8

月份越南对中国出口增速反而有所上升。 

中越南海争端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 8 月份才显现出来。由于越南对华

直接投资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仅分析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根据越南统计局的数

据，5~8 月份，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项目分别是 9、8、19、2 件。其中 5~7 月份投

资项目数量属于正常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 8 月份投资项目数量相比往

年明显降低。2010~2013 年各年 8 月份的新增投资项目数平均是 8 件，而今年 8

月份仅有 2 件。从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注册资金可以更明显看出来。5~7 月份，

中国对越投资的注册资金相比往年属于正常范围，但是 8 月份的注册资金非常

少。当然，此次争端对中国对越投资的影响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 

另外，我们发现此次打砸抢烧事件对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对越南

的投资也有负面影响，也是在 8 月份开始显现，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金

额上，对投资项目没有影响。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此次争端除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影响外，可能最让

越南民众切身感受的是中国赴越旅游人数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据报道，6 月

份，中国游客赴越数量比 5 月下降 29.5%。旅游收入是越南的重要财政来源，2013

年旅游收入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 6%。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业受损

能让越南民众有切身的感受，导致收入减少。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根据上述分析，尽管越南国内发生了对中国企业的打砸抢烧，影响了中国

企业对越南的投资，此次中越南海争端并没有对中越贸易产生明显影响，中国

并没有因为自身是越南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基于双边贸易的不对称依赖而



 

 
 

对越南进行贸易制裁。这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但是，基于上述对此次事件

影响的分析，中国政府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通过文化交流、教育培训、边境合作、宣传等增强越南国内对中国的认同

感。通过此次打砸抢烧事件，可以看出，越南国内部分群众对中国的认同感还

是不强。当然，这种不强的认同感有历史、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原因，短期

内难以改变。但是，应站在长期的视角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培养越南国内对中

国的认同感。如加强文化交流，增加对越南留学生的培养，加强中越边境民间

交流，在越南国内宣传中国的立场和正当性。 

严厉督促越南政府对中国受损企业的赔偿事宜，让越南政府保证不再发生

类似事件。此次事件对中国对越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经济利

益。在督促越南对中国受损企业进行赔偿的同时，也让越南政府意识到这一事

件影响的不仅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影响了来自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亚

洲地区的投资，对越南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让越南政府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

件。 

建立健全对越投资的预警机制，让中国对越投资企业能未雨绸缪，尽量减

少损失。此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应该意识到，越南国内对中越南海争端有着超

常的反应。以后中国政府再有类似的动作时，可以适时对中国企业在越投资进

行适当的预警，让中国企业有所警惕，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对于中国企业开展对越经贸投资合作，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和越南进行贸易合作是相对稳妥的合作方式。通过对此次事件经济影响的

分析，可以看出，中越贸易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大体可以得出中越贸易受南海

争端影响的程度要低很多的初步结论。为稳妥起见，中国企业可以多通过与越



 

 
 

南进行贸易来规避相应的风险。 

在注意相关风险的同时，不必因此次争端事件就放弃对越南的投资。越南

正在走中国曾经走过的道路，正在致力于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

越南不会轻易招来投资环境不好的恶名。况且，越南正在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的谈判。越南的整体投资环境应该是越来越好的。中国企业大可

不必就此放弃对越南投资，可以在观望一段时间后，继续加强对越南的投资。 

适当优化对越南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尽管越南所有省份和城市都有来自中

国的投资，但是中国企业投资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胡志明市、河内市、与

中国接壤的北方地区、越南南部的平阳、同奈和平福等地区。这些地区一般拥

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劳动力密集。据报道，此次打砸抢烧事件主要发生在平阳、

胡志明市、同奈、隆安、河静、太平等地，尤其是平阳省内数大工业区几乎全

部“沦陷”。因此，以后再对平阳省等地区进行投资时应该谨慎，中国企业可以适

时加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投资，以此规避风险。 

目前，中国企业对越投资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未来可加强对资源类产

业和高端产业的投资。越南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中国，中国企业开始向越南转

移一部分加工制造业。但是从长远来看，同中国类似，未来越南在发展加工制

造业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进行结构升级。中国企业应该提早布局，在一些高

端产业如通信设备、高端机械、高新科技产品、高铁等领域进行投资，提前占

据优势。此外，矿产品和农业产品是越南的比较优势产业，中国企业也可以考

虑加强这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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