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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视角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王婧希，陈媛媛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鞍山 

【摘要】在东盟视角下，国际产业转移现象的探讨揭示了区域经济的动态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

构调整。本文深入分析了东盟在服务业、制造业、金融领域的国际产业转移，展现了东盟地区在国际产业转

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不仅促进了东盟国家的服务业升级，也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东盟国家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增强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

争力。金融领域的国际产业转移，为东盟国家带来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揭示了东盟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独特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

以期为东盟国家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东盟地区的经

济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学

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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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EA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reveal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of ASEAN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inance field, and shows the key role played by ASEAN reg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service industry not on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in ASEAN countries, but also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SEAN countries, and enhanced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brought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o ASEAN countries, enhanc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ASEAN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SEAN countrie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void risk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ASEAN reg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ts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provide rich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cases for academia and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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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产业转移已成为

推 动世界 经济格局变革的关键力量。东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作为连接

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枢纽，其国际

产业转移现象不仅映射了区域经济的动态变化，更

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层逻辑。本

文旨在从东盟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国际产业转移

的复杂图景，聚焦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与数字经济

四大领域，探索东盟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

变迁与挑战应对。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生产环节空间迁移的过

程，通过跨越国界的投资和贸易方式进行国际产业

转移是指国家（或地区）之间基于彼此比较优势的不

同，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产业转移是通过资本的国

际流动和国际投资实现的，也就是说国际产业转移

往往是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扩大表现出来的。国际

产业转移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是通过基本

的国际流通和国际投资实现的。 
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对东盟而言，不仅是一次产

业升级的契机，更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器。

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则推动了东盟国家从低端

加工向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型，强化了其在全球产业

链中的位置。金融领域的国际产业转移，为东盟带来

了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流动，深化了金融市场的

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为关键。中

国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与贸易伙伴，其产业转移不

仅影响着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深刻地影响

着东盟的经济发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化

与东盟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贸易投资

便利化，共同应对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实现

共赢发展。然而，产业转移并非没有风险。中美贸易

摩擦、生产成本波动、产业升级需求等因素推动的产

业转移，虽带来短期的经济活力，但长期而言，却可

能引发产业结构空心化、就业市场不稳定等社会经

济问题。因此，如何在把握产业转移机遇的同时，有

效规避风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东盟国家

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结合东盟视角下

的国际产业转移案例，旨在深入探讨产业转移的动

力机制、影响路径与政策应对，为东盟国家在新一轮

产业转移中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实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东盟地区

的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仅是全

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研究的重要议题，也为学

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案

例，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思考。 
2 东盟服务业与国际产业转移 
2.1 服务业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发达国家服

务业的迅速发展和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

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服务外包和业务离岸

化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成为继制造业

国际转移之后新的一轮产业转移。虽然制造业的国

际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内容，

但是服务业已经代替制造业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

重点，世界经济正在向服务经济转型，经济全球化也

正在进入服务全球化时代。 
根据东盟秘书处公布的统计数据，在东盟 10 国

中，菲律宾的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了

56.9%，虽然柬埔寨最低，但是也达到了 38.4%。这

说明服务业已成为拉动东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众多东盟国家已经将经济重心转移到第三产业。而

其中，外商投资也助力东盟国家服务业的增长。企业

家看中东盟国家的区位优势，大部分国家处于沿海

位置，便于进口以旅游业为代表的众多服务业所需

的商品，运输成本较为低廉。同时，东盟大部分国家

国土面积较为狭小，而各国人口又普遍众多，这也为

服务业提供了众多廉价劳动力。 
其中，服务外包的兴起，尤其是信息技术外包

（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的蓬勃发展，为东

盟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的增长。例如，菲律宾凭借其英语普及率高、

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迅速成为全球 BPO 行业

的领导者之一。新加坡则凭借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

位，吸引了众多国际公司在该国设立服务外包中心，

提供包括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等在内的高端服

务。 
东盟国家的服务业国际转移，还得益于其市场

开放政策和积极的服务业发展战略。通过参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自由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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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东盟国家逐步降低了服务贸易壁垒，促进了服务

市场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国际服务业转移提供了

良好的制度环境。东盟国家还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

列服务业发展战略，如建立东盟服务业合作框架，推

动服务业领域的资本、技术、人才流动，加强服务业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马来

西亚的“数字自贸区”、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等项目，

就是东盟国家为吸引国际服务业转移而采取的政策

实践。 
2.2 服务业现状 
东盟国家的服务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了显著

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增长的关键部门。服务

业的国际产业转移现象尤其凸显了东盟在区域经济

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东盟国家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多方面的因

素。首先，东盟国家的地理优势和人口红利为服务业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其次，各国政府对

服务业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包括降低贸易壁垒、改善

投资环境、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服务业的

国际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再者，数字技术的广泛采

用和创新应用，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极

大地推动了服务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升了服务

效率和质量。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如旅游、物流、建

筑等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尤其是在旅游业方面，东盟

各国凭借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吸引了大量

国内外游客，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

面，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医

疗等迅速崛起，不仅推动了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也促

进了国家整体经济的转型。 
东盟国家，尤其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

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服务外包的热点地

区。菲律宾凭借其高水平的英语普及率和相对低廉

的劳动力成本，在全球业务流程外包（BPO）市场占

据领先地位。新加坡则是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吸引了

众多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入驻。马来西亚和泰国在

信息技术外包（ITO）领域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而

印度尼西亚则在数字技术服务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 
2.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东盟服务业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分析，

揭示了东盟国家服务业的国际转移趋势、驱动因素、

结构特征及面临的挑战。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不仅促

进了东盟国家经济的多元化和增长，也加速了其融

入全球经济的步伐。东盟国家凭借地理优势、人口红

利、政策支持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成功吸引了国际服

务业的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金融、信息技术、旅

游等领域表现突出。然而，服务业的升级和国际化过

程中，东盟国家也面临着提升附加值、避免低端锁

定、培养高端服务业人才和应对全球竞争等挑战。 
东盟国家应加大对服务业创新和升级的投入，

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升服务质量

和技术含量，特别是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服务领

域，以避免低端锁定，实现产业结构向更高端领域转

型；教育和培训体系需与服务业发展需求相匹配，重

点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的服务业人才，提升东盟国家在国际服务产业链中

的竞争力；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简化行政审

批流程，提高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营造公平、透明、有利的服务业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的国际服务企业入驻。 
3 东盟制造业与国际产业转移 
3.1 制造业背景 
制造业直接体现国家生产力水平，国际产业转

移是产业生产环节空间迁移的过程，通过资本流动

和国际投资实现。全球共经历四次产业转移，第四次

产业转移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

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东盟制造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格

局的变化，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 
在制造业方面，东盟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

东盟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相对

较低，这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吸引力。

其次，一些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便于原

材料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此外，东盟国家近年来积

极改善投资环境，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加

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全球制

造业的重心开始转向亚洲，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

中心的亚洲制造业集群。然而，近年来，由于人力成

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供应链多元化需求

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再次加

速，呈现出了新的趋势。各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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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政策支持以及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吸引了

大量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与转移，尤其是纺织、电子、

汽车零部件和消费品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际转

移，不仅加速了东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推动了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链的升级。 
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受多种因素驱动。首先，成本

优势是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动力，包括劳动力成本、生

产成本和运营成本。其次，市场潜力与需求规模也是

重要考量因素，东盟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

长的中产阶级，为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再

次，政策环境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如税收减免、

投资便利化措施、交通物流网络，对制造业的国际转

移起着关键作用。最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技术变

革，如自动化、数字化和可持续制造技术的应用，也

促使制造业企业重新评估全球布局，推动了制造业

的国际转移。 
3.2 制造业现状 
东盟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现象，深刻反映了

全球产业链的动态调整及其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

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制造业重心的东移，东

盟国家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

的重要承接地。东盟制造业的行业结构呈现出多元

化的特点，从基础的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到高端的电

子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覆盖了制造业的多个

领域。其中，电子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尤其值

得关注，它们不仅在东盟内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还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投资，成为全球供应

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汽车

零部件制造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而越南和菲律宾

则在电子制造行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东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内外部多方面

的动力。首先，东盟国家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如简化

审批流程、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了大量外国直

接投资，加速了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其次，全球价值

链的重构，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供应链调整，

促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全球生产布局，东盟国家因

此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再次，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

的应用，推动了东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了生产

效率和产品竞争力。最后，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

程，促进了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制造业的

区域竞争力。 
东盟制造业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正经历

着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从低附加值向高附

加值的转型升级。各国政府和企业应抓住机遇，应对

挑战，通过政策引导和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向更高

质量、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为东盟经济的持续增长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贡献。东盟制造业的现

状不仅体现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也反映了全球产业

转移对区域发展的深远影响。 
3.3 结论与建议 
东盟制造业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扮演了至

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加速了区域内的工业化进程，也

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优化。制造业的国际转

移，尤其是向东盟国家的转移，不仅基于成本优势和

市场潜力，还受到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技术变

革以及环境保护需求的综合影响。东盟国家在制造

业国际转移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活力，但也面临着诸

如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全球竞

争等多重挑战。 
东盟国家应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特别注

重对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通过国际合作和

国内政策引导，缩小技能差距，提升劳动力素质，以

适应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的需求；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的投资，提

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同时，利用数

字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制造业的灵活性和响

应速度；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推动制

造业的创新和升级，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

领域。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激励，促进制造业与数字

经济的深度融合，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制定和

执行严格的环保政策，确保制造业在国际转移过程

中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避免“污染天堂”现象。鼓励

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升

制造业的环境友好度；加强东盟内部及与其他国家

的区域合作，通过参与多边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深化与其他主要经

济体的经济合作，推动制造业的区域整合和全球价

值链参与，提升东盟制造业的国际地位和市场竞争

力。 
4 东盟金融与国际产业转移 
4.1 金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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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较为成熟。但

现有研究成果可能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现有关于产

业转移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市场运行机制成熟的西方

发达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且研究重点多集中于制

造业，而针对市场运行机制仍有待完善的经济体如

东盟等的金融业研究成果尚不丰富。全球金融危机

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东盟地区的经济复苏历程充满了

不确定性和变革。尽管市场动荡频繁，但该区域仍然

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和金融稳定，呈现出持续发展

态势。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东盟地

区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 体和亚洲第三大经济体，

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盟国家开始逐步放

宽金融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旨在吸引外

资、促进跨境投资、提升金融市场效率。这一进程加

速了东盟国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步伐，也为国际

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的金融环境。东盟国家金融市

场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规模的扩张，更在于市场深度

和广度的提升。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为制造业、服

务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资

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逐步成熟，为

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渠道，也为企业融资提

供了便利。保险业的壮大，增强了经济活动的风险管

理能力，为产业转移提供了金融安全保障。 
金融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是东盟金融市场发展的

另一重要特征。移动支付、网络银行、金融科技等新

兴金融服务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和包容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促进了金融普

惠。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东盟地区数

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产业资本流动和转移，进而通

过加快产业集聚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推动更加科学

合理的国际产业转移。金融危机后，由于受中国东部

地区劳动力成本日趋增大等因素影响，FDI 从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撤出，其朝着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凸

显。随着中国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加快，转移

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比重

上升；跨国并购规模增大；随着东盟国家互联网普及

率急剧上升，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服务、物流技

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风险融资规模也不断增大，传

统金融向数字金融转型。 
东盟国家金融领域的开放与转型，为国际产业

转移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撑，同时也面临着金融稳

定和风险管理的挑战。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国际

合作，东盟国家能够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抓住机遇，实

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不仅

能够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还能增强经济的韧性和

灵活性，为东盟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4.2 金融现状 
东盟金融体系的现状深刻反映了其在国际产业

转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

近年来，东盟国家的金融市场经历了显著的深化与

扩张，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国

际产业转移提供了稳定且多元化的金融支持。 
东盟国家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

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包容性。移动支付、网络银行、区

块链技术等创新服务的普及，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

了便捷的金融解决方案，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跨

境贸易和投资。金融科技的兴起，还推动了金融服务

的创新，为东盟国家的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面

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国际化，东盟国家加强了金融

监管，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以维护金融

市场的稳定。这包括加强银行体系的风险管理、完善

资本市场的监管框架、建立跨境金融合作机制等，以

应对国际产业转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保障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东盟国家金融体系的现状，展现了其在国际产

业转移中的独特优势和面临的挑战。通过深化金融

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科技应用，优化金融监管，东盟

国家能够更好地吸引国际资本，促进产业的国际化

进程，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东盟金融体系的稳

健发展，不仅支撑了国际产业转移，也为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全球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4.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东盟金融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入分析，

本章节揭示了金融体系在推动和支撑产业转移过程

中的核心作用。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转型，不

仅促进了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国际流动，也提升

了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国际产业转移创造

了稳定且多元化的金融环境。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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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与保险业的成熟，以及金融科技的兴起，共

同构成了东盟金融体系的现状，为制造业、服务业和

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转移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和

风险管理工具。然而，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带来了金融

稳定与风险管理的挑战，需要东盟国家通过深化金

融改革、加强国际合作与区域金融一体化来应对。 
东盟国家应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市

场开放度，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参与，

同时推动金融市场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提高金融服

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鼓励创

新，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包容性。利用数字化技术

优化金融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跨境支付与融资

的便捷性，支持国际产业转移的金融需求。加强金融

监管体系的建设，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建立

有效的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对

国际产业转移可能带来的经济波动。鼓励多元化融

资渠道的开发，包括债券市场、私募股权、风险投资

等，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资金来源，

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率。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东盟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

角色，揭示了服务业、制造业和金融领域转移的现状

与趋势，探讨了东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与机遇，以及应对策略。东盟视角下的国际产业转

移，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然

产物，也是东盟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的重要驱

动力。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加速了东盟国家的服务业

升级，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和技术创新，金融领域的国际产业转移引入了资本、

技术和管理经验。国际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现象，它对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就业和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东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

区域，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三个领

域进行研究其背景和现状后我们得出国际产业转移

为东盟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东盟应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应对挑战，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国际

产业转移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进行。通过加

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东盟能够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东盟视角下的国际产业转移研究揭示了区域经

济的动态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为

东盟国家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

深化对东盟视角下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解，本研究有

助于推动东盟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升东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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