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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十年的共同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建成。
由中国和东盟十个国家组成的这一世界上消费者最多的自贸区拥有19亿消费者，中国与东盟相互间贸
易90%以上的产品是零关税。
    我之所以用上述这一基本知识作开场白，是因为自贸区已经建成的近三年来仍有不少企业家、政府
经济部门官员在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哪里？
”、“什么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具体是怎么回事？
”。
    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缺乏了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企业在向东盟出口时因没有使用《原产地证》而白白交了关税，意味着你的企业、你主管
的行业或地区在对外发展中没有利用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政策⋯⋯    然而，仅仅了解自贸区形势
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行动！
企业应尽快根据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市场的发展，制定相应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地方政府经济部门应
尽快结合本地区情况，提出抓住自贸区商机的工作意见并组织实施：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商会应尽快
与东盟国家行业机构对接，以行业对接促进产业合作，实现区域内产业升级。
    尽快的行动，可达到“以时间赢空间”，抢抓商机可获得更大的市场面积，获得更多的投资合作。
    行动快但又应防止欲速不达。
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则不可忽略。
行动快还需要与发展的长期性相结合，不能只图一时之快。
行动中应有远见，行动中应塑好形象，行动中应提倡互利合作。
    大处着眼、实处着手，是我们获得新发展的基本行为。
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正让市场供求不时发生新的变化，让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经济
关系正变换着新的姿态。
在我们所处的东亚地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日本—东盟自贸区、韩国—东
盟自贸区的运行，内陆与港澳、大陆与台湾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中国与新加坡、日本与印度尼
西亚等众多双边自贸协定的执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总体上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关
键是要善于抓住机遇。
    东亚经济一体化正呈方兴未艾之势，中国—韩国自贸区已开始谈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年
内启动。
以东盟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更是一个涵盖众多国家的庞大自贸区，即将隆重推出
，起而行之，令人注目。
跟上形势的变化，顺势而为，方能借势取利。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互为近邻。
密切相互间经济互利合作，是巩固和发展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必然选择，这也必将惠及整个东亚
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共同携手发展，发展才最有效率。
我们需要将创新合作与务实合作相结合，将全面合作与深入合作相结合。
今天的合作正是打造明天的美好，让我们为美好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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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互为近邻。
密切相互间经济互利合作，是巩固和发展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必然选择，这也必将惠及整个东亚
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共同携手发展，发展才最有效率。
我们需要将创新合作与务实合作相结合，将全面合作与深入合作相结合。
今天的合作正是打造明天的美好，让我们为美好而行动！
相信《看好东盟新商机——行动》为各有关方发展与东盟经贸合作能起参考作用、助手作用。

《看好东盟新商机——行动》的编著，是为了连续每年有一本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书呈献给
读者，便于企业家、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了解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最新情况。
本书由著名东盟商务专家许宁宁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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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宁宁，国著名东盟商务专家，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管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大湄公河次区
域商务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外交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
2011年1月11日，东盟十国驻华大使联合授予许宁宁“中国—东盟合作突出贡献奖”，以表彰许宁宁
近20年来在增进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积极贡献。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是中国与东盟重要的对话合作机制之一，是代表商界的合作对话机制。
理事会成立大会于2001年11月召开，我国国务院时任总理朱镕基出席并宣布理事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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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民网记者：您刚刚也提到说有那么多的商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不仅是量的问
题，也是质的问题。
所谓的质，就是我们的投资能否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部分企业的不当行为直接影响了投资形象，您如何看？
 许宁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基于使我们更多的企业参与全球经营和区域经营，走
出去可经风雨、见世面，来不断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走出去能更多分享国际市场，占有国际市场
。
中国企业经过这些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逐步具有了走出去的条件，好比资金方面、产品方面、技
术方面、经验方面在逐步的形成，当然经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它有逐步形成的过程，人才方
面也不是非常充足，不像西方的一些跨国公司，具有庞大的人才队伍，具有市场开发的丰富经验。
 目前中国企业一方面想走出去，也具备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面临着怎么在走出去时，“路费”最省
、效果最好、少走弯路。
东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标地区之一，主要有如下因素。
 第一，我们山水相连，交通方便。
第二，相互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强。
第三，中国和东盟已经建了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投资
协议》、《服务贸易协议》，这都为中国企业走进东盟创造了很好条件。
第四，东盟地区的华人很多，是世界上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
第五，东盟地区现在政局稳定，正致力于发展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东盟国家也十分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
 这些是中国企业选择东盟作为走出去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企业现在在东盟的十个国家都已经成立了中资企业协会，充分说明了在这些国家的中资企业越来
越多了，包括在文莱这个30万人口的国家也成立了中资企业协会。
 在新加坡我们有将近200家中国公司股票上市，新加坡是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最多的国家。
与云南相邻的三个国家越南、老挝、缅甸，中国是缅甸的第一大投资国，2011年是老挝的第二投资国
、是越南第五大投资国。
中国是柬埔寨第一大投资国，是泰国的投资重要来源国，2011年中国企业在泰国申请投资项目较上一
年增长1.6倍。
 在走出去方面，有的企业从事制造业产品生产；有的从事工程承包；有的从事其他服务领域，如房地
产开发、经营商场或小商店；有的进行资源性开发，如矿产资源的开发、农产品资源的开发、海产品
资源的开发。
走出去的形式多种多样。
 东盟每个国家都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
中国领导人在访问东盟国家的时候或者在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会议的时候都讲到，鼓励中国企业在东
盟投资。
中国已经在东盟建了五个中国经贸合作区，其中泰国有一个、越南两个、印度尼西亚一个、柬埔寨一
个。
中国总理表示到2015年在东盟的所有国家都建一个中国经济合作区。
“建区”有中国政府资金支持，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建经济合作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中国为了鼓励企业走进东盟，专门设立了拥有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我是这个基金的
顾问，好的投资项目可申请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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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编著，是为了连续每年有一本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书呈献给读者，便于企业家、政府
官员、研究人员了解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最新情况。
    本书的编著也是在“忙里偷闲”中进行的。
近一年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在促进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合作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包括：着力推动双方行业对接、产业合作，积极协助中国云南、广西等一些地区与东盟国家发展
经贸合作，为香港与东盟合作出谋献策，务实促进中国与东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双方企业合作
，读者可从书中配发的照片中了解我处的部分工作，下面仅举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在促进双方企业
合作方面的一些例子：    ——开展了2011年中国走进东盟成功企业评选活动并举办了颁奖会议。
    ——召开了章光101系列产品走进东盟推介会、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项目推介会、郑州全国
商品交易会暨消费品博览会东盟推介会。
    ——与柬埔寨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了柬埔寨投资说明会，与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共同召开了投资泰
国圆桌会议，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共同主办了走进新加坡投资说明会，与缅甸驻华大使馆共同主
办了缅甸投资说明会，为中国企业家分析商机。
    ——应邀在老挝国家工商会为老挝企业家做中国—东盟自贸区商机报告并解答问题，应邀在金边市
与柬埔寨中小企业协会的企业家座谈，协助中小企业在自贸区中发展；应邀在中国多地、多个全国性
行业商会年会上为中国企业家做东盟商机报告，互动交流。
    ——应邀在缅甸仰光、在老挝万象、在北京、在广东等地考察企业，现场提供商务咨询；一些企业
家也先后到访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共同探讨企业贸易、投资合作。
    ——就一些项目有重点组织双方企业洽谈合作。
    正因为从事了这一系列工作，使得我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有着深刻的亲身感受。
在实际工作中研究，收集资料，并写成书、文章，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只是需搭上许多业余时间而
已。
相信本书为各有关方发展与东盟经贸合作能起参考作用、助手作用。
    许宁宁    201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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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好东盟新商机:行动》的编著是为了连续每年有一本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书呈献给读者，
便于企业家、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了解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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