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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东盟各国是中国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

的“左邻右舍”。近年来，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然而，过去

两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蔚蓝大海并不平静。随着美

国“重返亚洲”战略不断推进，自贸区升级在交通通

信、金融合作、机制完善等领域面临诸多挑战。

伴随着缅甸内乱、越南人对中国企业的打砸事件，

公众对与东盟国家开展外经外贸多了一份担心。最

近，中国贸易报社新闻采访团到达中缅、中越边境，考

察了边贸企业发展情况。一路前行，记者发现在边境

上生活的人们想得开，边贸企业也“走得出去”。

依靠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生存的企业到底图

什么、求什么？在深入了解了一些与东盟国家有深

入接触的边贸企业的“苦与乐”之后，采访团推出

本期报道，以飨读者。

东 盟 边 境 企 业 生 存 调 查

走走看看聊聊，一路上，我们不断与生活在边境

上的企业接触。借助于地缘优势，这些企业成为贸易

企业里独特的分支——边境贸易企业，大量借助于货

车而非货轮，将产品从国界一边拉到另一边。

很多边贸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它们船小好调

头，企业掌舵人能够发挥智慧谋求发展。当然，他们

也有颇多无奈，本已一路坎坷经营，若再不幸遇到对

方国家战火纷飞，需要的就不光是商人的智慧了。

在中越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当下，笔者在边境却

看到了一片祥和气象。这得益于边境贸易对该地区

的促进作用。边境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富

民、安邦”的巨大作用，而一个个贸易公司，则是这堵

厚墙上的砖瓦。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的经营让这些公司从

业者身上多少带了些传奇色彩。他们不仅关心国人需

要什么，也更关心能给邻邦带来什么。当然，邻国的风

吹草动，是这些人最为敏感的。由于缅甸、越南国内出

现动乱或与中国关系紧张等给投资环境造成影响，这

些生意人有了许多可“吐槽”的内容。

然而，“吐槽”归“吐槽”，该做的生意依旧要做

下去。对于如何解决这方面的困境，他们的态度也

很值得玩味。从两国口岸通关是否便利到对方国

内投资扶持政策、再到返销配额等这些问题都需要

“上面的人”的智慧，但是，对于似乎可以解决某些

问题的方法——加强与缅甸、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会

晤制度，他们却只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在对方

政权不稳的情况下，上传却无法下达，与其等待“上

面人”动用智慧不如自己头脑风暴一下。有家企业

甚至已经做到，如缅甸出现交火会提前收到通知。

但这里面所耗费的精力，我们也可想而知。

对于地方政府，边贸企业还是愿意亲近的。毕

竟，大多国家对于边贸的重视程度较高，基础设施、

优惠政策、融资等一系列与外经外贸的环节都被“特

殊关照”。

因而，在政府主导下，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而然地

继续加大，尤其对于西南地区的道路建设、与边贸配

套的集验货、仓储和交易为一体的市场建设更应被

加大投入。对于边境地区边贸进出口商品的配额也

应根据情况适时调整。依托口岸，以工业园区为平

台，引导贸易聚集形成规模，把边境贸易加工基地建

设成为集制造、出口加工、运输、物流、仓储为一体的

边境经济合作区。其他方面，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在

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平台，利用博览会，

创造更多机会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西南散记之边贸企业的智慧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即便是企业在国内已经搞定一切，资金、人力、物力

等均已齐备，但在进行贸易往来时，这些企业还是会遇到

其它“烦心事”。而作为边贸企业，最常见的问题是交通

不畅。

随着中国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区域货物人员流通

量也急剧增加，对于交通便利化建设的进度提出了更高要

求。然而，在很多地区，互联互通和贸易往来却处于“通而

不畅”的状态，贸易货物运输、人员交往成本较高成为边贸

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

记者在北仑河二桥工程现场看到，该工程中国段已

经开始等待对接。而遥望越方的工程现场，崎岖不平的

泥土地显示了工程处在停滞状态。据知情人士介绍，中

方的工程一直在有序推进，但隶属于越方的工程进展缓

慢，导致整个工程的进度不统一，目前看来，中越工程对

接无望。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推动边境交

通运输建设，但由于中国与领国间的客货运输协定还不完

善，部分区域的物流交通建设呈现出“半边红”的状态。

不仅是交通建设受阻，东盟一些国家境内运输条件较

差，也增加了企业的进出口运输成本，高额的通关费用更

是让不少商贸企业望“路”兴叹。

杨黎就对记者表示：“缅甸边境地区民族独立武装控

制的区域，不断会有人出来收取过路费，这种情况普遍存

在。对于商人来说，虽然是破财免灾，但无形中提高了贸

易风险和商家成本。”

刘天益的生意做得更大。腾冲金鑫能够在缅甸顺利

运货，掌舵人刘天益凭借的是在当地广阔的人脉。但即便

是与缅甸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武装首领均有往来，刘天益

仍旧要投入上百万元的“通关”费用。

“从腾冲国境线到缅甸密支那，短短 100 多公里的路上

就有 14 道关卡，即便有正常的通关手续也需要额外打点。

而在平时，更要不时地‘关照’一下口岸官员，烟、钱都是少

不了的。缅方口岸管理人员每 3 个月更换一次，每次的收

费标准也不一样，而且是停车就收费。花钱还好，关键是

耽误时间。”对于缅甸浓郁的“人治”色彩，刘天益虽然无

奈，但也只能接受并适应。

愁什么？如果外贸互联互通不畅，带给企业的影响是无法预估的。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实施了沿边开放政策，边

境贸易迅速发展，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极大地促

进了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有先天地

理优势的边境企业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而成长壮大。

有政策扶持、成本仅国内一半、投资回报高、迅速致

富，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发展边贸、投资东盟的理由，在缅甸

搞种植的腾冲金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冲金鑫）同

样如此。

“西双版纳每亩香蕉地的租金是 3000 元，但缅甸每亩

地的租金仅为 400 元。而且，种植香蕉所需的人工费用在

国内最少也是每人每天 200 元，但在缅甸雇佣小工种植香

蕉，每天的工钱折合成人民币最多只要 20 元。”腾冲金鑫总

经理刘天益告诉记者，“缅甸有大量肥沃的土壤且地租便

宜，能够进行规模化种植。”

由于这些“优惠”，刘天益在缅甸种香蕉的成本比国内

低了很多。此外，他还告诉记者，由于土地肥沃，在缅甸种

植，用肥、用药都是相当少的，用量和花费都会减半。

巨大的内部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

源为资本、商品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带来较大的便利和商

机。其实，在边境，很多中国企业最开始还只是从邻国进

口产品。但随着交往日益密切，边贸企业发现，到进口国

投资设厂，不仅能减少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也更好，

而借由对外投资，企业更贴近当地市场，还能开拓出更广

阔的经营区域。借着这些“诱人”的引资优势，东盟国家吸

引到大量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

而除此之外，天生友邻的地理优势也让不少企业更

加倚重在边境线上做生意。这也符合常理。一般来说，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通常都要遵循“就近

原则”和“地区渐进原则”，因为对邻近国家的投资可以使

经营风险一定程度地降低。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三

国直接接壤，与其他东盟国家也是近邻，拥有相互投资的

地缘优势。

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饲料部专业副总监

王伟就告诉记者，该公司之所以选择防城港作为“驻地”，

是看中防城港面朝大海、辐射西南的地理位置。

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临北部湾的防城港西南

与越南接壤，海岸线长达 580 公里，陆地边界也有 100 多公

里。其所辖东兴市，市区与越南芒街市相隔一条数十米的

北仑河，市内几乎每家每户都做对越生意，而且都有自己

多年来形成的交易线路。做海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怡诚食

品公司就把“家”安在了东兴。该公司董事长助理石先生

说，区位优势不可忽视。

2012 年，东兴边境贸易进出口成交额为 192.23 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5%，其中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成交

额为 35.9 亿元，互市贸易进出口成交额为 156.33 亿元。

做什么？很多企业给出的答案大致相同，天生友邻，有成本优势。

中国一直支持企业“走出去”，用经济作物替代缅甸等

地的罂粟种植。去缅甸等东盟国家种植，背后不仅有利益

驱动，也有国家政策扶持。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替代种

植面积在迅速扩大后，返销配额则开始收紧。

“ 虽然国家各项政策对我们在缅甸投资给与了不少

支持和帮扶，但在分配进出口指标时却有偏重。我们在

缅甸种植农产品，只有 10% 至 20% 的产品能够通过返销

配额销往国内，剩余的产品只能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边

贸互市的方式消化，企业要自己承担的压力很大。”刘天

益表示。

为此，腾冲县市商务局急企业所急，积极向上级机关

反映情况，为替代企业争取名额，但效果并不明显。

“腾冲为企业返销配额不够而着急，但这一指标是省

商务厅统一分配的，下放到各县，要均衡分配。”腾冲县商

务局副局长刘品成无奈地对记者说。

而除了配额问题，让企业挠头的还有资金。

曾有业内人士分析，银行给边境进出口企业放款是有

很多担心的。一方面，进出口公司往往都是代理业务，提

供的材料复杂、难以核实，而且很多没有资质的公司会挂

靠有资质的公司来融资；另一方面，越南、老挝、缅甸商人

结算较慢，有时故意拖欠，也会发生因为汇率不划算而改

变付款期等情况，交易周期完成时间不可控，风险较大，目

前银行适合的融资产品很少。

云南腾冲兴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贸易）是

腾冲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商行，2000 年改制为私营，主营业

务除了进出口产品，还帮助伙伴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我

们公司还算有规模，所以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但是，我

们有一些小的合作企业，他们的境况不同了。”该公司总

经理杨黎说。

随着贸易流通速度的加快，进出口公司在资金周转

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不少边贸企业处于有伙伴、有项

目，却苦于资金缺乏而无法运作的状态，这种状况既限

制了企业的发展，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了银行的业

务范围。

而除了贷款，汇率的波动也给企业带来很大困扰。

“边境还是以民间银行和现金结算为主，税率波动比

较大。而按照缅甸国内的汇率，100 美元等于 1500 缅币，但

是人民币兑换成 1500 缅币也就十来块钱。按照央行规定

的汇率，企业损失很大。”杨黎说。

可喜的是，国家早就对汇率问题有所关注。据记者了

解，很多设立在边境的银行都有货币兑换交易业务，国家

也对汇率波动有所把控。

要什么？对于外贸企业来说，最缺的无疑是两样——资金和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