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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在越南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基于贸易关系的比较研究

李天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 要］利用中国、日本和越南的 2008—2018 年贸易结构数据，分别计算中日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贸易
竞争性、比较优势以及贸易互补性等指标，动态地分析了中日对越南的贸易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得出不同结
构性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中日在越南市场所处的地位与角色不同，中国是越南重要的进口市场，而日本是
重要的出口市场; 与日越贸易结合度相比，中越贸易关系处在快速上升期，未来发展空间更大; 出口相似性
指标分析表明，中日对越南的贸易越来越趋同，竞争性正在增强; 中日两国对越南贸易在特定产业领域具有
较高互补性。
［关键词］中日; 第三方市场合作; 越南; “一带一路”; 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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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获得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已经累计与 122 个国家、
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0 份合作文件。2018 年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1. 3 万亿美元，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6. 4 亿
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方面，中国与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同营业额达到 893. 3 亿美元，实
现海外并购达到 164. 5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已被写入联
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
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在与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加强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过程中，
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经贸合作
的新模式。

一、“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在越南第三方
市场合作的背景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起源和发展与多边经济合
作密切相关，其本质是一种不同国家之间基于禀
赋优势上的优势互补。因此，结合第三方市场的
现实需求，挖掘合作方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第
三方市场合作成功的关键。第三方市场合作涉及
至少三方的资源协调，通常由发达国家、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
地区的合作构成。在其具体形式上与传统的“南－

南合作”和 “南 －北合作”模式不同，而是呈
“北－南－南”形式。 “北－南－南”形式可以让参
与经济合作的各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发达国家
可以发挥核心技术和商业服务上的优势，新兴经
济体可以发挥一些资源与中低端技术上的优势，
而第三方国家可以提供廉价熟练劳动力和生产或
建设需求，为三方合作提供平台。

2015年 6月，中国政府同法国政府共同发表
《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在此次声明
中首次提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
作是在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互补互利、开
放包容的原则基础上，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将
中国终端制造能力同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先进理
念结合起来，为第三国提供高水平、高性价比、
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三方共赢”的
新型“北－南－南”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模
式被提出后，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逐渐变成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除了法国以
外，中国先后与韩国、葡萄牙、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国家签署了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备忘录。

2018年 5 月 9 日，中日共同签署了 《关于中
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同意
建立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举办中日第
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推动第三方项目合作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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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交流。2018年 10 月 26 日，第一届中日第
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中日双方在交通
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和金融支持、地区开
发 4个分论坛上开展专题讨论，共签署 52 项合作
协议［1］。2019 年 4 月，中日创新合作机制在北京
召开，双方多个政府部门围绕创新合作的实施路
径展开交流，就创新政策、优化贸易和投资政策
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合作进行探讨和研究。中日两
国共商互惠共赢的创新合作机制，预示着两国经
贸合作迎来重大发展机遇［2］。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在越南第三方
市场合作的经贸基础

( 一) 中日的经贸领域合作基础
自 1978 年中日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为两国经济增长
做出重要贡献。根据日本海关统计，2019 年 1—
11 月，中日双边货物贸易达到 2 768. 3 亿美元，
其中日本进口 1 550. 9 亿美元，占日本进口总额
的 23. 5%。在日本市场上，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占有较大优势，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
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 60%左
右。目前，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
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2019 年 1—10
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金额 33. 3 亿美
元，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对日投资也持续扩
大，华为、阿里巴巴等中国著名企业纷纷投资日
本市场。

当今，全球经济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美国
提出“美国优先”口号，向贸易伙伴国推行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提高了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
性［3］，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异常严峻。对于日本而
言，尽管已经签署 CPTPP 和日欧 EPA，但这些协
议还刚刚起步，至少就目前而言，日本经济长期
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未能解决［4］， “安倍经济
学”未能转化成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5］。低迷的
经济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改善对华经贸
关系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新路径［6］。通过与中国共
同开辟第三方市场，日本可以更好地发挥高端制
造业领域技术优势，助力日本经济全面复苏［7］。
中日在第三方市场进行的合作也有利于避免双方
恶性竞争，规避第三方市场的竞争成本和投资风
险［8］。中日在共同研发、联合竞标、技术转让等
方面有着不少合作经验，因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
作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9］，必将为两国经贸关系
升级带来新动力。

( 二) 中日在越南第三方合作的经贸基础
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区域上，东南亚拥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东南亚与中日长期牢

固的经济合作基础［10］、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稳定
的政治关系，使其成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先区
域［11］。其中，在东南亚占有重要制造业基地地位
的越南优势明显，是中日在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之一，是中日两国探索第三方合作的重
要市场［12］。

在过去的 10年里，越南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
超过 6%，2019 年更是达到 7. 02%，2019 年外商
直接投资也达到 203. 8亿美元，创下 10 年最高水
平，其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速度不断加快。除了
东盟以外，越南还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APEC) 、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 )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CEP) ，在亚洲经济合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2015 年，越南的 GVC 前向参与率 ( 间接
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达到 25. 3%，而在 1997年该
值只有 18. 6%。越南的 GVC后向参与率 ( 出口中
的国外附加值率) 也从 1995—1997年的 30. 2%上
升至 2013—2015 年的 35. 0%。越南 GVC 前向参
与率和 GVC后向参与率的提升表明其在全球价值
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与日本都是越南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
且随着三国经济的增长，彼此经贸联系越来越紧
密。从贸易规模上看，2008 年中国与越南的进出
口总额达到 194. 58亿美元，之后快速增长，2018
年达到 1 481 亿美元。越南已成为中国提出 “一
带一路”倡议以来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位列
十大“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之首，2014—2018
年间中越进出口额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
12%，增速远远高于其他贸易伙伴国 ( 见表 1) 。

表 1 2014—2018年与中国贸易往来
前十大“一带一路”国家

排序 国家
进出口总额 ( 亿美元)
( 2014—2018年)

复合年增长率 ( %)
( 2014—2018年)

1 越南 5 470 12
2 马来西亚 4 908 1
3 俄罗斯 4 241 2
4 印度 3 923 6
5 新加坡 3 919 1
6 泰国 3 918 4
7 印度尼西亚 3 120 4
8 沙特阿拉伯 2 763 －2
9 菲律宾 2 443 5
10 阿联酋 2 303 －3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进行整理。

日本与越南的合作期初始于开发援助计划
( ODA) 。日本大力推动“官民合作”模式，利用
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等方式参与对
越南的经贸合作［13］。日本长期保持对越南提供对
外援助最多的国家的地位［14］。2009年日本和越南
之间的双边经济合作协定签署生效，为日本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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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法律与制度保障［15］。多年来，
越南保持着日本在亚洲第一大投资目的地的位置。

日本与越南的进出口额也基本上保持持续上升
的趋势。从 20世纪 90 年代到 2004 年为止的近 10
年间，日本曾一度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18年
日本与越南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375. 55亿美元。

从中日与越南的贸易额在中日两国进出口贸
易中的比重可知，日越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贸易中
的比重高于中越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即越南在日本贸易伙伴中的地位高于中国。然而，
自 2014年之后，中越双边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

中的比重开始超过日本，2018 年已经达到 3. 2%，
而日本则为 2. 53%。从越南的角度，越南与中日
两国的贸易总额占比也出现较大的变化。中越双
边贸易额占越南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从
2008年的 13. 57%上升至 2017 年的 28. 48%; 而
日越双边贸易额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则逐步下降。
从上述趋势中可以看出，中越贸易的地位已经明
显高于日越贸易，且中国的地位仍在不断上升，
而日本的地位则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8 年中
越双边贸易占越南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约为日越双
边贸易比重的 4倍 ( 见表 2) 。

表 2 2008—2018年中越与日越贸易在越南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变化 单位:%

年份
中越贸易在越南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日越贸易在越南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贸易总额占比 出口占比 进口占比 贸易总额占比 出口占比 进口占比
2008 13. 57 6. 92 18. 74 11. 79 14. 51 9. 68
2009 16. 57 8. 31 23. 30 10. 60 12. 18 9. 32
2010 19. 15 9. 67 27. 23 10. 41 11. 32 9. 63
2011 19. 74 11. 47 27. 25 10. 38 11. 92 8. 99
2012 22. 09 14. 17 30. 07 11. 31 13. 17 9. 44
2013 24. 80 12. 79 36. 80 9. 39 10. 78 7. 99
2014 28. 06 13. 25 43. 11 9. 14 10. 26 8. 00
2015 29. 24 18. 41 39. 82 8. 44 9. 35 7. 56
2016 27. 95 21. 05 34. 92 8. 31 9. 20 7. 42
2017 28. 48 23. 42 33. 59 7. 84 8. 61 7. 06
2018 31. 46 34. 94 27. 83 7. 98 8. 78 7. 14

注: “占比”指越南与中日的双边贸易额、出口额、进口额在越南对外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UN Comtrade数据计算得出。下同。

三、中日对越南的贸易特点比较

( 一) 中日对越南贸易的进出口倾向性比较
在贸易进出口倾向性方面，中国对越南的出

口始终高于进口，而日本则从越南的进口高于对
越南的出口，这意味着对越贸易中，中国始终处
于顺差地位，而日本则处于逆差地位。2018 年中
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达到 199. 28 亿美元。与中国
不同的是，日本对越南的贸易中大多保持逆差，
而且逆差规模在逐年上升，2018 年逆差规模已经
达到 46. 85亿美元。

另外一个不同特点是，越南从中国进口占比
始终高于出口占比，而越南从日本进口的占比始
终低于出口占比。从这一差异可以看出，越南倾
向于依赖中国的进口商品，而对于日本则依赖出
口商品，这表明对于越南而言，中日两国的市场
在对外贸易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定位。此外，中
国在越南的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
出口占比从 2008 年的 18. 74%上升至 2018 年的
27. 83%。日本在越南出口目的地地位则表现出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8 年越南对日本的出口占
比达到 14. 51%，而到 2018年已经降至 8. 78%。

( 二) 中日与越南贸易的商品结构比较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机械和运输设备、制

成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是中日对越南出口的主要
商品。2009年中国对越南出口比重最大的产业依
次为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杂项制品、化学
成品以及矿物燃料，以上几种产业共占总出口的
93. 61%。尤其杂项制品、化学成品以及矿物燃料
等产业在总出口的比重非常相近，均占 10%左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对越南的出
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机械与运输设备和制成品
的比重不断上升，2017 年分别达到 39. 10%和
30. 62%，而矿物燃料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2017
年下降至 1. 68%。日本方面，2009 年对越南出口
比重最高的产业分别为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
两种产业约占日本对越南出口的 73. 78%，而相比
之下其他产业的出口都显著低于这两种产业。日
本对越南的出口产业结构在 2009—2017 年间并没
有出现较大变化，2017 年机械与运输设备和制成
品等产业仍然是对越南出口的最主要产业，所占
比重达到 70. 19% ( 见表 3) 。

四、中日对越南贸易的贸易结合度与竞争性
分析

( 一) 中日对越南贸易的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为TCDij
t =

Xij
t /X

i
t

Mj
t /M

w
t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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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日对越南的出口产品结构 单位:%

产业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食品和活畜 4. 76 1. 39 6. 18 1. 78 3. 98 2. 12 4. 55 1. 94 5. 57 1. 82
饮料和烟草 0. 13 0. 05 0. 12 0. 08 0. 06 0. 03 0. 07 0. 07 0. 06 0. 10
非食用粗原料 1. 34 2. 63 1. 61 2. 50 1. 12 3. 60 0. 80 4. 32 1. 22 4. 37
矿物燃料等 10. 03 0. 36 6. 36 1. 23 4. 36 0. 59 2. 51 0. 19 1. 68 0. 70
动植物油等 0. 01 0. 01 0. 03 0. 02 0. 01 0. 03 0. 01 0. 01 0. 01 0. 02
化学成品等 10. 30 8. 87 8. 82 10. 27 6. 84 9. 07 6. 42 8. 70 7. 87 10. 33
制成品等 26. 91 26. 95 31. 46 31. 30 30. 81 29. 87 36. 69 22. 28 30. 62 22. 02

机械和运输设备 35. 38 46. 83 32. 34 41. 94 34. 17 43. 58 33. 37 51. 83 39. 10 48. 17
杂项制品 10. 99 6. 67 13. 07 7. 23 18. 64 6. 96 15. 46 6. 36 12. 86 8. 16

未分类的商品 0. 15 6. 24 0. 01 3. 65 0. 00 4. 16 0. 11 4. 30 1. 00 4. 32

中，TCDij表示 i 国对 j 国的贸易结合度; Xij表示 i
国对 j国的出口额; Xi表示 i国的出口总额; Mj表
示 j国的进口总额; Mw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当
TCDij的取值等于 1，则表明 i 国和 j 国的贸易结合
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 如果该值小于 1，则表明两
国的贸易结合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取值越小，代
表贸易关系越疏远; 如果该值大于 1，而且取值越
高，则代表两国的贸易结合度越高，贸易关系密切。

从图 1可以看出，中日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
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于中国而言，对越南的

贸易结合度在 2014年达到高峰之后有所下降，但
总体上仍处在上升趋势。2008 年，中国对越南的
贸易结合度达到 2. 12，而 2018 年上升至 2. 92。
从日本的角度，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只有小幅波
动，基本上维持在 2 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越
贸易关系不断增强，且未来仍有不少上升空间，
而日越贸易关系则表现出稳定的状态。中日两国
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在 2008年时大体相似，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日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差距越
来越明显。

图 1 中日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

( 二) 中日对越南贸易的贸易竞争性
为了比较中日两国在越南市场上的竞争程度，

下面引入出口相似性指标 ( Export Similarity In-
dex，ESI) ，它是对两国或地区在第三方市场上出
口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进行的衡量，最早由 Fin-
ger和 Kreinin ( 1979) 提出［16］。Finger-Kreinin 指
数定义如下:

S( ij，h) = ∑
k
Minimum

Xk
ih

Xih
，

Xk
jh

Xjh
( ){ } × 100

其中，X 代表出口，上标 k 代表商品，第一
和第二个下标依次代表出口国和出口目的地。这
样 Xk

ih /Xih代表 i国出口到 h国的产品中第 k种商品
所占的份额，Xk

jh /Xjh代表 j国出口到 h 国的产品中
第 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为避免中日对越南的贸
易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在此采用 Glick 和 Ｒose
( 1998) 提出的修正后的 ESI 指数［17］，其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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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SIij为 i，j国的出口产品相似程度; X

为出口额，k为产品种类，w表示目标市场。该指
数取值在 0至 100之间，越接近 100，意味着两国
出口的商品构成越趋于一致、竞争越明显; 反之，
越接近 0，则两国出口竞争性越小。从纵向变化
看，若 ESI值呈上升趋势，则两国间的竞争逐步
增强; 反之，若其与时间呈反方向变动，则表明
i，j两国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正在提升，竞争趋于
缓和。

中国与日本在越南市场上的贸易竞争度方面，
呈现出上下波动状态。2009 年中日在越南市场上
的出口相似性指标达到 81. 12，并在 2011 年有所
上升，达到 84. 41，2015 年下降至 71. 5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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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新上升至 81. 97 ( 见图 2) 。总体上，当前中
日在越南市场上的贸易竞争度并不低，尤其 “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随着中日积极参与东南亚
市场的经贸与投资活动，两国与越南市场的竞争

性也显示出增强的态势。中日在越南市场上的出
口相似性指标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呈
现进一步接近的趋势。

图 2 中日对越南对外贸易上的出口相似性

五、中日对越南贸易的贸易互补性分析

为了衡量中日在越南市场上的贸易互补性，
采用由 Peter Drysdale ( 1967) 提出的比较优势指
数方法。为了便利性与可操作性，本文采用于津
平 ( 2003 ) 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 Trade Comple-
mentarity Index，TCI) ［18］。中日两国产业的贸易互
补性指数可以由两国比较优势指数构成:

TCIijk = ＲCAx
ik × ＲCAm

jk

其中，ＲCAx
ik = ( Xik /Xi ) / ( Xwk /Xw ) ; ＲCAm

ik =
( Mjk /Mj ) / ( Mwk /Mw ) 。

ＲCAx
ik、ＲCAm

jk分别为在 k 类产品上 i 国的出口比
较优势和 j国的进口比较优势; Xik、Xi为 i国 k类产
品的出口额和总出口额，Xwk、Xw为世界 k 类产品的
出口额和总出口额; Mjk、Mj为 j 国 k 类产品的进口
额和总进口额，Mwk、Mw为世界 k类产品的进口额和
总进口额。将各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用世界贸易
中各类产品的占比 ( Mwk /Mw ) 做权重得出的加权平
均进行加权，可以得到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

TCIij =∑
k
［( ＲCAx

ik × ＲCAm
jk ) × ( Mwk /Mw) ］

TCIijk、TCIij为 i、j 两国 k 类产品贸易互补性
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后者是前者基础上
计算得到的值。0≤TCIij ＜1 表示 i、j 国间的进出
口吻合程度较低，互补性较弱; TCIij≥1则表示两
国贸易的互补性较强、贸易的基础条件较好［19］。

图 3和图 4 给出了 2009 年与 2017 年中日按
照 SITC分类法划分的出口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中国方面，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
等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而相比之下，化
学成品，矿物燃料、饮料和烟草、食品和活畜、
非食用粗原料、动植物油等产业竞争优势相对较
低。另外，2009 年与 2017 年比较优势指数的动
态变化表明，化学成品、制成品等产业的竞争力
出现提升，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的比较优势竞争
力相对下降，而其他产业，如食品和活畜、饮料
和烟草、动植物油、非食用粗原料等产业的比较
优势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图 3 2009年与 2017年间中国出口产业比较优势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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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9年与 2017年日本出口产业比较优势指数变化

日本的出口产业比较优势则主要体现在制成
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未分类产业上，而食品
和活畜、饮料和烟草、动植物油、非食用粗原料、
化学成品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低。与 2009
年相比，化学成品、杂项制品等产业的竞争力有
少量提升，而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非食用
粗原料等产业的比较优势出现下降。

从贸易互补性方面，中国与越南在多数产业
上贸易互补性指数都比较低，而在制成品、机械
及运输设备等少数产业中有很高的进出口吻合度。
而且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机械及运
输设备等产业的贸易互补性进一步提升，从 2009
年的 1. 31提升至 2017年的 1. 48。对于越南而言，
矿物燃料、非食用粗原料、杂项制品等产业具有
较高的进出口吻合度。 “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以
来，矿物燃料等产业的进出口吻合度大幅下降，
而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产业提升了与中
国的贸易互补性 ( 见表 4) 。

对于日本而言，化学成品、制成品、机械和
运输设备是对越南的贸易中具有较高互补性的产
业。随着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日本与越
南的贸易互补性也出现一些变化。化学成品、制
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化学成品已经从
2009年的 1. 11 下跌至 2017 年的 0. 94。越南方
面，食品和活畜、非食用粗原料、矿物燃料、杂
项制品等产业是对日本的贸易中具有较高互补性
的产业。近些年，越南对日本的贸易互补性出现
变化，非食用粗原料、矿物燃料等产业的贸易互
补性大幅下降，而食品和活畜、杂项制品仍是对
日本贸易中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业 ( 见表 5) 。

比较中日对越南贸易中的互补性可以发现，

表 4 中国与越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互补性 产业
年份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TCIcv

食品和活畜 0. 48 0. 57 0. 50 0. 47 0. 48
饮料和烟草 0. 08 0. 06 0. 06 0. 05 0. 05
非食用粗原料 0. 24 0. 22 0. 20 0. 21 0. 19
矿物燃料等 0. 11 0. 07 0. 04 0. 05 0. 08
动植物油等 0. 09 0. 07 0. 05 0. 05 0. 04
化学成品等 0. 54 0. 72 0. 63 0. 53 0. 57
制成品等 2. 56 2. 52 2. 61 2. 50 2. 23

机械和运输设备 1. 31 1. 32 1. 64 1. 46 1. 48
杂项制品 0. 86 1. 00 1. 12 0. 90 1. 21

未分类的商品 0. 01 0. 02 0. 00 0. 00 0. 00

TCIvc

食品和活畜 0. 80 0. 92 0. 86 0. 94 0. 84
饮料和烟草 0. 10 0. 14 0. 16 0. 17 0. 14
非食用粗原料 3. 60 3. 77 3. 03 2. 28 2. 14
矿物燃料等 1. 13 0. 65 0. 42 0. 33 0. 29
动植物油等 0. 54 0. 44 0. 41 0. 33 0. 12
化学成品等 0. 18 0. 25 0. 24 0. 20 0. 17
制成品等 0. 64 0. 60 0. 56 0. 54 0. 51

机械和运输设备 0. 45 0. 67 1. 11 1. 12 1. 20
杂项制品 2. 14 2. 10 1. 74 1. 61 1. 50

未分类的商品 0. 03 0. 12 0. 08 0. 08 0. 02
注: TCIcv为中国出口与越南进口之间的互补性，TCIvc为越南

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互补性。表中商品分类按照 SITC分类标准
进行划分。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WTO 数据和 TCI 公
式计算得出。下同。

过去日本与越南的贸易互补领域比中国广，而且
在互补性程度上也明显高于中国。 “一带一路”
建设开展以来，中国与日本对越南的贸易互补性
均发生变化，中国对越南的贸易中互补性较高的
产业领域增加，而日本对越南的贸易互补性较高
的产业领域相对减少。从越南的角度而言，也出
现类似变化。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与日本产业
竞争力的变化，作为第三方市场的越南的产业结
构以及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也导致了中日对越南贸
易的互补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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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日本与越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互补性 产业
年份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TCIjv

食品和活畜 0. 10 0. 10 0. 11 0. 12 0. 12
饮料和烟草 0. 06 0. 05 0. 04 0. 04 0. 04
非食用粗原料 0. 55 0. 42 0. 53 0. 50 0. 42
矿物燃料等 0. 12 0. 08 0. 06 0. 08 0. 08
动植物油等 0. 06 0. 05 0. 04 0. 03 0. 03
化学成品等 1. 11 1. 22 1. 23 0. 93 0. 94
制成品等 2. 14 1. 99 2. 10 1. 79 1. 53

机械和运输设备 1. 55 1. 62 2. 02 1. 84 1. 82
杂项制品 0. 26 0. 33 0. 33 0. 28 0. 40

未分类的商品 0. 30 0. 91 0. 11 0. 14 0. 06

TCIvj

食品和活畜 4. 64 4. 20 2. 83 2. 56 2. 32
饮料和烟草 0. 60 0. 70 0. 62 0. 51 0. 41
非食用粗原料 1. 74 1. 81 1. 39 1. 19 0. 95
矿物燃料等 2. 53 1. 31 0. 88 0. 57 0. 45
动植物油等 0. 15 0. 14 0. 14 0. 17 0. 06
化学成品等 0. 14 0. 22 0. 19 0. 20 0. 16
制成品等 0. 48 0. 60 0. 54 0. 60 0. 61

机械和运输设备 0. 25 0. 39 0. 69 0. 78 0. 86
杂项制品 3. 50 3. 27 2. 93 2. 92 2. 91

未分类的商品 0. 21 0. 07 0. 02 0. 03 0. 01
注: TCIjv为日本出口与越南进口之间的互补性，TCIvj为越南

出口与日本进口之间的互补性。表中商品分类按照 SITC分类标准
进行划分。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用 2008—2018年贸易数据计算了中
日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性、比较优势、
贸易互补性等指标，动态地分析了中日对越南的
贸易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日在越南市场所处的地位与角色不
同。进出口倾向性表明，在与越南的贸易中，中
国始终处于顺差地位，而日本则处于逆差地位。
对于越南而言，中国是重要的进口市场，而日本
是重要的出口市场。

第二，与日越贸易结合度相比，中越贸易关
系处在快速上升期，未来发展空间更大。贸易结
合度表明，中国对越南的贸易结合度总体上仍处
在上升趋势，而日本却基本上长期维持在一定水
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越南的贸易关系不断
增强，未来中越贸易关系仍有不少上升空间。

第三，中日对越南的贸易越来越趋同，中日
之间的贸易竞争性正在增强。贸易竞争性指标表
明，中日在越南市场上具有较强贸易竞争度，尤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日出口相似性指标的
上升表明中日在越南市场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第四，中日两国对越南贸易在特定产业领域
具有较高互补性。比较中日对越南贸易的互补性
发现，过去日越贸易无论是在贸易互补领域的广
度，还是在深度上均强于中越贸易，但自 “一带
一路”建设开展以来，中日对越南的贸易互补性
均发生较大变化，中国对越南的贸易中互补性较

高的产业领域增加，而日本对越南的贸易互补性
较高的产业领域相对减少。

鉴于中日两国与越南存在上述贸易关系，本
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中日对越南的贸易结构特征表明两国
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两国应以大局意识妥善应
对潜在现实问题，将合作红利提升至最大化。中、
日、越均处于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位置，构成东
亚产业分工与价值链的重要一环，对亚洲乃至全
球生产与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三国经济的
快速增长，其产业梯队效果不断减弱。正如贸易
竞争性分析结果，中日对越南的贸易方面出口相
似度较高，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如果不积极探索
经贸合作安排，有可能出现相互挤出市场的效果。
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探索良性互动
机制，开展差异化分工与合作，是三个国家能否
实现多赢局面的关键。另外，主要大国间的贸易
政策博弈及其外溢效应深刻影响日本的现实抉择，
尤其日本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战略的
牵引，因此不可低估美日关系对中日第三方合作
的影响。中日应重视在越南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带来的巨大红利，排除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因素的
干扰，坚定开辟共赢合作新模式的决心，探索中
日第三方市场长效机制，共同开创经贸领域深度
合作的新局面。

第二，中日应基于对越南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妥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对于中日两国对
越南的贸易中共同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需要进
一步探索差异化战略谋求合作共赢。事实上，即
使在同一产业领域，中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性
价比比较高的优势富裕产能和中低端工业制成品，
而日本则在精密仪器、半导体原材料和零部件、
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领域具有显著优势。
日本资金供应能力虽不及中国，但在海外投资和
运营管理经验上占据竞争优势，并具有较强的事
后监督和风险防控能力。中日可以以各自比较优
势为基础，建立起以项目实施为核心、“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融资合作”的新型合作模式［20］。中日
要注意比较优势产业交叉重叠特征，基于品质、
档次、规格、款式上形成错位发展，也可以借助
于产品的深加工和国际间产品内生产工序或环节的
转移，形成基于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生产网络。

第三，越南对中日两国贸易的比较优势为中
日合作提供重要依据。正如前文分析，越南对中
国贸易中在非食用粗原料等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而对日本贸易则在食品和活畜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中日在对越南的经贸合作时，需要切实配合越南
的实际需求，发挥三方优势，才能实现利益最大
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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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共同为越南海防火电站二期项
目、越南太平二期煤炭火电项目等工程提供联合
融资的举措，充分发挥了中、日、越三方的比较
优势，为三方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未来，要结

合越南的“两廊一圈”发展战略以及中越跨境经
济合作区等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积极推动其与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同时，继续挖掘越南的
市场需求，为三方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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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Vietnam under the Belt and Ｒoad Framework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rade Ｒelations

Li Tianguo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de structure data of China，Japan and Vietnam in 2008－2018，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trade combination index，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and 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of China-Vietnam and Japan-Vietnam trade，dynamically analy-
zes the trade relationships of China-Vietnam and Japan-Vietnam and obtains different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
tions and the roles of China and Japan in Vietnam market are different． China is an important import market for Vietnam，while Japan is an important
export market． Compar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Japan-Vietnam trade，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rise，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pace is much larger． Export similarity index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a-Vietnam and Japan-Vietnam trad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ilar，and their competitiveness is increasing． The trade of China and Japan with Vietnam is highly complementary in specific indus-
tries．
Key words: China and Japan;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Vietnam; the Belt and Ｒoa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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