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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9_83_A8_E6_c31_515868.htm [摘 要] 泛北部湾经济

合作区的提出，对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该区域的商贸物流很活跃，但物流产业对接跟

不上。本文对该区域物流产业对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研

究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合作

与发展。 [关键词]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物流产业对接 问题与对

策 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提出、认同与共识 当今世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也在迅猛发展

。将于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全球人口最多

的区域经济。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

国和越南两国政府于2004年10月8日发表联合公报，提出建设

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合作建设“两廊一圈”，即“昆明-老

街-河内-海防-广宁”及“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个经

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但该经济合作区的范围比较

小。2006年7月，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刘奇葆（已

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在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构建“

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区”。从“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到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战略构想的提出，是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关系15年来产生的一项具体成果，也是未来中国与东盟

通过经济合作走向和谐、共赢的新起点。 “泛北部湾经济合

作区”的战略构想提出之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广泛

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很快上升为国

家级战略乃至国际级战略，逐步形成当前和今后区域经济的



一大亮点和热点。中央领导很重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建

设，2006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广西要把发展“同泛

北部湾合作结合起来，这篇文章会做得很大，用一句话来讲

：前景广阔”。2006年10月，在南宁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了“积极探讨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使次区域经

济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一个新亮点”的倡议

。2007年1月，温总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

人会议上再次提出：积极探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战略构想很快得到国际上的认同

，特别是东盟各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的共识和

认可，非常愿意参与和支持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合作。如2006

年10月，时任东盟轮值主席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就高度赞赏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认为这有利于加强中国东盟海上合作。

作为东盟秘书长的王景荣先生也表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将

使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去加快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地

区，东盟各国负责经济事务的高官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具体

的合作领域。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泰国、缅甸

、老挝、柬埔寨也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支持这一构想。 推进

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合作与发展，关键是要加强中国与海上东

盟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与物流对接，通过产业对接与分工，

促进相互之间的商贸物流和投资，使中国与东盟从单一的“

陆上合作”迈入“海陆合作”，最终使泛北部湾地区成为亚

洲经济的一个新增长极。 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产业

对接的现状 物流是与商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商流就没

有物流，没有物流商流就无法实施和完成。泛北部湾经济合



作区物流产业对接的现状主要是： 1.泛北部湾经济区现有的

物流运输方式 目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物流运输方式有海

洋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 (1)海洋运输物流

。为依靠港口、轮船和水路进行的物流运输活动，这种方式

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运输的主要方式。在这方面，中

国比较大的港口有防城港、北海港、铁山港、钦州港、湛江

港、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等；越南比较大的港

口有鸿基港、海防港、岘港港、胡志明港；新加坡有排在世

界前列的自由港；文莱比较大的港口有斯里巴加湾港、麻拉

港、诗里亚港；菲律宾比较大的港口有马尼拉港、宿务港、

三宝颜港、达沃港；马来西亚比较大的港口有巴生港、槟城

港、民都鲁港、柔佛港、古晋港；印度尼西亚比较大的港口

有雅加达港、泗水港、棉兰港。目前该物流运输方式约占该

区域总物流的60%左右。 (2)公路运输物流。为通过公路、汽

车进行的物流运输活动，这种方式可近可远，可门对门，是

最灵活的一种物流运输方式。中国连接东盟国家越南的第一

条高速公路已于2005年12月28日通车，与越南贯穿南北的1号

公路相对接，南宁还有到防城港的高速公路通过东兴的一级

公路与越南芒街的18号公路相对接通到下龙（鸿基）和海防

。其它还有防城区峒中的三级公路与越南广宁省横模的三级

公路对接，崇左市宁明县爱店的三级公路与越南谅山省绿平

的三级公路对接，崇左市龙州县水口的二级公路与越南高平

省驮隆的二级公路对接。目前这种物流运输方式约占泛北部

湾经济区域总物流的30%左右。 (3)铁路运输物流。为通过铁

路、火车进行的物流运输活动。因为目前中国只有铁路通到

越南，而中国的铁路是标准铁轨（1435MM），越南的铁路是



窄铁轨（1200MM），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及泰国与柬埔寨

有铁路对接相通，但还没有与越南的铁路对接相通，不能直

通物流运输。泛亚铁路正在设计和招商中，还未进行建设。

目前这种物流运输方式约占泛北部湾经济区域总物流的7%左

右。 (4)航空运输物流。为通过空港、机场和飞机进行的物流

运输活动，这种方式特别适宜于运输体积小、价值高的物资

，以及鲜活产品和紧急件等货物的运输。目前这种物流运输

方式约占泛北部湾经济区域总物流的3%左右。泛北部湾经济

区的航空物流发展前景很大。 2.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建

设得到较快的改善和发展 2007年以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

物流得到了较快的改善和发展。在海运物流方面，中国广西

、广东、海南,以及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都

在加强港口码头建设，中国广西已计划和实施投入100亿元人

民币建设所属的北部湾海港，海南省已在洋浦港建成中国南

方最大的保税港区，中国湛江港至越南海防港的首条集装箱

直航班轮已于2007年3月开通。中联航运于2007年８月投入一

条599TEU的集装箱船开通了“华南深圳广西越南”的国际集

装箱班轮航线。越南政府2007年2月颁布决定，对投资海上物

流运输实行优惠政策，企业（含内外资企业）投资海上物流

运输的项目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从获利年度起，1

年免征和4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越南还将投资近40亿美元发展

海港建设。2007年5月15日,印尼最大的船务企业BLT船务集团

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公司签订了投资1.75亿美元，在防城港建

设修造船基地与合资组建汇通物流（防城港）公司的合约，

使中国与印尼的港口物流和产业对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特

别是2007年10月28日在南宁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举办的中国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通过了《中国－东盟

港口发展与合作联合声明》（简称“南宁共识”）,论坛以“

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就本区域港口发展

与合作及对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讨,达成广泛共识。目前中

国已与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5个国家

签订了海运协定,达成了一致意见。 公路运输方面，2007年5

月底，中越两国修改和补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汽车运输协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部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两国政府汽

车运输协定议定书》，2007年9月15日中越陆路集装箱运输定

期航班开通，同年11月，中越开通了南宁友谊关河内、南宁

东兴芒街下龙海防、崇左友谊关河内下龙等4条客货运输物流

线路。广西华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推出的“中国越南”陆运

服务，每天从南宁往返于越南河内、海防、胡志明等城市，

做到物流门到门服务。 铁路运输方面，目前有中国的湘桂铁

路通过广西凭祥友谊关与越南谅山省同登南连胡志明市的铁

路对接，昆河铁路通过云南省的河口市与越南老街市连接海

防市的铁路对接。1992年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了铁路协定

和1996年两国铁路联运恢复开通以来，货物运输量迅速增长

。2003年越方从铁路进口中国货物达72.5万吨。中越两国铁路

部门在2004年12月进一步签署边界铁路议定书，2006年仅从凭

祥铁路口岸进出口的物流商品就达到68.47万吨，比2005年增

长45.29%，是中越铁路1996年恢复业务以来物流运输量最多

的一年。 航空运输方面，2007年7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定》正式实施，越南、马来西亚、文

莱、新加坡、柬埔寨、缅甸等国对中国民航取消“市场准入



限制”及“国民待遇限制”后，中国广西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在原有直通越南河内市内排国际机场的基础上，陆续开通南

宁吴圩国际机场至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国际机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

场的航班，做到直飞对接。 3.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快速

增长 东盟国家大部分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有关,中国和东盟

的商贸物流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反映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

流的快速增长。中国和东盟双边的商流物流额从l993年的107

亿美元快速发展到2002年双边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时的547.67亿美元,10年之间增长了4倍多.到2006年中国与东

盟的商流物流额进一步快速增长到1608亿美元，双边签署《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的4年之间又增长了近2倍.（见图

） 东盟从1993年开始连续11年作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后

，于2005年首次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根据双方签署

的协议，从2005年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全面启动降税进程

，大幅降低关税，并于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零关税。随着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展，双边的商流物流会发展得更

快，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东盟

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必然更加快速地增长。 4.泛北部

湾经济区现有的物流仓储、流通加工和配送 泛北部湾经济区

目前的物流仓储、流通加工和配送是最薄弱的环节，突出表

现在港口、码头、机场、口岸等物流节点仓储设施不足，流

通加工少而且粗放，基本还没有开展物流配送业务。 三、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对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认识尚未完

全一致，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目前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

范围认识还未完全一致，在中国广西有的只把南宁市、防城



港市、钦州市、北海市划在其中，有的除了这4个城市之外，

还把崇左市列在内。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11个国家中，

有的认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只含中国、越南、菲律宾、文

莱、马来西亚、新加坡等6国；有的则认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区应含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7国。这些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取得完全的共识

。 笔者认真分析了中国南部沿海各省区和东盟10国的地理位

置，以及与北部湾水路的联系状况，结合近现代中国和东盟

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与密切程度，认为泛北部湾经济合

作区在中国应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广东省，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除了南宁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4个城

市，还应包括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主要国家越南接壤的崇

左市和百色市。在东盟国家，既然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

应该把泰国和柬埔寨列在内，因为泰国湾比较小，水系与泛

北部湾联成一体，泰国和柬埔寨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各国

的经贸合作非常密切。当然，前提是泰国和柬埔寨的自愿加

入。 2.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对接跟不上合作发展的需要 泛北

部湾经济合作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发展比较快，但仍

然跟不上经贸合作发展的需要，对接不理想。笔者由于工作

关系从1995年至今年年到北部湾的广西沿岸北海、钦州、防

城港,以及东兴、凭祥友谊关等中越接壤边境地区进行商贸物

流考察，2007年1月又组织调查组专程从广西防城港起，沿着

中越边境的8个县市区1020公里进行了认真的商贸物流考察。

从北海港、钦州港和防城港直接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港口

的直接通航还很少，与越南北方港口的直接通航稍多一些，

但最大的船也就两千多吨，而租船业务比较活跃，因越南船



只租金比较低，中国许多物流公司租用越南船只开展物流。

越南已探明的煤炭地质储量达400多亿吨，东北部的广宁省有

丰富的优质煤炭，以高热值、低灰、低硫、低氮和低磷的特

点而著称于世，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无烟煤之一。这里的煤

炭主要出口物流到中国的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和浙江。

由于鸿基港的容量有限，物流对接困难。笔者早在2004年就

提出兴建防城港到越南广宁省的铁路，以解决越南东北部和

中国南部的物流问题，但至今还未开始兴建。 泛北部湾经济

合作区除了海运物流紧张之外，公路物流也越来越紧张

，2005年之前，汽车物流运输经过东兴市过北仑河到越南芒

街或者经过凭祥市过友谊关到越南谅山，排队等候报关报检

通关的比较少。2006年以来，汽车物流运输在这些口岸排队

报关报检通关的越来越长，2007年以来尤其明显。 为了加快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物流产业对接，建议加快各方的港口

、码头、公路、铁路、机场和口岸建设，特别是中国防城港

至越南下龙湾铁路的建设、东兴市北仑河到越南芒街的第二

座公路桥梁建设，加快凭祥市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园的第二期

工程和第三期工程建设，尽快上马南宁到龙州水口的高速公

路建设。还应尽快上马建设田阳到靖西县龙邦口岸的高速公

路，同时勘测、论证建设崇左市宁明县到爱店口岸高速公路

的可行性，以缓解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中东兴口岸和凭祥友

谊关口岸的物流紧张状况。 3.仓储、流通加工和配送落后 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对接中仓储、流通加工和配送比较落

后。笔者曾亲临广西的沿海主要港口北海港、钦州港、防城

港和与越南接壤的东兴、峒中、北山、爱店、友谊关、蒲寨

、水口、科甲、硕龙、岳圩、龙邦、平孟等边境口岸对物流



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上述港口与口岸仓储设施普遍不

足，设备落后，有些商品货物本该存放在仓库内的，由于库

房紧张不得不露天存储。边境口岸的仓储比港口还要差，在

东兴、峒中、科甲、硕龙、岳圩、龙邦、平孟等口岸连仓储

设施都没有。 流通加工和配送也很落后，北海港、钦州港、

防城港几乎没有对任何商品进行流通加工和配送，几个比较

大的口岸如东兴、爱店、蒲寨、水口等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流

通加工，如分拣、再包装、贴标签等，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

是凭祥浦寨国际商贸城和东兴的东成水产品加工厂。 建议国

家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对接的区域进行更多的政策扶

持，促进这些区域仓储、流通加工和配送的发展。2004年我

国为了鼓励发展物流仓储业，把仓储业的营业税税率从5%降

到3%，这一政策对内地的仓储发展作用比较明显，对物流产

业对接的边境地区作用很弱。政府还应从用地和用工优惠等

方面促进这些区域仓储、流通加工和配送的发展。 4.冷链物

流发展滞后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位于热带地区，气候炎热，

应该大力发展冷链冷藏物流，在这方面越南、新加坡、马来

西亚做得比较好，中国需要加强赶上。笔者对中国和越南的

冷链冷藏物流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发现越南的冷链冷藏物流

明显领先于中国，以下是笔者近两年6次到中国东盟最大的边

境贸易口岸凭祥市浦寨国际商贸城的恒大货场、天源货场、

卓越货场对中国冷藏物流运输汽车和越南冷藏物流运输汽车

进行调查的情况(见表）: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流除了生产

原料和机电产品物流比较多之外，农产品和水产品的物流占

有较大的比重，东盟国家的许多农产品如热带水果都是物流

到中国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等大城市，中国的寒



温带农产品如黑龙江的土豆、葱头，甘肃的大洋葱，山东和

河南的大蒜头,以及北方的苹果、梨、葡萄等物流到东盟各国

。农产品和水产品的物流需要冷链冷藏保鲜，以避免这些货

物的变质、腐烂造成损失。从表中看出，中国目前的冷藏汽

车物流比越南的冷藏汽车物流落后。中国应出台相应的政策

，比如提供从事冷链冷藏物流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我国冷

链物流的发展。 5.物流专业人才缺乏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物

流属于区域性国际物流，该区域商流快速发展，亟需物流人

才。广西是中国对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最便捷的通道,在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商贸物流中,广西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然而广西经过专业培养的物流人才很缺乏，适合泛北部湾

经济合作区快速发展的物流专业人才更是缺乏。笔者曾

于2005年4月到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前沿的东兴市实地调查，

与长期从事中国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商贸物流的东兴市边境贸

易局局长李得恺进行调查，李局长说，随着中国东盟贸易的

快速发展,物流人才奇缺，以报检、报关等物流专业人才为例

，整个东兴市对于报关员和报检员的物流人才需求约为300人

，实有不到100人。2007年初，笔者实地调查了广西紧接泛北

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其他口岸如峒中、爱店、友谊关、蒲寨、

水口、龙邦、平孟等，以及北部湾的防城港、钦州港、北海

港等都需要很多熟悉和了解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物流人才

。建设和发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需要大量的物流人才，

建议加快物流人才的培养。这方面的物流人才，既要懂

得FOB、CFR、CIF、DAF、FCA、CIP等国际商贸物流术语的

应用，又要懂得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物产、资源、人口、文化、风俗习惯、信仰、消费水平和



消费习惯，以及各国港口、铁路、公路、航空等物流设施情

况。掌握计算机电子商务应用技能、公关礼仪沟通技能、外

语应用技能、商务谈判技能、经济法律知识和其他商贸物流

的应用技能。 尽管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还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个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是世界最有

活力的区域之一。百考试题收集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