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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5月的双边贸易额却比3月减

少了26.3亿美元；而新加坡新增病

例约3.4万人，贸易额比3月仅减少

了6.5亿美元。原因可能在于中国

与新加坡、越南的贸易结构有所不

同，中越贸易激增主要是中间品贸

易，而中国与新加坡主要是制成品

和服务贸易。WITS贸易数据库显

示，2018年中国对越南中间品出口

达到293.6亿美元，超过对新加坡

中间品出口额近250亿美元。此外，

2018年中国对越南出口还集中在纺

织服装业，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而在

中国对新加坡出口中，燃料产品占

到18.9%，对新加坡出口下降有可能

是油价下跌造成的。

另外，尽管受到疫情冲击，泰

国出乎预料地实现了对华贸易正增

长，原因可能在于泰国是全球一次性

口罩和防护服出口国。WITS贸易数

据库显示，2018年泰国在该项上的出

口额列全球第一，表1数据似乎也能

够证明这一点，泰国3月和4月出口增

速明显，在东盟国家中异常显眼。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与东盟

国家抗击疫情取得积极成效，第一

季度双边贸易额增势一枝独秀。不

过，第二季度贸易增势减缓，主要

原因在于全球疫情不断升级，冲击

到依赖于外部市场的东亚经济体，

且对各国维护供应链安全也产生了

负面影响。4月和5月，越南出口大

幅度下降，使东盟的贸易前景面临

极大挑战。

同时，多数机构一直在下调

2020年东南亚经济增速。4月下旬，

AMRO预测2020年10+3实现经济增

长0.2%，其中印尼增速为1.1%，

中国增速2%。6月上旬，世行的预

测则更为悲观，印尼零增长，中国

1.0%，发达国家增长-7.0%。显

然，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还在下

滑，各国政府将会进一步调整政

策。当前，全球化进入减速发展阶

段，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区化

将成为新的发展动力。中国需出台

更大力度的区域贸易政策，继续推

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优先推进方向，聚集了许多重大项

目。疫情导致人员与物资流动受阻、

市场需求下降、投资停滞等多方面

问题，对项目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

击，加大了项目潜在的安全风险。

多因素的冲击

东南亚“一带一路”重大项

目众多，主要项目包括中老铁路项

目、雅万高铁项目、马来西亚东海

岸铁路项目（马东铁项目）、恒逸

石化大摩拉岛综合炼化项目（恒逸

文莱项目）等。

在东南亚地区，疫情不仅引

发了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而且负面

影响迅速扩散到经济、政治、社会

等领域，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由

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关闭边

境、停飞国内外航班、实行大规模

隔离政策等措施，客观上造成“一

带一路”项目人员短缺、物资紧

张、需求减少、资金吃紧等困难。

截至5月底，虽然多数项目没有受到

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部分项目出

现了停工停产（参见下页图表）。

总体来看，疫情对项目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第一，各项目出现不

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影响项

目正常运转。从2020年1月23日湖

北省武汉市“封城”开始，中国强有力

地防控疫情，东盟各国随即跟进，

先后采取限制入境、禁航等措施，

导致项目的中方人员返岗受阻。3月

中旬后，东盟各国实行严格的社交

隔离政策，本土员工供给不足。4

月10日马来西亚逐步放开部分行业

后，仍要求开工项目将施工人数减

少50％。第二，各国采取严格的口

岸、复工和交通管制措施，物资生产

与运输效率降低。第三，国内国际需

求大幅下降，旅游业、零售业及石油

产业受影响严重。恒逸文莱项目受

全球经济活动停滞、国际油价暴跌

等因素影响，项目原有盈利下降。

第四，出现资金挑战。以雅万高铁

项目为例，为应对疫情影响，印尼

妥善化解疫情对东南亚“一带一路”项目的冲击
文／张 洁 唐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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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响应政府要

求削减预算，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停

滞及采取税收优惠措施，预计今年

印尼国家税收将会大幅下降，对项

目资金支持力度也随之减小。

应对举措特点突出

面对各国不同的疫情形势与防

疫措施，“一带一路”项目立足于

自身特点，及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

施，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而保

障在建项目如期完工、建成项目平

稳生产。

具体而言，东南亚“一带一

路”项目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三个

结合”的特点：一是线上与线下方式

相结合。为缓解人员流通受阻对生

产建设与投资的影响，各项目利用

技术优势，将智能化、数字化与抗

疫生产结合，通过线上“云模式”

助力复工复产。例如，雅万高铁中

国设计团队加大了国内对印尼现场

的技术支持力度，合理安排远程办

公。南方电网越南永新一期电力有

限公司通过视频会议与多个越南企

业签署了粉煤灰综合利用合同，推

动当地环保、建筑行业发展。

二是用工、物资属地化与调整

原有供应相结合。各企业提高属地

化程度，同时为保证项目的质量与

效率，协调滞留中国的员工回国，

促进生产材料供应商复工。云南国

际公司老中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分批

外派人员，同时依靠聘用本地员工

来补缺。1月底，承揽中老铁路项目

物资供应任务的中国铁路物资集团

启动应急预案，使用海陆联运。金

港高速项目通过租赁当地设备缓解

设备紧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一

公司马东铁路项目部与签证代理及

劳务公司协调，引入属地和第三国

劳动力，同时利用留守的管理人员

弥补劳动力缺空。

三是配合政策与主动作为相

结合。在遵守所在国防疫政策的同

时，各项目的中资企业主动作为，

提前采取应对措施规避疫情带来的

风险。越南永新公司在春节假期分

析供应风险、疏通海关与物流渠

道、协调煤船运载事宜。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菲律宾公司做好证据收集、举证和

项目工期和费用索赔的工作，及时

向业主发出不可抗力事件通知函，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中资企业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

成效明显。截至5月底，多数项目实

现复工复产。同时，各中资企业与

所在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及时沟通，

增信释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向

政府、医疗机构、居民捐款赠物，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但是，有些项目在应对疫情时

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疫

情冲击的应对逻辑，开展企业应对

措施有效性的分析。有些项目受限

于自身特点，远程办公、属地化措

施替代性较差。例如，泰中罗勇工

业园于3月底推出了“在线+直播”

的接待投资考察新方式，但效果不

佳。基建工程类建设几乎无法使用

远程办公，临时属地化的措施也无

法弥补机械设备的缺口，一些当地

劳工纪律意识淡薄、专业技术较差

等问题也直接影响项目正常生产。

此外，还有部分项目危机意识与管

理薄弱，因被动应对而错过了规避

风险的最佳时机。

全面认识风险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案例可知，影响“一

带一路”重大项目疫情防控成效的

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所在国的防疫政策与国

疫情对东南亚“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影响一览表

（截至2020年5月31日）

项目 所在国 所在国疫情严重程度 项目受疫情影响程度

恒逸文莱项目 文莱 轻 小

金港高速项目 柬埔寨 轻 小

雅万高铁项目 印度尼西亚 重 大

印尼德龙工业园 印度尼西亚 重 中

中老铁路项目 中国—老挝 轻 小

马东铁项目 马来西亚 重 中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 中国—缅甸 轻 小

卡利瓦大坝项目 菲律宾 重 小

泰中罗勇工业园 泰国 中 中

永新燃煤电厂项目 越南 轻 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外官方渠道、中企官网及主要媒体的公开信息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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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能力。在东南亚国家中，越

南的防控疫情成效显著。印尼疫情

最严重，整体防控政策效果差，对

“一带一路”项目的负面影响最为

突出。从1月28日起，印尼政府就严

格限制境外人员与货物入境，直接

限制了雅万高铁项目的人员返岗和

进口材料到位。4月10日，印尼采取

措施限制大规模社交之后，雅万高

铁项目基本停工，这意味着该项目

无法按时完工。5月29日，印尼经济

协调部门宣布，雅万铁路将延迟一

年通车。

第二，中资企业的安全管理

与危机处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菲律宾卡利瓦大坝项目受到疫情影

响较小。这得益于春节坚守员工超

预期推进工程进度，对冲了疫情影

响。另外，该项目中资公司能够根

据菲律宾国内疫情发展及时调整应

对措施。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后，广

西工程局菲律宾公司迅速抽调关键

岗位人员返岗。1月28日菲暂停向中

国公民签发落地签证后，公司及时

召开防疫会议，落实防疫工作。随

着菲律宾防控政策升级，项目部及

时制定了应急停工和防疫预案，实

行封闭管理。

第三，员工本土化程度与疫情

防控成效直接相关。多数进入运营

状态的项目注重实现用工本土化，

这既避免了人员入境限制，又缓解

了与当地社会的就业矛盾。例如，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的用工本土化率

达到了80%，雇佣缅籍员工900多

人，其中近200人成为公司的中坚力

量，为项目在疫情期间的正常运营

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项目类型及特点与受到

疫情冲击程度具有相关性。“一带

一路”项目可分为基础设施类、工

业类、工业园区类等。在疫情中，

工业类项目（尤其是已经投产的项

目）受到影响较小，因为此类项目

便于实行封闭管理，用工人数来源

稳定，在疫情中仅需重点应对生产

材料问题，如中缅油气管道项目、

恒逸文莱项目和越南永新燃煤电厂

项目。工业园区类项目受到的影响

较大，如印尼德龙工业园、中泰罗

勇工业园虽然较早实行封闭管理，

落实防疫措施，但是由于过度依赖

中国公司人员及材料供应，抗风险

能力不足。基础设施类项目受到冲

击最为严重，尤其是大型铁路建设

项目，这类项目处于建设的实施阶

段，工作环境开放，施工人员和建设

物资需求量大，本土化实现难度大，

面对防疫政策调整空间较小。

令人欣慰的是，6月以来，东

南亚疫情形势趋近稳定，各国逐步

解封，尤其是中国与新加坡启动的

“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为

“一带一路”项目的全面恢复建

设和生产创造了便利条件。但是，

全球范围内疫情继续恶化，防疫工

作具有长期性。为应对海外公共安

全风险，企业应重点关注供应链安

全，转变员工培养模式及用工偏

好，提高属地化程度；将智能化、

数字化同生产相融合，发展智能制

造。此外，还应该加强危机管理机

制建设并做好与各方的协调。

（张洁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外权威官方渠道、中企官网及媒体的公开信息整理而成。

东南亚“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应对措施一览表

（截至2020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