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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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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推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是落实数字“一带一路冶建设议题、主导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中
式模板冶的重要突破口。 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能够从完善合作机制、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数

字经济合作 3 个维度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带来新机遇,东盟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竞争力也呈现

提升态势。 通过分析中国—东盟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规则合作进展可以发现,中国—东

盟数字贸易走深走实,但跨境电商和数字服务贸易合作均面临制约而未充分释放潜力,并存在数字贸易

基础不够牢固、东盟及成员国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中国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不健全、中国在

东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偏弱等挑战。 据此,建议从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深化数字服务贸易合作、夯实

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基础、推动完善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和联合东盟提升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等方

面着手,推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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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冶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打破全球既有竞

争格局的新兴力量[1],也能够为“一带一路冶建设注入新动能[2]。 自 2017 年“数字丝绸之路冶概念

首次被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丝绸之路冶建设作出系统部署。 2022
年 1 月,《“十四五冶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并提出要深入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冶建设,与东盟等

“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基础设施、数字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合作[3]。 在全球经济格局动

态演变的当前形势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冶是中国西向联合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其

他区域新兴经济体、主导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4],也是中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和

更广领域以更低风险参与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现实选择,更是中国平衡全球供应链动态波动、
主导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和布局重构的重大举措。

与沿线国家发展数字贸易是数字“一带一路冶建设的重要方面,对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与全球

规则话语权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数字贸易对传统贸易主体、对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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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等带来变革式影响[5]。 数字贸易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征和较强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作

用,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沿方向[6]。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在规模和创新维度上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但存在壁垒高、安全和技能偏弱等短板[7],亟需通过更高水平开放和创新,补齐数字贸易短板并释

放数字贸易发展潜力[8]。 依托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与沿线国家推进数字贸易合作,可用互惠型贸

易助力中国与沿线国家提升数字贸易水平[9]。 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发展也引发了数据跨境流动、
数字税收、平台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全球规则博弈[10]。 传统国际贸易格局的既得利益者与数字贸易

后发优势方存在利益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既有的国内治理体系完善程度也直接影响其对

外诉求,多方参与争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并加速博弈。 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全球

数字贸易规则难以达成一致,这使得各国结合其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主体诉求、文化等因素提出相

应的全球规则主张,数字贸易规则博弈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碎片化推进[11鄄12]。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

已逐步推进构建起“美式模板冶和“欧式模板冶,并扩大影响范围,而中国正处于从旁观者向被动融

入者的角色转变期[13]。 为探索单点突破并形成规则主导地位,中国亟待联合“一带一路冶沿线发展

中国家,主导构建起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冶 [9]。
东盟可成为中国在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与沿线国家发展数字贸易的突破口。 在“一带一

路冶沿线主要区域中,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在 2009—2021 年始终为东盟第

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在 2020、2021 年上升并保持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同时,东盟地理

距离和文化与中国相对接近,多数成员国数字化发展阶段略滞后于中国,可成为中国互联网平台推

广商业模式的海外首选场所之一,与中国数字贸易实践较为丰富。 此外,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相

对较好,初步构建起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如新加坡已具备较强的数字规则国际话语权。 由此,在数

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开展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态势研究,提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

方案,既能够释放中国—东盟数字贸易的潜力,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开展数字

贸易提供借鉴,助力数字“一带一路冶建设;也有助于联合东盟提出“中式模板冶,提升中国数字贸易

规则的国际话语权。
围绕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包括 3 个方面。

(1)“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整体进展与分区域评价。 有较多研究提出,“一带一路冶沿
线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营商环境等差距较大[14]。 具体来看,中
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等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领先[15],其中东盟成员国电子商务领域发展速度

最快[16]。 (2)数字“一带一路冶建设进展与面临障碍。 从贸易合作看,中国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

具有较高的互补性,依托中国在跨境物流、数字支付、数字服务等优势,能够满足当地居民与企业的

消费需求[9]。 然而新冠疫情加大了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多维度的“数字鸿沟冶,加之数字规则尚

未形成共识,数字“一带一路冶建设面临阻碍 [17]。 (3)结合“一带一路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等框架,研究东盟成员国参与全球规则博弈及中国—东盟数字贸易规则等多维度合作。 虽然

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互补性高、合作制度较为健全,但也面临治理体系滞后等共性制约 [18]。 为

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中国亟待转守为攻,与东盟填补源代码等规则空白,并深化

便利化和安全等规则制定 [19],以有约束力的治理体系推进双方数字贸易自由化 [13]。
由此来看,已有研究结合“一带一路冶         对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东盟的数字经

济合作与数字贸易规则合作态势进行了探讨,但鲜有研究结合数字“一带一路冶形势,聚焦中国与

东盟数字贸易进展与面临的问题。 据此,本文拟基于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

的合作机遇,对东盟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态势进行剖析并作竞争力比较,进而探讨中国与东

盟开展数字贸易的进展与挑战,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包括 3
点:(1)对数字“一带一路冶概念作出界定,并提出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

作带来 3 个机遇;(2)分别从纵向和横向对比维度,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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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东盟竞争力由强至弱分布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商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ICT 服务贸易;
(3)分别从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规则 3 个维度,分析中国—东盟数字贸易的合作态

势,并结合其制约因素有侧重地提出政策建议,以更好推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

一、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机遇

(一)数字“一带一路冶概念界定

虽然学术界对数字“一带一路冶的范畴尚未有较权威的界定,但“数字丝绸之路冶和“数字丝

路冶已被多次提及。 早期研究认为,数字“一带一路冶等同于“数字丝绸之路冶,强调在欧美国家主导

的既有分工格局中,如何以数字技术联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技术和数据,推动基于数字技术的互

惠关系;相较而言,“数字丝路冶则单指数字技术支撑的经济发展与贸易合作[4]。 在媒体口径中,数
字“一带一路冶“数字丝绸之路冶“数字丝路冶经常相互替代出现。 官方的正式概念是由习近平总书

记于 2017 年 5 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指出要“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21 世纪的

数字丝绸之路冶 [20]。 可见,建设数字“一带一路冶是数字经济情境下共建“一带一路冶的重要方向,
也是主要组成部分。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学术界已形成 3 个基本共识:(1)广泛地将其界定为与

“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21]。 (2)提出数字“一带一路冶是以制度、技术、投
资、理念和企业等多层面的合作为实践前提[22],其内涵包括基础设施、经济、技术和外交等层面的

数字经济合作,其中基础设施和经济是最重要的 2 个层面[17]。 (3)提出数字“一带一路冶的核心是

聚焦大数据资源,并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合作开发[23]。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数字“一带一路冶是数字经济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

领域,也是当前全球化新格局下“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 数字“一带一路冶
发展的导向是数字技术应用推动、以数字技术为媒介,大力发展和扩大“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数

字经济合作与数字贸易,但其前提是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和数字人才

等要素集聚。
(二)数字“一带一路冶助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

《“一带一路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提出,要从推进关键信息技术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多双

边和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强化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数字经济政策透明度等维度,加快与东盟

等“一带一路冶沿线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24]。 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数字经济合作指数在 2017—2021
年逐年上升;其中,已与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构建起数字经济深度合作关系,
与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合作快速推进,与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 4 国的数字经济合作仍有待加

强[25]。 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逐步深化,能够从完善顶层合作机制、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合作等维度,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带来新机遇。

1郾 合作机制完善优化贸易制度环境

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2020 年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

合作与数字贸易双边合作机制也加快完善。
(1)数字贸易顶层设计持续完善。 就东盟层面而言,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

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关于加强中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

发展联合声明》等综合性双边合作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开展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合作[26鄄28];同时,
中国与东盟已协商通过《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落实中国一东盟数

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 《2022 年中国一东盟数字合作计划》等聚焦数字经

济合作的文件,提出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发展国际贸易,并指出要提高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9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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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与东盟成员国而言,已与新加坡、老挝、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等 5 国建立起电子商务领域的

双边合作机制。
(2)构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定期会谈机制。 自 2006 年开始,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

逐年召开,围绕通信领域的贸易合作、政策对接等进行商谈。 自 2021 年开始,该会议更名为中国—
东盟数字部长会议,当前已连续举办 2 年。

(3)构建双边数字贸易合作机制。 以数字服务贸易为例,中国广西已与 9 个东盟成员国建立

起双边技术转移工作机制,并推进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检验检测认证基地等项目

建设。
2郾 数字基础设施联通夯实贸易基础

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等平台建设,中国向东盟多国投资建设物流、
通信和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东盟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逐步完善,中国—东盟数字设施互联互通

水平上升,这有助于夯实双边数字贸易基础。
(1)优化物流基础设施支撑。 中国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多国共建当地的高速公路、铁路等

基础设施,已开通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和南宁至崇左高铁等跨境陆运通道,规划建设北、中、南 3 条

面向东盟互联互通的铁路通道,并支持当地物流分拨中心、物流运输专线等建设。 截至 2023 年 4
月,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陆海新通道已联结 393 个港口[31],中国重庆、成都、西安

等内陆城市运输至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盟成员国的物流效率明显提升,2022 年该通道海铁联运

班列全年累计开行量同比增长 44% [32]。
(2)助力东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互联。 依托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新(重

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于 2019 年正式启用。 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为引领,截至 2020 年

底,已建成面向东盟地区的国际海缆 3 条、国际陆地光缆 12 条、国际通信节点 13 个[33];2022 年 10
月,首个面向东盟的国家域名顶级节点正式上线运行,能够降低网络流量流通成本,并提升互联网

访问安全。 此外,中国也助力柬埔寨等国构建覆盖全境的光纤通信网络,并与越南、泰国、老挝等国

联通,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5 国联合推进跨境陆缆和国际海缆扩容。
(3)面向东盟建设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东盟信息港已建成中国—东盟(华为)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块链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等基础设施,
并面向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盟成员国,建设海外云计算中心。 部分互联网龙头企业也主动对外

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例如,阿里云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设立了数据中心。
3郾 数字经济合作深化增强贸易潜力

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就人才培育、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等维度展开合作,逐步

深化的数字经济合作,有助于增强双边贸易潜力。 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东盟设立华为东盟学院(泰
国)等数字人才培养基地,开设“未来种子冶等数字人才培养项目,助力数字人才要素集聚;另一方

面,中国与东盟共建本地化的云计算中心等数字节点,例如,中国—东盟信息港已在东盟成员国建

立了超过 20 个推动信息技术创新的联合实验室或创新中心[34],通过为其提供数字信息与技术等

支持,助力东盟多国农业、医疗和政府服务等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并加快其产业数字化转型。 此

外,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载体增多且集聚能力较强。 2022 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开

园,截至 2022 年 10 月,已集聚 70 家有意向或已经面向东盟开展业务的数字企业[35]。 中新南宁国

际物流园集聚全球龙头物流服务企业与电商物流项目,联合东盟货运物流联合总会、东盟十国物流

协会内各成员企业等约 100 家物流会员企业打造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支撑中国—东盟跨境

多式联运智慧物流加快发展,并在物流服务功能基础上,拓展生产、展示、商贸、金融等多种服务功

能。 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双园冶合作模式加快发展,并提出要提升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数字经济

合作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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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盟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及竞争力比较

域内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提供了产业支撑,2020 年,
东盟互联网行业商品交易总额超过 1 000 亿美元[36]。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全球概念界定不统

一,使得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模统计边界尚未达成共识,而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广泛应

用,进一步模糊了统计边界[10]。 但一个基本共识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核心,而 ICT 服务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即数字交付贸易均被视为数字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同时,
数字经济国内治理体系与数字贸易全球规则博弈也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 由此,本文试图聚焦重

点领域,以洞察东盟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发展和竞争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

库,对各国 ICT 商品、ICT 服务和数字服务贸易等指标进行了统计,数字贸易数据较为完善且可得

性高。 由此,本章根据 UNCTAD 数据库[37]可得数据计算,分析东盟各国的 ICT 商品、ICT 服务和数

字服务贸易规模与结构特征,并对“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和中、日、韩、英、美 5 国作比较。 从

ICT 商品贸易、ICT 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看,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数字贸易规模稳定增

长,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相较于中亚、西亚、南亚和中东欧等“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和

中日韩英美等领先国家而言,东盟 ICT 商品竞争力较强,但 ICT 服务与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有待

提升。
(一)东盟国家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发展态势较好

1郾 ICT 商品贸易规模增长较快

ICT 商品是东盟各国的主要进出口贸易产品。 从出口情况看,ICT 商品出口额在各国出口额中

占比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 年,东盟 ICT 商品出口额在东盟出口额中所占比例领先于世界平

均水平 9郾 4 个百分点;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该比例分别领先世界平均水平

21郾 6、37郾 8、20郾 6 和 25郾 7 个百分点。 从进口情况看,2020 年,东盟地区 ICT 商品进口额在该地区总

进口额中所占比例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 4郾 8 个百分点,其中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该比例分别领先

12郾 9 和 7郾 7 个百分点。 由此可知,东盟 ICT 商品参与国际分工程度较深,ICT 商品在东盟对外贸易

中占重要地位。 但是,东盟 ICT 商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性在近 20 年有所降低,2000—2020 年出口

与进口额在该区域总出口与进口额中占比分别下降了 18 和 13郾 5 个百分点[37]。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 3 国的 ICT 商品国际贸易规模领先。 东盟十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越南 3 国 ICT 商品进出口规模在东盟中合计占比超过 3 / 4。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较早发展为 ICT
商品贸易大国,但其进出口额在东盟中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分别由 2000 年的 46郾 5%和 30郾 4%下

降至 2020 年的 33郾 3%和 18郾 9% 。 相较而言,越南 ICT 商品进出口规模迅速增长,2000 年越南 ICT
商品进出口规模在东盟中占比仅为 0郾 5% ,2020 年该比例已达 27% [37]。

东盟各国的 ICT 商品贸易发展不均衡。 以出口为例,按照 ICT 商品出口额在各国总出口额与

世界 ICT 商品总出口额中占比 2 个维度,横轴以 ICT 商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占比的世界平均水

平为坐标原点,东盟各国可分为 2 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详见图 1):(1)出口占比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以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代表。 越南的 ICT 商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在

东盟中最高,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次之,但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中,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该比例也高于韩国、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 (2)出口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印度尼西亚、
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文莱等为代表。 其中,除印度尼西亚外,老挝等 4 国的 ICT 商品出口额在世界

占比接近于 0% 。
东盟与中国 ICT 商品贸易规模高速增长。 东盟与中国 ICT 商品进出口规模呈现波动增长趋

势,由 2000 年的 96郾 14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 528郾 9 亿美元。 21 世纪初,东盟成员国与中国

5



2023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图 1摇 各国 ICT 商品出口额在各国总出口额与世界 ICT 商品总出口额中占比:
东盟各国分布及与中日韩英美 5 国对比

摇 摇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37]数据计算而得。
摇

ICT 商品贸易集中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3 个国家,2000 年,该 3 个国家合计在东盟与中国

ICT 商品进出口规模中占比 95郾 3% ,其中新加坡占比达 54郾 9% 。 但近年来,东盟成员国与中国 ICT
商品进出口贸易国别分布渐趋分散,除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3 个国家外,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

与中国的 ICT 商品贸易也迅速发展,其中,2020 年越南与中国 ICT 商品贸易规模在东盟中占比迅

速上升至 34% 。 此外,从东盟十国的 ICT 商品进出口国别分布看,中国是缅甸、柬埔寨和印度尼西

亚主要的 ICT 商品贸易国,2020 年与中国的 ICT 商品进出口额在该国 ICT 商品进出口总额中所占

比例分别为 65郾 3% 、46郾 4%和 40% [37]。
2郾 ICT 服务贸易水平差距较大

新加坡是东盟 ICT 服务贸易大国。 2021 年,新加坡 ICT 服务进出口总额约占东盟总额的

63郾 1% 。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3 国也是东盟主要的 ICT 服务贸易国,2021 年 ICT 服务进

出口总额分别在东盟总额中占比 12郾 1% 、10郾 2%和 9郾 5% 。 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

等 6 国 ICT 服务贸易规模仍然较小,合计仅在东盟总额中占比 5郾 1% [37]。
东盟各国 ICT 服务贸易发展基础、速度与水平等差距较大。 以出口为例,按照 ICT 服务出口增

速与 ICT 服务出口额在服务贸易额中占比 2 个维度,以世界平均水平为坐标原点,东盟各国可分为

4 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详见图 2):(1)增速快且占比高,以越南和菲律宾为代表。 越南 ICT 服

务出口额在服务贸易额中所占比重在东盟中最高,其次为菲律宾,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越
南与菲律宾 ICT 服务出口额增速也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2021 年的 ICT 服务出口额分别为 2005 年

的 10郾 2 倍和 9郾 6 倍,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 5郾 1。 (2)增速慢但占比高,以马来西亚为代表。 马来西

亚的 ICT 服务出口额增速慢于世界平均水平,2021 年的 ICT 服务出口额仅为 2005 年的 3 倍。 但

是,该国 ICT 服务出口额在该国服务贸易额中所占比例达到 15% 。 (3)增速快但占比低,以老挝为

代表。 老挝的 ICT 服务出口额增速快于世界平均水平,2020 年的 ICT 服务出口额达 2005 年的 6郾 4
倍,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 该国 ICT 服务出口额在该国服务贸易额中占比为 10郾 8% ,略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 (4)增速慢且占比低,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 5 国为代表。 东盟中有 5 个国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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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ICT 服务贸易增速与占比双低的情况,其中既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 ICT 服务出口大国,也
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等 ICT 服务出口规模较低的国家。 此外,英国、美国也分布于该区域。

图 2摇 ICT 服务出口规模增长倍数与占比:东盟各国分布及与中日韩英美 5 国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37]数据计算而得。
注:老挝 2021 年数据缺失,采用 2020 年数据。 缅甸与新加坡 2005 年该项数据缺

失,根据数据可得性,分别采用 2012 年和 2011 年数据。 文莱此项指标数据缺失,故
图中不予展示。
摇

3郾 数字服务贸易初具优势

东盟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较快。 从规模与增速看,2021 年,东盟数字服务出口额约为 2 124郾 6 亿

美元,较 2005 年规模增长了 482郾 4% ;数字服务进口额约为 2 096郾 9 亿美元,较 2005 年规模增长了

313郾 9% 。 从数字化程度看,东盟数字服务出口额在服务出口额中占比为 64郾 4% ,略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 1郾 7 个百分点[37]。
新加坡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大幅领先。 新加坡为东盟主要的数字服务贸易国,规模与占比均处

于领先地位。 从规模看,2005—2021 年,新加坡数字服务出口额由 160郾 9 亿美元增长至 1 484郾 2 亿

美元,在东盟数字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由 44郾 1% 上升至 69郾 9% ;新加坡数字服务进口额由 234郾 9
亿美元增长至 1 351郾 5 亿美元,在东盟数字服务进口总额中占比由 46郾 4%上升至 64郾 5% 。 服务贸

易数字化程度在东盟处于领先水平,新加坡数字服务出口额在服务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 64郾 6% ,
数字服务进口额在服务进口额中所占比重为 60郾 4% ,在东盟十国中排名靠前[37]。

越南、菲律宾两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较快。 东盟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基础、速度与水平等

差距较大,以出口为例,按照数字服务出口额增长速度与服务出口数字化程度 2 个维度,以世界平

均水平为坐标原点,除新加坡外,东盟九国可分为 3 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详见图 3):(1)增速快

且数字化程度高,包括越南和菲律宾两国,数字服务出口额增速与占比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位于

图中的第一象限。 2021 年,越南和菲律宾数字服务出口额分别为 2005 年的 3郾 62 倍和 4郾 9 倍,同期

全球平均水平为 3郾 17;越南和菲律宾两国数字服务出口在该国服务出口额中占比分别高达 77郾 8%
和 71郾 5% ,服务贸易数字化程度在东盟领先。 两国不同的是,越南数字服务出口规模较小,而菲律

宾数字服务出口规模相对较高。 (2)增速快但数字化程度低,代表国家为老挝。 老挝数字服务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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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较小,且在该国服务出口额中占比仅为 13郾 2% ,服务出口数字化程度偏低。 但老挝数字服

务出口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2021 年数字服务出口额已增长至 2005 年的 5郾 2 倍。 (3)增速慢且数

字化程度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6 国均处于此发展阶段。 2005—2021 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西亚等 6 国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增速慢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是,这 6 个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贸易

发展基础存在差别,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发展基础相对较好,2021 年,服务出口数字化程

度也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以泰国为例,2005 年,泰国是东盟主要的数字服务贸易国,数字服务出口

额在东盟数字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为 14郾 4% ,但增速较慢,2021 年该比例已下降至 6郾 9% 。 相较

而言,柬埔寨、缅甸和文莱 3 国发展基础相对滞后,其中文莱服务出口数字化程度在东盟十国中最

低,数字服务出口额在该国服务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仅为 3郾 56% 。

图 3摇 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增长倍数与占比:东盟各国分布及与中日韩英美 5 国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37]数据计算而得。
注:老挝 2021 年数据缺失,采用 2020 年数据。
摇

(二)东盟区域层面初步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直接影响到域内数字经济发展与跨区域的数字贸易合作。 东盟已初步构建

起区域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其以数据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也根据数字贸易发展实践得到相应优化。
其中,新加坡已作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引领方参与全球博弈。

1郾 东盟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一方面,数字经济综合治理框架逐步健全。 2018 年,东盟出台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围绕

基础设施、贸易政策、物流服务、数据保护、支付、人才、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提出区域层面的指

导性框架[38]。 2019 年,《 <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 >行动计划 2019—2025》发布,对照《东盟数字一体

化框架》,提出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具体行动与实践,包括督促成员国完善数据保护政策、健全网络安

全管理机制、加快应用数字支付、简化跨境电商通关程序等[38]。 2021 年,东盟出台《东盟数字总体规

划 2025》,其中,将“连接商业和促进跨境贸易的数字服务冶作为八项预期行动成果之一,具体包括提

升电信服务质量并降低价格、推动贸易流程数字化、引进并应用技术促进贸易便利化等行动[39]。
另一方面,聚焦数据的治理框架建设持续推进。 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是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经

济治理相应地围绕数据展开。 东盟陆续发布数据管理、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文件,区域层面的数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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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规制体系逐步形成。 2016 年发布的《东盟个人数据保护框架》为东盟较早出台的指导性框

架,对个人数据保护与数据跨境流动提出规范,但约束力有限[40]。 2018 年发布的《东盟数字数据

治理框架》围绕数据生命周期与生态体系,提出数据治理的指导性框架,并要求成员国对个人数据

和非个人数据给予充分保护,根据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41]。 2021 年 1 月,新
加坡主导推进东盟区域层面的数字治理框架建设,《东盟数据管理框架》和《东盟跨境数据流动合

同范本》陆续发布,前者重点是指导成员国识别不同类型的数据并进行分类,后者则进一步引导规

范成员国之间数据跨境流动 [42]。 其中,《东盟数据管理框架》仍然为指导型框架,为东盟成员国企

业搭建起治理、政策和程序、数据存储、风险评估、控制与监管和持续提升等维度的数据治理示范,
旨在推进东盟区域内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同时推动成员国减少区域内数据

跨境流动的限制,并再次提出成员国健全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框架[43];《东盟跨境数据流动合同范

本》则对东盟区域内数据跨境流动的关键问题提出规范性参考,为控制者与处理者、控制者与控制

者等不同主体间的数据传输提供模板[44]。
2郾 新加坡持续提升全球数字规则博弈话语权

东盟各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进展呈现出较大差距,其中新加坡作为东盟地区数字贸易

发展领先的国家,已构建起健全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同时,通过小范围签订双边与多边协定,新
加坡已经成为引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要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与国别合作领先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1)数字贸易法律体系健

全。 电子商务领域,更新并发布《电子交易法 2010》《电子交易法(修正案)2021》,结合电子商务发

展增加数字签名、机构认证等规定[45鄄46];跨境电商领域,新加坡未构建专门的监管制度,主要以快

递包裹为对象进行监管;个人数据保护领域,已出台综合性立法《个人数据保护法 2012》,更新发布

《个人数据保护法(修正案)2020》,并发布《个人数据保护条例 2021》等配套文件[47鄄49];信息保护领

域,出台了《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 [50];数字支付领域,新加坡出台《支付服务法 2019》,
以指定制度和牌照制度对数字支付等进行监管[51];网络安全领域,出台了《计算机滥用和网络安全

法(修正案)2017》《电信法 1999》《网络安全法》《网络在线安全法(多项修正案)2022》《物联网网

络安全指南》等文件[52鄄56]。 (2)数字贸易治理的管理机制健全。 从政府部门设置看,新加坡贸易与

工业部、网络安全局、金融管理局、信息通信和媒体发展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分管数字贸易发展的不

同领域。 其中,贸易与工业部负责制定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并推进国际数字贸易合作,网络安全局和

金融监管局分别监管网络安全和数字货币;于 2016 年机构合并设置的信息通信和媒体发展管理

局,负责数字基础设施、电信设备等监管,其下设的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PDRC),专门负责个人数

据保护;于 2019 年新设的数字产业发展司(DISG),着力于推进新加坡电商平台、数字服务商等企

业的跨境经营。 (3)积极开展数字贸易规则国际合作。 基于已有的双边合作与经贸协定,新加坡

与多国进一步聚焦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更新双边合作框架,例如,与英国签订《英国和新加坡就物

联网进行合作的联合声明》,其中提出两国要在物联网安全设备、技术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57];与
法国签订《法国—新加坡数字和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旨在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协同[58]。
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引领国家之一。 新加坡以占据数字经济发展全球领先地

位为目标,成为亚太地区主导推进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要国家之一。 新加坡于 2020 年与智

利、新西兰签订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个聚焦数字经济的多边经贸协定,协
定包括 16 个主题模块,模块化结构与开放性条款使其能够容纳更多国家共同参与完善数字贸易规

则[59],中国、韩国等国也均已申请加入 DEPA 并启动谈判。 同时,新加坡也与澳大利亚、韩国、英国

等多国陆续签订聚焦数字经济的双边经贸协定,碎片化推进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提升全球话

语权。 2022 年 2 月,新加坡进一步启动与欧盟的数字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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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竞争力比较

1郾 东盟与“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比较

东盟 ICT 商品出口规模及占比在“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中领先。 从规模看,2021 年,中亚

和独联体地区 ICT 商品出口额不足东盟的 1% ,南亚和西亚地区 ICT 商品出口额分别约为东盟地

区 ICT 商品出口额的 6郾 3%和 7郾 7% ,东欧地区 ICT 商品出口额与东盟地区 ICT 商品出口额之比约

为 64郾 8% 。 从占比看,2021 年,中亚和独联体地区的 ICT 商品出口额在地区出口总额中占比均低

于 1% ,南亚和西亚地区该比例分别为 2郾 0% 和 2郾 9% ,东欧地区该比例为 9郾 1% ,但这 5 个地区均

远低于东盟地区 22郾 5%的水平[37]。
东盟 ICT 服务出口较“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发展速度偏慢。 2021 年,中亚和独联体地区

ICT 服务出口额与东盟地区的 ICT 服务出口额之比分别约为 1郾 7%和 37郾 2% ,但同比增速分别领先

于东盟 7郾 5 和 15郾 2 个百分点;南亚、西亚和东欧地区 ICT 服务出口额分别相当于东盟地区的 ICT
服务出口额的 2郾 8 倍、1郾 4 倍和 1郾 6 倍,同比增速分别领先于东盟 14郾 9、9郾 4 和 16郾 4 个百分点[37]。

东盟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在“一带一路冶沿线主要区域中领先,但增速偏慢。 2021 年,南亚、西
亚、东欧和独联体地区数字服务出口额分别相当于东盟的 91郾 3% 、58郾 9% 、61郾 9% 和 15郾 1% ,但同

比增速分别领先于东盟地区 9郾 8、14郾 8、10郾 2 和 9郾 9 个百分点。 东盟服务出口数字化程度仅次于南

亚,东盟数字服务出口额在服务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低于南亚 7郾 9 个百分点,但分别高于西亚、东欧

和独联体地区 24郾 5、17郾 3 和 25郾 5 个百分点[37]。
2郾 东盟各国与中日韩英美比较

图 4摇 东盟各国与中日韩英美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竞争力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37]数据计算而得。

东盟各国 ICT 商品贸易竞争力较强,ICT 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中等。 以

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做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英、美 5 国的数字经济

和数字贸易相对优势(详见图 4)。 东盟 ICT 商品贸易 RCA 指数介于 1郾 25 ~ 2郾 5,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其中,菲律宾、越南、新加坡 3 国的 ICT 商品贸易 RCA 指数大于 2郾 5,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领先于

中、日、韩、英、美 5 国。 东盟区域 ICT 服务贸易 RCA 指数小于 0郾 8,表明竞争力较弱;其中,越南和

菲律宾两国 ICT 服务贸易 RCA 指数介于 1郾 25 ~ 2郾 5,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领先于日、韩、英、美 4 国。
东盟区域数字服务贸易 RCA 指数介于 0郾 8 ~ 1郾 25,竞争力水平中等;其中,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 3
国的 RCA 指数也介于该区间,产业竞争力领先于中国和韩国,但落后于英国和美国。 由此来看,菲
律宾、越南和新加坡 3 国为东盟区域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先的国家;相较于中、日、韩、英、美 5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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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等东盟部分成员国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体现于 ICT 商品

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领域。

三、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走深走实

参照《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一版)》 [60] 概念框架,以下分别按照数字订购和数字交付 2 种交

易方式,分析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进展,并结合当前数字贸易规则全球博

弈态势,厘清中国—东盟的数字贸易规则合作。 其中,数字订购即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媒介传输

商品订单,并通过线下物流交付的跨境电商贸易;数字交付贸易即数字服务贸易,贸易对象为可数

字化交付的无形服务产品[61]。
(一)跨境电商贸易发展较快

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南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南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

台和载体,中国—东盟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上升,跨境电商贸易规模高速增长。
1郾 跨境电商物流通道建设初建成效

广西开通了立体式的“海陆空冶东盟专线,面向东盟的海运、空运与陆运运输通道网络逐渐加

密,已基本实现东盟主要城市全覆盖。 物流服务商在畅通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物流通道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位于吉隆坡的智慧物流枢纽(eHub)提升电子报关效率和

本地仓储分拨能力,联合来赞达(Lazada)提供覆盖中国八大港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

国等东盟 4 国的海运直航服务;依托国内中心仓、海外仓、智慧物流技术和东盟本地末端配送网络

等基础,面向广东潮汕等地入驻来赞达的跨境电商服饰出口商家,提供 5 天送达东盟消费者的物流

专线服务,面向浙江义乌、广东深圳等地入驻来赞达的跨境电商露营用品出口商家,提供 72 小时极

速到达东盟多国的物流服务;对泰国物流服务企业输出数字物流解决方案,打造东盟领先的自动化

仓储系统,助力提升本地快递服务效率。 大型平台持续完善东盟末端配送物流,如来赞达已在马来

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东盟 6 国建立了超过 3 000 个自提点[62]。
2郾 跨境电商通关便利化水平上升

广西南宁海关为畅通疫情期间跨境电商出口物流通道,定制以钦州港为节点的公海联运转关

流程;理顺中越(南宁—河内)跨境电商班列通关流程,实现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 模式)中的陆

铁联运通关一次查验、联程转关。 中国(南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首创集跨境电商、国际邮

件、国际快件“三合一冶集约化监管模式,以一站式通关服务将出口通关时长由 8 小时压缩至 1 小

时,日均通关能力超 100 万件[63]。
3郾 平台赋能跨境电商发展

依托虾皮网(Shopee)、来赞达和海外版抖音(TikTok)等平台,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对东盟出口便

利化程度提高,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发展。 虾皮网、来赞达为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定制跨境物流、海
外仓储、平台运营等一站式跨境出海服务,2021 年,超过 2 000 个中国品牌入驻来赞达平台,并面向

东盟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速高达 99% [64]。 同时,海外版抖音将直播电商模式推

广至东盟地区,并赋能中国新消费品牌出口东盟。 此外,来赞达也通过打造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

等载体,为中国跨境电商企业面向东盟开展跨境直播电商业务提供卖家孵化、直播培训和物流等配

套服务。
4郾 企业对企业(B2B)跨境电商场景进一步丰富

中国—东盟博览会自 2020 年开始转为线上线下结合的办展模式,云上东博会平台全年常态化

运营,提供线上展览展示、供需对接和商务洽谈等功能,并融合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丰富中国—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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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2B 跨境电商场景。 2022 年,云上东博会吸引超过 2 000 家企业线上参展,并促成精确贸易匹

配 1 000 多对[65]。
5郾 跨境电商规模高速增长

2021 年,中国—东盟(南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跨境电商交易额达 57郾 5 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166% ,其中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超过 95% [66鄄67]。 2022 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的跨境电

商出口规模同比增长 98郾 5% [68]。
(二)数字服务贸易有序发展

1郾 中国—东盟开展多领域的数字服务贸易

依托服务产业优势与数字技术优势,中国已面向东盟出口多项数字服务。
(1)金融服务。 广西围绕打造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在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开展

“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冶“人民币境外项目贷款冶等跨境人民币金融创新政策试点,截至 2022 年底,
试点业务规模超过 200 亿元;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截至 2022 年年底,办理对东盟贸易外

汇收支的便利化业务 12郾 3 亿元;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便利包括东盟在内的 RCEP 成员

国在华投资,截至 2022 年年底,聚焦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跨境供应链领域,已落地 10 个合格境外

有限合伙人试点基金[69]。
(2)通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 依托跨境跨区域全球通信一体化管理平台,对东盟输出嵌入式

用户识别卡(eSIM)技术场景应用,研发面向东盟的超级短信平台,并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主流

通信运营商达成战略合作;打造流连侠(elinking)应用程序并在马来西亚商用,提供跨国通信、电子

支付、生活缴费、生活娱乐等生活服务,截至 2022 年 11 月,流连侠在马来西亚的用户数量已超过

50 万,终端预装量超 200 万台,单月订单笔数突破 7 万笔[70]。 为菲律宾和越南交付数据中心建设

项目集,实现当地大数据关键技术模块落地应用。 建设东盟地学数据库,整合东盟成员国地质特

征、矿产资源等数据,为面向东盟的矿业投资提供信息服务。
(3)视听和相关服务。 益智动画片《海豚帮帮号》已出口至东盟,并在新加坡国立电视台、点播

流媒体平台 HOOQ、数字媒体平台 meWATCH 等平台播放。 建设人工智能影视译制东盟传播项目,
应用数字技术将中国视听作品译制为东盟各国语言,截至 2022 年 9 月,已完成超过 100 部电影、约
200 部电视剧和近 4 000 个短视频的英语和印尼语译制[71]。

(4)其他商业服务,包括研发、专业管理咨询和技术服务等。 依托中国—东盟跨境医疗合作平

台,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医疗机构开展远程诊治和跨国会诊,输出专业医疗咨询服务。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已与泰国、老挝等 9 个东盟成员国建立政府间双边技术转移机制,建立起

覆盖 2 619 家成员单位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72]。 自 2013 年起,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技术服务,陆
续出口至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成员国,分别被应用于农业

数据采集、钻机导航、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管理、智慧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 以定位与测量技术打造中

国—东盟跨境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并出口至柬埔寨、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 如澜沧

江—湄公河地区的油茶有害生物智能识别项目被应用于泰国清莱府、越南谅山省、荣市等地的油茶有

害生物识别,并为其提供数据在线共享服务。 2021 年,中国—东盟技术交易额已达 173郾 27 亿元[73]。
2郾 中新与中马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与结构

中国与新加坡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比过半。 作为东盟甚至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领

先的国家,新加坡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起步较早且覆盖主要产业。 从规模看,2005—2020 年,新加

坡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额由 4 亿美元上升至约 64 亿美元,在同期对中国的服务出口额中所占比例

由 22郾 7%上升至 42郾 3% ;新加坡对中国数字服务进口额由 4郾 4 亿美元上升至 71郾 5 亿美元,在同期

对中国服务进口额中所占比例由 31郾 5%上升至 51郾 6% 。 从结构看,2005—2020 年,新加坡对中国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与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 6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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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郾 4 和 7郾 5 个百分点,而知识产权使用费和其他商业服务所占比例分别下降 9郾 7 和 20郾 7 个百分

点;除其他商业服务外,新加坡对中国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与电信、知识产权使用费与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进口所占比例均明显上升[37](详见图 5)。

图 5摇 中新数字服务贸易结构变化:2005 年与 2020 年对比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37]数据计算而得。
摇

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数字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但数字服务进口却呈现下降态势。 中国与马来西

亚的数字服务贸易起步较晚,从规模看,2016—2021 年,马来西亚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额由 1郾 8 亿

美元增长至 3郾 4 亿美元,在同期对中国服务出口额中所占比例由 7郾 7%上升至 50郾 1% ;马来西亚对

中国数字服务进口额由 6郾 1 亿美元降至 4郾 1 亿美元,在同期对中国服务进口额中所占比例由

12郾 8%下降至 11郾 1% 。 从结构看,马来西亚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集中于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与其他商业服务领域,2021 年出口份额分别占比 34郾 7% 和 65郾 3% ,进口份额分别占比 22郾 9% 和

77郾 1% [37]。
(三)数字贸易规则合作逐步推进

在 WTO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尚未构建、各国碎片化区域化协商数字贸易规则的背景下,规则合

作已成为当前“数字丝绸之路冶的建设重点[74]。 东盟是“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开展数字贸易规则

协商的突破口,RCEP 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规则合作得到深化,中国与新加坡的数字贸易规

则谈判也已取得一定进展。
中国与东盟区域就 RCEP 协定初步达成一致的数字贸易规则。 中国、东盟十国、日本、韩国等

15 个国家于 2020 年正式签署了 RCEP 协定,其中专门设置电子商务章节,并在金融服务、电信服

务、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章节,就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本地化、数字税等数字贸易规则作出明

确规定[75]。 RCEP 协定对标数字贸易“美式模板冶,推动东盟成员国提高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的开放性,以无纸化交易等提升成员国的数字贸易效率提升。 同时,该协定也充分考虑到东盟

十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内治理水平差距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内治理水平滞后

的客观条件,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本地化等方面保留例外条款,规则较《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DEPA 而言相对宽松。 具体来看,RCEP 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包括:
不要求数据本地化,支持以商业运营为目的、符合规定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设置知识产权保护义

务,要求强化个人数据保护的法治体系,建议推进网络安全领域国别合作,数字税保留国别自主决

定,未对源代码、数字产品等议题做出明确的要求[76]。 此外,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也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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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升级版协定书,但当前尚未涉及数字贸易合作。
中国与新加坡数字贸易规则合作取得突破。 一方面,中国与新加坡就多边数字贸易协定开展

谈判。 中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 DEPA 成员国开展政府间多层级对话,于 2022 年 8 月正式开展实

质性谈判。 另一方面,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数字贸易协定也有序推进。 2022 年,新加坡与中国签

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新加坡共和国贸易及

工业部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78],提出要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并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

作。 2018 年 11 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升级 <自由贸易协定 >的

议定书》,在原有的中新自贸协定基础上,新增了电子商务章节,对线上消费者保护、无纸化贸易、透明

度等进行规定[79];2020 年 12 月—2023 年 4 月,中国与新加坡启动并完成自贸协定第二次升级谈判,
以负面清单模式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新增电信章节,并纳入数字经贸规则[80]。

四、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跨境电商发展潜力未充分释放

东盟部分国家本地物流服务支撑不足。 本地物流体系直接关系到商品“最后一公里冶的交付

成本与效率,但东盟本地物流服务存在客观制约。 一方面,东盟多国地理环境复杂,数字订购商品

的线下配送环节存在客观阻碍,如由 1郾 7 万个岛屿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破碎,本地商品配送

路线复杂度高。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的物流体系发展滞后,且较少应用数字技术优化路线或提升仓

储配送效率,小型海外仓较多以人工管理为主。 如文莱和缅甸的邮政可靠性指数分别仅为 0郾 9 和

3郾 9,相较而言,新加坡和泰国该项指标分别高达 100 和 99郾 4[81]。
跨境物流面临诸多挑战。 (1)部分东盟成员国清关效率偏低。 如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

的海关直接出口清关天数分别达 14郾 5、10郾 2 和 8郾 3 天,高于 7郾 6 天的全球平均水平[82]。 (2)跨境

物流成本上升。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商品多依赖于国际小包货运和邮政服务,受到新冠疫情、俄乌冲

突、全球通胀等因素影响,全球跨境物流服务不确定性与成本均有所上升。 2022 年,全球邮政服务

费用较 2020 年同比上升 40%以上[83]。
中国跨境电商业务在东盟的本地化经营仍有待优化。 一方面,从平台赋能看,中国部分电商平

台在东盟经营仍以复制国内经验为主,对当地多元化的文化和所处消费阶段的结合不足,这便面临

“水土不服冶。 另一方面,从出口企业看,大部分企业以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的方式开展跨境电商

业务,但大多以大量铺货、低价销售的方式获得市场份额,经营管理仍较为粗放,品牌建设与营销等

方面相对薄弱,且面临合规运营挑战。
(二)数字服务贸易仍面临诸多制约

1郾 中国数字技术实力仍与全球领先国家存在差距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部分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内核源码等仍然依赖于发达国家,面临“卡脖

子冶的困境。 半导体龙头企业实力偏弱,2022 年,中国大陆尚未有企业进入全球半导体十强[84]。
2郾 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仍有待提升

一方面,出口结构仍有待优化。 中国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在服

务业出口中占比低且发展较慢,2021 年所占比例分别仅为 1郾 4%、1郾 3%和 3%,分别仅较 2005 年提升

了 0郾 65、1郾 12 和 2郾 85 个百分点[37],呈现出该领域出口竞争力偏弱,是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短板领域,
这制约了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另一方面,中国数字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较

低,在技术路线、行业标准等方面创新仍主要基于中国市场经验,而与东盟的本地需求接轨不足。
3郾 东盟部分行业存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东盟主要成员国对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仍设有较高的准入壁垒,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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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的监管要求也趋于严格。 如印度尼西亚要求外资企业须与印尼银行合作,才能在当地开

展金融支付业务。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也趋于收紧,如马来西亚提出,自 2021 年起签订的双边或多

边贸易协定均需包含数据跨境的内容,除例外情况,不得将个人数据转移至境外。
(三)数字贸易合作基础仍有待夯实

1郾 东盟十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不一

东盟十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固定宽带普及率、活跃移动宽带普及率均差距较大。 以互联网普及

率为例,东盟十国中,文莱最高为 95% ,但老挝、缅甸、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5 国均低于

50% 。 同时,除新加坡、泰国外,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多个东盟成员国互联网连接能力

偏低,宽带速率较慢(详见表 1)。
2郾 东盟十国 ICT 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东盟十国中,新加坡 ICT 产业发展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ICT 发展指数与网络就绪指数分

别排名第 18 位和第 3 位。 但是,柬埔寨、老挝、缅甸 3 国的 ICT 发展指数排名均位于后 30% ,柬埔

寨和老挝两国的网络就绪指数排名也位于后 30% (详见表 1)。

表 1摇 东盟十国数字基础设施与发展水平

摇 国家
互联网普

及率 / %

固定宽带

普及率 /
%

活跃移动

宽带普及

率 / %

移动网络

速率 /
Mbps

宽带速率 /
Mbps

ICT 发展

指数排名

(总 176)

网络就绪指数

(NRI)排名

(总 134)

文莱 95 12郾 5 148郾 1 67郾 32 34郾 59 53 无排名

柬埔寨 40 1郾 1 96郾 4 23郾 75 28郾 32 128 104

印度尼西亚 47郾 7 3郾 5 81郾 2 23郾 12 27郾 83 111 73

老挝 25郾 5 1郾 1 48郾 6 30郾 93 48郾 16 139 97

马来西亚 84郾 2 9郾 3 126郾 5 31郾 34 107郾 55 63 34

缅甸 30郾 7 0郾 2 92郾 1 28郾 19 20郾 69 135 无排名

菲律宾 43 3郾 9 66郾 6 35郾 03 71郾 85 101 74

新加坡 88郾 9 26郾 3 158郾 4 105郾 01 255郾 83 18 3

泰国 66郾 7 14郾 5 86郾 7 56郾 9 225郾 17 78 51

越南 68郾 7 15郾 3 72郾 5 43郾 32 78郾 34 108 62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82]制作。

摇 摇 3郾 部分东盟成员国营商环境欠佳

东盟个别国家政局不稳;各国市场准入政策差距大,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存在提高市场准入门

槛的可能性;部分国家对外资歧视,存在当地保护等现象,使得数字企业开展业务面临不公平的竞

争环境;部分国家审批流程长、治安环境差等问题推高数字贸易成本。
(四)东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短板明显

数据治理是数字经济治理框架构建的核心,东盟已初步制定了网络安全与非个人数据保护领

域的数据监管框架,但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的监管框架仍然处于早期阶段[85]。 同时,各东盟成员

国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网络安全水平、电子政府发展水平与消费者数据保护机制等发展不平衡,
部分国家国内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短板,具体体现在 4 个方面。

1郾 东盟成员国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制框架建设不平衡

围绕电子交易、消费者保护、隐私和数据保护与网络犯罪 4 个主要领域,东盟十国中,仅有 6 个

国家出台了 4 个领域的法律与规制框架,部分国家仍然存在数字贸易“监管真空冶。 分领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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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交易领域中,10 国均已建立起法律和规制框架;消费者保护领域中,文莱尚未出台相关法律,
印度尼西亚仅出台立法草案;隐私和数据保护领域中,文莱和柬埔寨尚未出台相关法律,缅甸仅出

台立法草案;网络犯罪领域中,柬埔寨和缅甸仅出台立法草案[82]。
2郾 老挝、柬埔寨、缅甸 3 个国家网络安全水平偏低

东盟各成员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网络安全指数在全球排名靠前,且
领先于中国排名;然而,缅甸、老挝、柬埔寨 3 国位列网络安全领域的最不发达国家,主要短板体现

于技术、组织能力与发展等维度(详见表 2)。

表 2摇 2020 年东盟十国全球网络安全指数及排名

对比项
国家

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指数值摇 56郾 07 19郾 12 94郾 88 20郾 34 98郾 06 36郾 41 77 98郾 52 86郾 5 94郾 59

全球排名 85 132 24 131 5 99 61 4 44 25

东盟排名 16 26 3 25 2 18 13 1 5 4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86]制作。

摇 摇 3郾 东盟成员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东盟十国中,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为“非常高冶,在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 12
位,也是东盟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排名最为靠前的国家。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也为

“非常高冶,分别在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 53 位和第 55 位。 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

的电子政府发展水平均为“高冶,在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分别排名第 68 位、第 77 位、第 86 位和第

89 位。 柬埔寨、缅甸和老挝 3 国的电子政府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分别在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排

名第 127 位、第 134 位和第 159 位;其中,3 个国家的在线服务指数均较低,老挝的电信基础设施指

数大幅落后[87](详见表 3)。

表 3摇 2022 年东盟十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国家

电子政务

发展指数

(EDGI)

电子政务细分指数

在线服务

指数(OSI)
电信基础设施

指数(TII)
人力资本

指数(HCI)

电子政务

发展水平
等级 排名

新加坡 0郾 913 3 0郾 962 0郾 875 8 0郾 902 1 非常高 VH 12

马来西亚 0郾 774 0郾 763 0郾 794 5 0郾 764 5 非常高 V1 53

泰国 0郾 766 0郾 776 3 0郾 733 8 0郾 787 9 非常高 V1 55

文莱 0郾 727 0郾 587 1 0郾 837 2 0郾 756 7 高 HV 68

印度尼西亚 0郾 716 0郾 764 4 0郾 639 7 0郾 743 8 高 HV 77

越南 0郾 678 7 0郾 648 4 0郾 697 3 0郾 690 3 高 H3 86

菲律宾 0郾 652 3 0郾 630 3 0郾 563 8 0郾 762 9 高 H3 89

柬埔寨 0郾 505 6 0郾 418 1 0郾 560 5 0郾 538 高 H1 127

缅甸 0郾 499 4 0郾 307 3 0郾 608 2 0郾 582 9 中等 M2 134

老挝 0郾 376 4 0郾 300 5 0郾 282 0郾 546 8 中等 M3 159

摇 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87]制作。

摇 摇 4郾 老挝等国消费者保护机制不健全

数字消费环境下消费者分散分布且消费行为随机性较高,频发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现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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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消费者权益受损,消费者数据也难得到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然而,对
老挝、柬埔寨等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来说,数字技术加速国内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但
政府部门尚未构建起相应的治理体系,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不清,且缺乏审查、监督等政务经验,电
子商务等法律落实和执行较难,尚未构建起数字贸易情境下的消费者保护机制。

(五)中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健全

政府数据开放等领域法律体系相对健全,但法律实施有待强化。 从政府数据开放看,《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提出要推动公共数据共享[88],《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也单设了

“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冶章节[89],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政府数据开放,但各省市政府数据开

放水平、法律体系等均差距较大。 中国的电子政府发展水平在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 43
位,但从分项指标看,中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为相对短板[87]。 此外,政府数据开放法律在实施中存在

缺乏分级分类标准、细则不清晰等问题。 从垄断平台治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88]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90]等构建起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反垄

断监管法律体系,结合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反垄断执法也得到优化。
此外,源代码、数据本地化等领域已有相关法律,但规定不够明确。 从源代码看,中国主要将其

作为知识产权、从著作权的角度予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9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 [88]等法律提出政府保有审查源代码的权利,并对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等源代码

实行出口管制。 但是,源代码审查与出口管制的范围不明晰,未对源代码保护做出明确的规范。 从数

据本地化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明确提出要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进行本地化存

储,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外的数据本地化存储等尚未进行规定[91]。 但是,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相

关的数据类型、存储要求等不够明确,制度设计不够健全。 从线上消费者保护看,强化消费者数据保

护被视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基本要求[9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的出台能够推进数

字情境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但现有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细节、处罚等规定仍然需要细化。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产品等领域立法体系滞后,部分存在监管空白。 从数字产品看,中国现行

法律尚未对其范围进行明确界定,也缺乏规制条款,实践中按照数字内容和传播平台进行分类监

管,存在监管范围不清、部门间利益冲突难调和等问题。 从数字知识产权看,现行的知识产权单行

法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且与美式模板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就数字税而言,数字税实际

包含电子商务征税、数字经济所得税和数字服务税 3 层含义,但中国当前仅涉及跨境电商领域的数

字税设置,数字税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
(六)中国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偏弱

中国面临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实力领先但国际话语权滞后的客观矛盾。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的经验不足,尚未具备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 当前美式模板加快更新并扩大影响范

围,欧式模板与新加坡等推动构建的第三种规则的全球话语权也逐渐提升。 然而,中国已参与的数

字贸易谈判议题单一、开放程度不高,尚未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数字贸易规则模板。
中国以东盟地区作为形成全球数字贸易话语权的突破口,仍面临该地区存在的特有挑战。 东

盟的多个国家曾经为西方殖民地,政治势力复杂,多国之间存在领土等冲突,中国的影响力有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控制过东盟主要区域。 受历史遗

留影响,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多国存在边境冲突,涉及国家主权,中国难以施加影响。 此外,东盟处

于中国“一带一路冶倡议与美国“印太框架冶的交叉地带,是中国与美国等全球大国博弈的前沿地区,
日、韩、英、法等国在东南亚地区博弈也逐渐加剧。 《美国印太战略》提出,要加强与菲律宾、泰国等国

的合作密度,既体现为商业层面的合作,也包括军事演习、培训等[93]。 《欧盟印太合作战略》也提出要

参与东盟区域论坛,与印度尼西亚等东盟成员国加快签订自贸协议,以密切经济合作[94]。
71



2023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五、数字“一带一路冶框架下推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进释放跨境电商潜力

跨境电商是中国既有优势领域,应结合东盟消费线上化趋势,大力支持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商业

务发展,健全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生态体系,持续扩大中国—东盟跨境电商规模。
1郾 持续提升中国—东盟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水平

抓住 RCEP 协定生效契机,推进越南等东盟成员国简化海关程序,落实无纸化贸易等便利化条

款,推进通关便利化。 加快推进与东盟成员国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输出中国 AEO 制度

建设经验,支持东盟成员国健全 AEO 制度和东盟区域的 AEO 互认,夯实中国—东盟 AEO 互认基础。
2郾 强化物流服务支撑跨境电商贸易的商品交付

支持大型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平台在东盟布局建设海外仓,构建联通中国境内中心仓的跨境物

流网络。 建设一批公共海外仓,降低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出海东盟成本。 整合国内外跨境物流服务

商资源,为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出海东盟提供一站式报关、运输、本地配送等物流服务。
3郾 支持跨境电商创新发展

支持推广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模式,培育跨境电商新增长点。 支持自营型跨境电商零售出

口模式发展,引导跨境电商企业由同质化商品的低价竞争升级为差异化的品牌商品竞争。
4郾 优化跨境电商政府服务

由政府组织第三方平台、协会等资源,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在东盟经营提供法律、税务等多种

服务,并以政府间合作项目为跨境电商企业经营提供便利。 引导跨境电商企业加强合规经营,充分

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政策、文化等信息,参照国内或国际规则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减少违规运营,
以降低不必要风险。

(二)深化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合作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贸易竞争力,中国相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数字服务

贸易竞争力偏弱,但较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可积极与东盟开展数字服务贸易业

务,以互惠合作提升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
1郾 支持数字服务企业出海东盟

结合文莱、柬埔寨、缅甸等国物流服务可靠性偏低、数字服务生态体系不健全的现状,可大力支持

中国的物流、金融等第三方服务平台开展跨境服务业务。 同时,支持云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数字文娱

服务、数字金融等大型平台出海东盟,扩大中国优势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交付规模。 此外,不同行业

的数字服务企业出海东盟不同国家面临文化、市场、配套等多方面的问题,所面临的困难较为多元,应
支持各地建立数字交付服务的重点企业名录,结合其实际困难,“一企一策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

2郾 重点与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开展数字服务贸易

加快签订中国—新加坡第二次升级的自贸协定,提高中国—新加坡双边服务贸易水平。 积极

与新加坡开展研发等 ICT 服务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合作,深化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等与新

加坡特色优势服务领域的贸易合作。 积极与菲律宾开展 ICT 服务和技术等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与
越南开展金融服务和技术等其他商业服务贸易,构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应用合作机制,促进

联合创新。
3郾 创新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机制

当前“一带一路冶项目建设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三方合作机制的匮乏,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

沿革,发展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专业服务中心[95],因此,可以探索发挥好香港服务业发达的优势,
完善数字贸易产业生态链条,助力双边数字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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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 加快突破“卡脖子冶困境

围绕数字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以金融支持、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定向采购等多种方式,激发

企业创新动力。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强化对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管理,鼓
励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赋能创新,以制度型开放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

(三)夯实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基础

围绕数字贸易合作机制和载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要素,夯实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基

础,能够推动释放双边数字贸易的合作潜力。
1郾 健全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机制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 3郾 0 版谈判中,健全数字贸易合作机制,加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郾 0
版建设。 推进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等国谈判,构建起电子商务领域的双边合

作机制,强化跨境电商、数字物流、数字金融等领域合作。
2郾 高水平打造数字贸易合作载体

升级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数字贸易促进功能,搭建跨境电商平台、数字服务企业与东盟企业对

接的高水平平台,集中展示中国的数字经济前沿创新成果,助力中国优质产品与服务出口东盟。 支

持中国—东盟博览会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打造优质产品出海的“高速公路冶。 依托中国—东盟

博览会、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深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
持续培育新的数字贸易增长点。 依托“两国双园冶拓展数字贸易空间,升级中马“两国双园冶项目,
高质量建设中越、中印尼、中菲“两国双园冶项目,构建多式联运物流体系,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大力

推进技术密集度高的新兴产业双边合作,深化产业链合作,探索发展金融服务、大数据服务、云服

务、数字物流等数字贸易,拓展双边跨境电商和数字服务贸易场景。
3郾 有侧重地加大对东盟成员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3 国主要的 ICT 商品贸易合作国为中国,但 3 国宽带网络速率均不

足 30 Mbps,可在数字“一带一路冶倡议框架下,适度加大对缅甸、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 3 国的互联

网、5G 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光纤光缆推广使用,助力提升宽带网络速率和连接稳

定性。 同时,加大对东盟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提升中国—
东盟数字贸易合作中的数据处理能力,为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多流程的政府监管、企业征信提

供支撑。
(四)推动完善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对标美式与欧式模板,结合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基础与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因地制宜完善国内数

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起预期稳定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
1郾 强化政府数据开放等领域配套法律体系与法律实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安全法》等已有的法律框架,完善政府数据开放法律细则,出台数

据分级分类指南等配套法律体系。 适度扩大政府数据开放范围,开放具有更高应用价值的数据类

型,丰富数据查询接口,统一数据格式提升开放性与共享性。 对标国际创新应用数据脱敏等技术,
健全政府数据开放的安全保障与风险监管机制。 构建平台企业的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更新平台经

济反垄断的数字技术应用,对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他性服务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

监管,在要求平台企业依法经营的前提下,对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2郾 完善源代码、数据本地化等领域法律体系

完善源代码保护与监管的法律体系,明确源代码审查与出口管制的范围,构建清晰的源代码保

护经营环境。 健全个人数据、企业数据与政府数据确权标准与监管细则,加快统一数据标准体系,
构建数据本地化与跨境流动前分级分类准备,完善关键基础设施数据本地化监管、商业数据跨境流

动等规制。 从线上消费者保护看,细化个人信息等线上消费者保护规则,界定线上平台对消费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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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支付安全等保护责任与义务,加大对线上违法经营的查处力度。
3郾 加快数字产品、数字知识产权和数字税等领域立法

推进数字产品、数字知识产权和数字税等前沿领域的专项研究,接轨国际明确数字产品、数字

知识产权和数字税的法律定义,并结合美式与欧式模板的治理经验,探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

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等试点。 对标国际加快数字产品、数字知识产权和数字

税领域的法规建设,创新数字化监管方式,构建起以数字产品等为主要监管对象的融合性监管机

制,尽快弥补监管空白。
(五)联合东盟提升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

抢抓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时机,以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相对较近、且大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

东盟地区作为突破口,联合东盟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这既是一个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话

语权的相对可行路径,也能够为中国企业面向东盟区域开展数字贸易提供有力保障。 一方面,与新

加坡共同引领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加快推进中国加入 DEPA 谈判,利用其规则的灵活性和开

放性,推动持续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形成独立于美式模板与欧式模板之外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另

一方面,联合东盟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规则博弈。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谈判中,逐步输出

中国数字贸易治理经验,完善东盟各国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推进深化双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 积

极参与 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等谈判议题,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相应诉求,提升中国在全球的数

字贸易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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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ina鄄ASEAN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AO Yu1, LIANG Wei2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China鄄ASEAN digital trade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implement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genda and establish digital trade rules by the
Chinese model. The Digital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can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鄄
ASEAN digital trade cooper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improving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promot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epening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meanwhil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SEAN忆s digital economy and trade can
also been improved. By analyzing the progress of China鄄ASEAN cross鄄border e鄄commerce,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digital trade rule cooper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China鄄ASEAN
digital trade has been deepened and solidified, but cross鄄border e鄄commerce and digital service
trade cooperation are facing constraints and have not fully released their potential. There ar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olid digital trade foundation, the imperfect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s in ASEAN and its member states, the imperfect domestic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and China忆 s weak voice of digital trade rules in the ASEAN
region.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o vigorously develop cross鄄border e鄄commerce,
deepen cooperation in digital service trade,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鄄ASEAN digital
trade, promote the domestic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operate with ASEAN to
enhance the voice of digital trade rules, so as to promote the China鄄ASEAN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digital trade; rules negoti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digital belt and road; China鄄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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