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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引擎，本

文客观分析了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现状和越南投资环境，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1．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指出“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对外投资

合作健康有序发展”。越南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近年来又成为世

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14-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55%），是中国

实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伙伴。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的

现状和问题的分析，试图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 

2．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2.1  投资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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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经贸合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中国商务部《境

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显示，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始于1995年，从2005年开始形成规

模。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7）》显示近年来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

量时有波动，投资存量持续增加，总体呈增长趋势，见表1。  

表1 2009-2017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 

年份 
投资流量 投资存量 

金额（万美元） 增长率（%） 金额（万美元） 增长率（%） 

2009 11239 - 72850 - 

2010 30513 171.49 98660 35.43 

2011 18919 -38.03 129066 30.82 

2012 34943 84.66 160438 24.31 

2013 48050 37.82 216672 35.05 

2014 33289 -30.77 286565 32.26 

2015 56017 68.17 337356 17.72 

2016 127904 128.57 498363 47.73 

2017 76440 -39.77 496536 -0.37 

2017年，在全球对外投资受挫的背景下，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量同比下降近四成，主

要原因是中国政府限制企业通过投资将资本转移到海外。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

越南2018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共计354.6亿美元，与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中国对越南直接投

资24.6亿美元，投资额在当年外资来源地中排名第五。2019年1-4月，中国在越南直接投资额

16.9亿美元，名列第四，相当于2018年全年直接投资额的70%，其中新注册外资协议金额居首

位，为13亿美元。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中国正在逐步加大对越南的投资力度。 

2.2  投资动因 

中国在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相对越南存在比较优势，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

资属于利用“正向”势差的顺梯度OFDI，主要动因包括寻求市场、寻求资源等。  

1、寻求市场 

为规避贸易壁垒，出口零关税和低税率已成为中国企业加大对越南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原

因。越南已参加8个自由贸易区（包括6个区域性自贸区和2个双边自贸区）的签署，并于2019

年初正式成为批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第7个国家，欧盟与越

南预计也将于2019年年底正式签署《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两大协议对于越南制造业出

口来说，都是巨大利好。根据协议，越南的出口关税将大大下降，而欧盟将削减99%的税目

关税。相对于欧美对中国的关税水平，欧美对越南多数产品征收的关税低得多。这对于出口

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仅关税减免一项，就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寻求资源 

寻求资源也是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少部分企业是为了利用越南的

农林渔与矿产资源，大部分企业则是被越南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土地厂房租金等工业

化初期优势所吸引。此外，越南的原材料、水、电、气等成本也低于中国。 

2.3  投资来源地分布 

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来源地呈现出以东部省份和与越南接壤

的省区为主的特征。目前，浙江省为中国最大的对越直接投资省份，约占中国企业在越投资

总额的三分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位居第二，江苏省排名第三，此外，广东省、湖南省、山

东省、云南省也是对越南直接投资较多的省份。 

就整体地理格局而言，对中国在越南直接投资省区来源的特点概况如下。 

第一，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区凭借纺织等制造加工业及农副业发展较好的省区具备投资

优势。浙江省企业投资越南的主要领域为批发业、纺织服装业等。由浙江企业在越南投资设

立的龙江工业园为越南第一个中国独资的工业园区，也是目前位于越南唯一通过确认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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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江苏省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也较为集中，2018年该省新增对越南直接投

资项目37个，同比增长236.36%，占该省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4.71%，中方协议投资

额为24082.3万美元，同比增长108.37%，占该省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54%。 

第二，与越南接壤的省区也具备投资优势，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越南为广西、

云南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2.4  投资行业分布 

2018年，外资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分布在18个经济领域，其中加工制造业吸引外资165.8

亿美元（占46.7%），房地产业吸引外资66亿美元（占18.6%），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36.7亿

美元（占10.3%）。这些行业也是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据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

企业(机构)名录》显示，截至2015年底，共有907家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加工制造业、

建筑业及工业生产领域的企业占68.47%，服务业占22.17%，农林渔业占8.60%。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产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

引擎，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越南政府也日益重视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在此背景下，中国对越南投资领域涌现出新变化，能源行业等中国具有较

大优势的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此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投资流

向越南资本市场，一个成功做法是物色业绩惨淡的中小规模公司、然后进行整体收购和增资

并包装上市。 

3．越南投资环境 

3.1  资源环境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北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东和东南濒

临中国南海，陆地面积32.9万平方公里。越南地形狭长，呈S形，海岸线长3260公里，63个省

市中有半数以上临海，有许多具有相当重要位置的天然良港。 

越南资源丰富，种类多样。越南的农林渔资源包括各种农作物，如大米、玉米、橡胶、

椰子、胡椒、腰果、咖啡和水果等，森林面积约1000万公顷，渔业方面有1200种鱼、70种虾；

矿藏资源分为能源类、金属类和非金属类等50多种矿产资源，能源矿藏主要有煤、石油和天

然气，金属矿主要有铁铬、铝、铜、镍、铅、钛矿等，非金属矿藏主有磷灰石、硫化矿、高

岭土等。 

越南劳动力资源充足，从工资、劳动人口、人力资源素质三方面综合测算出越南的劳动

力资源禀赋综合排名位于东盟国家第一位。截至2017年底，越南从事经济活动的15岁以上劳

动人口数量为5482.4万人，较2016年底增加49.8万人。 

但近年来，由于越南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物价上涨较快，工人工资上涨迅速，平均

每年以约10%的速度增长，见表2。而外资企业员工的工资普遍比最低工资高出不少，目前的

月平均工资水平在2200~2400元之间，企业普遍预计越南劳动力成本在七年内将于中国国内持

平，“人口红利”将会逐渐消失，且越南工人工作效率偏低，不少人有小富即安的心态。此

外，近年来，在越南投资的中国企业还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工人罢工事件，罢工的最主要原因

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表2 2014-2019年越南最低月工资标准年度对比（单位：人民币）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第一地区 798.7 917.0 1035.3 1109.3 1177.3 1236.4 

第二地区 709.9 813.5 917.0 982.1 1044.2 1097.4 

第三地区 621.2 709.9 798.7 857.8 914.0 961.4 

第四地区 562.0 636.0 709.9 763.2 816.4 863.7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28

547



3.2  制度环境 

越南政局稳定。作为唯一政党，越南共产党执政能力较强，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文化和社会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越南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严格，对群体事件有所控制，

没有形成威胁的恐怖组织和袭击事件，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是东南亚最为稳定的国家之

一。越南是一个宗教世俗化的国家，佛教占主导地位，宗教问题困扰相对较少。越南共有54

个民族，主体民族是京族，占总人口86.2％，民族冲突问题不大。越南整体民风淳朴，治安

良好，绝大部分老百姓对中国人比较友好 

中越关系自1991年正常化以来迅速发展。1999年2月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 “长

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2003年4月，两国领导人确定“四

好精神”，即“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2008年6月，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发展

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5年以来，

中越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至于两国之间难以解决的三个历史遗留问题，即

北部湾边界划分、陆地边界划分和南海问题，前两个已经解决，第三个已经达成“南海行为

准则”框架。 

然而，中越关系的变数，特别是美、日等第三方力量的干扰，一直成为中国企业在越南

投资的风险之一。2011年6月起，两国海上油气勘探船发生纠纷进而导致矛盾激化，越南连续

发生11次反华游行示威；2014年5月，越南发生大规模排华暴力事件，数百家中国企业受到冲

击，损失惨重。如表1所示，2011年、2014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量均明显下降。 

3.3  经济环境 

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已经进入第四个十年。在这期间，越南经济在第一个

十年和第二个十年中经历过两次快速增长期，但两次皆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中断。在第三个

十年，即从2006年底该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越南经济经历了阵痛、漫长的调整与复苏。

自2015年以来，越南经济呈现明显复苏迹象，经济增速创历年新高，如图1所示。以下对经济

环境的各方面表现展开论证。 

 

图1  2011-2018年越南GDP增长情况 

1、宏观经济稳定性逐渐提升 

2018年，在全球经济形势对越南经济产生影响的背景下，越南继续完成并超额完成12项

经济社会发展指标。GDP增长率继续创历史新高，达7.08%；贸易顺差达68.9亿美元；2018年

是越南通货膨胀率连续控制在4%以下的第三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保持高度灵活性，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 

2、经商环境持续改善 

据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越南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9，经商环

境在东盟、南亚等12个新兴国家中排名第3，仅落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此外，该报告还显示

越南政府2018年新采取提升经商环境的举措有：简化开办企业的登记注册手续，并引入网上

发布通知等手段提高效率和透明度；降低监管成本，将雇主对劳动基金的派款从1% 降低到

0.5%，并简化税务合规程序，合并或免除税项，在商业案件中做出公开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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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能存在的风险 

越南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货币盯住美元，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

动，这点与2015年“811”汇改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越南盾对

美元曾大幅贬值。2011年以来，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2016年开始，随

着外资的大量涌入、进出口贸易趋于平衡从债券市场看，越南的真实利率不高。因此，越南

盾汇率波动大，近年来整体呈贬值趋势。 

3.4  法律环境 

越南最早的投资法即1987年的《外商投资法》，随后进行过四次修订。2005年，越南《投

资法》对外国投资行为和越南国内投资行为进行统一的规定，彻底取代之前实施的《外商投

资法》。2015年7月1日，新《投资法》开始生效，旨在为外商创造更透明的投资环境、修订

行政审批程序和处理投资效果、评估实际困难，其所作的主要修改包括：法律架构更为精简，

将优惠政策和投资扶持提到重要的位置；在投资政策上规定“投资商可以在本法律不禁止的

行业和领域进行投资”；扩大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享受投资优惠的对象”中新增了投资规

模6万亿越盾以上的、位于农村地区且使用500 名劳动力以上的项目和高新科技企业三类，同

时明确规定“扩大投资优惠”，还能“从旧兼从优惠”实现利益最大化；投资扶持领域在2005

年《投资法》规定的高新科技、农林牧、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培训、传统

手工艺和服务业等八个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新能源、纺织业、通讯技术、废物回收再利用、

生物制药、医疗中心和民间信贷金融等行业；投资形式更为宽松和多样化，取消对外资在合

资企业中所占比重的限制，在以合同方式进行的投资中除BCC、BOT、BT 等方式外还新增了PPP

合同方式；投资审批程序趋于简洁、清晰化；新增关于国家投资信息系统和在越投资报告制

度的规定。 

4．对策与建议 

1、关注越南需求进行针对性投资 

随着越南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企业投资应更加关注越南的发展需求，积极投资具有

较大发展潜力的、符合发展需求的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 

2、充分利用境外园区平台 

中国在越南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已成为我国中小企业产业转移、承担境外加工贸易的重

要载体和平台，但发展相对独立，在境外经贸合作区之外的其他区域我国的投资项目并不多，

越南的投资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的产业链中，没有形成常态化的投资格局。因此，建议企业组

团进行投资，尤其是相关产业以产业链的形式对越南投资，形成发展合力。 

3、注重企业品牌形象 

目前，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项目趋多，规模逐渐扩大，但名牌产品少，不利于立中国

企业的整体良好形象，也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建议国内实力强、信誉

好的企业走出去，以技术开发和创新为基础，精心组织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

增加中国企业在越南乃至东盟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 

4、重视企业在越南的本地化 

中国企业进入越南要做好本地化，包括人才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在生产和销售一线招

募本地员工，并培养本地员工进入公司管理层，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在严格遵守越南《劳

动法》的基础上尊重当地习俗，并与当地工会组织保持必要的沟通，融入当地社会。 

5、树立风险意识 

第一，防范越南政府违约风险，确保获得书面保证，以便被违约时挽回经济损失；第二，

防范合资企业风险，对越方合作伙伴进行深入沟通和了解，签订合同时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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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意通货膨胀和汇率风险；第四，积极利用保险、担保和银行等机构的相关业务来保

障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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