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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现阶段经济发展分析及
中国西部对越经贸的机么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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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开拓与相邻的越南经贸关系，应用罗斯托“线性阶段模式”

的经济发展理论，从起飞条件分析了越南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较客观地分析了其经济发展的制约

条件，探讨了与之开展经贸合作的机会。这无疑是开拓西部地区多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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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阶段分析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年世界发展报告

——与贫困作斗争》，对世行所有的成员国以及人口

在3万人以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类。按照

1999年人均GNP划分，用《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计

算“o，人均GNP在75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

人均GNP在756—299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人国

家。越南和缅甸、蒙古、老挝、柬埔寨同属东亚的5个

低收入国家，而中国则已被列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根据罗斯托“线性阶段模式”理论对越南的经济

发展进行分析。

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

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

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的“起飞”概念，

是指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它的工业化初期的较

短时间内(20～30年)实现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上的

剧烈转变，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飞”就是突破不

发达经济的停滞状态，摆脱纳克斯所说的“恶性贫困

循环”困境(即“贫穷国家贫穷的原因和结果都是贫

穷”)。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起飞”阶

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也是“起飞”，一个国家

一旦超越了传统社会起飞，经济就可以待续增长了。

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起E”的

第一个条件是资本积累率(储蓄率)要达到lO％以

上。这里假定所有的储蓄都要转化为投资，而不被消

费掉。越南的储蓄率从1990年的6％上升到1999年

的2l％，接近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3％的储蓄率。

罗斯托的“起飞”的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一个“起

飞”的主导部门体系，它不仅本身具有高增长率，而且

要能带动其它部门的增长，是出口创汇的主力。从严

格意义上说，目前越南尚不具备这样的主导部门体

系。这可以从越南的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分析中得出

结论。越南主要出口商品为大米、能源产品、服装、鞋

类、咖啡、橡胶等，进口商品则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

原料、中间产品、制成品。1998年其商品出口为93

61亿美元，进口为114．94亿美元，逆差21．33亿美

元。越南目前仅次于泰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

但由于其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农业用地上的密度为

900人，是中国的3倍，加上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大米

和能源产品出口增长潜力不大。越南的比较优势集

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眠服务业(如旅游业)

上，近年来服装业、制鞋业发展迅速。2000年服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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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19亿美元，雇佣约160万员工；制鞋业出口14亿

美元。可以预见，随着越南进一步的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纺织业、制鞋业、旅游业等有望构成越南经济起飞

的主导部门体系。

罗斯托经济理论“起飞”的第三个条件是增长要

在制度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即要建立一种使私

有财产有保障的制度．使赍本家愿意投资。随着越南

革新开放的推进，国外投资法、公司法、破产法等市场

经济所需要的法律逐步建立起来。1992年，越南对

宪法进行了修改，目标就是要检讨整个现行法律体

系。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00万美元，1998年达

到12亿美元。但由于越南正处在转轨中，传统体制

遗留下来的弊端还十分突出，上层建筑的改革进展缓

慢，加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政府的信誉和形象受

到巨大挑战。其2000年3月的复合IcRG风险评级

为67．3(该指数是有关一个国家的投资风险的总体

指数，范围从0到100。评级低于50的表明风险很

高，评级高于80的表明风险非常低)，为中等水平。

其2000年3月的《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为29．1(该

指数指一个国家违约的概率，范围从0到100。较大

的数字表明对外债务违约的概率较低)，接近世界平

均水平的32．5，中国为56．6。

综上所述，可以判断且前越南正处在起飞准备阶

段。1995年7月，越南正式加人东盟(AsEAN)，并加

入了其组织的贸易协定(AFlH)。只要越南党和政府

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革新开放，着

力培养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我们预计在不远

的将来一定会迎来经济的起飞阶段。

二、越南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分析

(一)经济约束

人口结构方面，1999年越南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的80％，1993年农村人口中有57．2％的人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同期城市人口中有25．9％的人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产业结构方面，1999年农业、工业、服务

业增加值占cDP的百分比分别为26％、33％、42％，

与大多数落后国家不同的是其服务业对cDP的贡献

居于主饔地位，同期中国的这3项指标分别为17％、

50％、33％。这说明越南的工业基础还较为薄弱，对

农业的依赖还比较大，如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其服

务业的增长将后续乏力。1989年，国有企业成分占

GNP的25％，拥有劳动力的8％，而且大企业数目很

少，工人达700人以上的不到250家。可以断定，越

南的“二元经济结构”将长期存在，消除城乡差别的过

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这里需辩证地看待古典学派的结构变动理论，其

中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劳动剩余”理论和霍利斯-钱

纳里的经验分析模式为代表。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

是不发达国家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能使国民经

济结构从以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

现代化、城市化、多样化的以制造业和劳务业为主的

经济。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理论都有其缺陷，刘易斯片

面夸大了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的能力和忽视

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农村的技术进步、农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其结果将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迟缓，也阻

碍了工业化的进程”o。事实表明：凡是农业增长率低

的国家，工业增长率也低；凡是农业增长率高的国家，

工业增长速度就快。

越南人口密度大，大米是主要出口商品，农业毫

无疑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需给予高度重视。其

千人拖拉机拥有量1995—97年仅为4台，同期世界

水平为20台，考虑到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推

行机械化并不是提高农业技术的主要方向，但其发展

潜力仍不可小视。越南每年需要5万至6万台小型

发动机，但国内产量仅1．6万至1．7万台，而且每年

还需进口约4万辆拖拉机、15万台水泵等，现中国产

品在越南市场独占鳌头。对越南而言，应利用生物、

化学方法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如杂交水

稻、化肥、农药等。据称，越南农药市场容量约为1．2

亿一1．5亿美元，年，中国所占份额为30％一40％．越

南化肥年需求量220万吨，国内仅能生产15万吨，中

国已占据34％的市场份额。越南饲料年产量约20()

万吨，仅能满足市场需求的55％，缺口较大。

(=)体制约束

1980一1990年间，越南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

4 6％，1990—1999年这一数字为8．1％。在遭受了

80年代中期的超级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打击后，

越南党和政府痛定思痛，下决心推进革新计划，并从

1986年11月越共六大正式开始实施”J。直到1989

年，越南采取r一系列大胆而又相互协调的措施。改

革才真正获得了动力。简单地说，主要分为几个方

面：土地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汇率改革、利翠改革、

财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从1989年以来越南宏观经济的表现一直

非常好，没有经过衰退便使通货膨胀由400％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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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正确运用利率、国内信

用、财政政策、汇率管理等古典工具，另一方面得益于

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相对于其它

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有一个相当大的私有部门，在

1988年以前，这一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

革新开放后，农业、私人服务业、私人制造业的比重迅

速上升．产值已占GDP的60％，并雇佣了85％的劳动

力，大部分被公共部门解雇的工人都在一年之内被迅

速增大的私有部门吸收。同时越南在1989年统一了

汇率，使货币实际贬值73％，极大地刺激了出口，从

199卜1999年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年均增长率为27．
7％。

未来制约越南经济近一步继续向前的几个重要

体制因素将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国家法

律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资本

市场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越南于90年代初开始对

企业重组，1990年国有企业为12080家，到1994年底

缩减为6264家。减少主要是通过合并实现的，解散

的只有2000家左右，而且都是地方的小企业。由于

国有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批租土地、与官僚体制打

交道方面有明显的优势，98％的合资企业都是与国有

企业而不是与国内私人部门合资的。这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为何越南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快于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在1991一1995年期间，越南GDP年

均增长率为8．2％，而国有企业产值年增长速度为

13％，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低效率和低效益的

问题。

(三)人力资源约束

越南经济的起点很低，但是它有良好的人力资源

基础：几乎全部普及了初等教育和识字教育。人口年

均增长率从1980一1990年的2．1％下降到1990一

1999年的1．8％，每位妇女生育子女数从1980年的

5．0个下陴到t998年的2．3个。国有企业经理近

90％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私营企业经理近13％

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改革启动的时候，越南几乎没

有一个人受过宏观经济学训练，使用间接方法管理经

济的能力极其有限。从1990年至今，经过很多努力，

比如奖学金计划、通过与赞助机构合作在越南培训、

协同发展等，情况有了初步改进。由于缺乏准确数

据，不能对其高等教育做出评估。1997年越南公共

教育支出占GNP的3 0％，低于世界水平的4．8％；小

学净入学率为100％，中学为55％。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

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

寡”1。贫穷国家的经济之所“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

人力资本的匿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

形式，作为培养人才、发展经济的战略抉择，振兴教育

事业是落后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越

南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积极鼓励私人办教育，

引进外国资金办教育(在中国还没有)。另外，广泛而

持久地争取国际援助，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紧张、

推进教育发展的有效措施。1998年越南官方发展援

助人均15美元，占GNP的4．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9美元和平均0．6％的水平，而同期中国仅为2美

元和平均O．3％的水平。但是有多少国际援助投向

教育却不得而知。越南工业部门预测2001年电子和

信息工业的产值将达到1．2亿美元，而且欲将其发展

成为龙头产业。如果缺乏人力资本的有力支持，实现

这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

(四)资金约束

发展经济学中，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突出强调丫资

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而索洛等人则认

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上述结论

哪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呢?麦迪逊、纳迪里等人的

研究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资本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源泉。资本的来源是储蓄，越南的储蓄率

1990年为6％，1999年21％；同期中国的储蓄率分别

为38％、42％。假定国民经济中有家庭、企业和政府

三个部门，不考虑国外储蓄，则：

S=sH+sB+sG

s为国内总储蓄，sH为家庭储蓄、sB为企业储蓄(即

利润)，sG为政府储蓄(主要是税收)。

1998年越南政府的经常性税收收入占cDP的

15．s％。经常性非税收收入占GDP的2．4％，在发展

中国家中已处于较高的水平，增长潜力有限。据

1997年的调查，越南国有企业的平均销售盈利率不

到5％，低于银行存款的利率。由于越南半公开的地

下钱庄规模较大(至今元准确数据)，加上对国有银行

和政府信心不足，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家庭储蓄和南方

富裕家族的资金。1999年越南国内投资总额占GDP

的29％，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21％，相差8％；同

年进出口逆差占GDP的7％。储蓄缺口、外汇缺口均

同时存在，资金紧缺是显然的。

1966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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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两缺口分析”，对引进外部资源的必要性、外

部资源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作r系统的理论说

明。其中心思想是：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

标所需资源的数量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

缺口时，引进外部资源是弥补这哆缺口的必要条件。

“两缺f1分析”主要考虑的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基

本公式为：

I—s=M—X

其中1为投资，s为储蓄，差额即为储蓄缺口；M为进

口，x为出口，差额即为外汇缺口。只有公式两边相

等，经济才能均衡发展。越南1999年的情况近似相

等，一定程度七可解释其在1990—1999年问经济能

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原因：越南政府较好地控制了投

资和进口的规模。但这不等于资金紧缺得到了缓解。

越南今后应加强引进外资，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

的工作，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能增

强一国的商品出口能力，另一方面能提高国内储蓄水

平，改善国内资金供应状况，两个缺口对经济发展的

制约将被消除。加上目前越南外债已处于较高水平，

引资的数量和质量就显得尤其重要。1998年越南债

务率(外债金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重)为188％，正

高于国际公认的loo％的安全线。

三、中国西部地区开展对越经贸的机会

中国与越南经贸互补性较强，政府间友好关系的

深入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00年

两国贸易额近25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82倍，中国

已成为越南第五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从越南进口

四大类】oo多种商品，中国向越南出口五犬类200多

种商品。中国西部地区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进出口商

品。另外尚有200多种商品可望向越南进行进出口

贸易，而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总额仅为2000万美元，

与贸易水乎相比很不相称。近年，对越投资的国家和

地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

日本。其中台香新韩四个地区(国)的总共投资额份

占外国(地区)对越总投资额的一半。展望未来，中越

经贸关系将继续向宽领域、大纵深、多方式、多方位发

展，这给与之直接接壤的中围西部地区开拓了无限的

商机，其依据鱼¨下：

第一，随着中越两国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良好

的政治基础为开展经贸合作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第二，中越两国都处在经济转型巾，都在探索各

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都需要借鉴对方的经

验，两国党和政府有着加强合作的迫切需要。

第三，中越两国现在都处于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

增长状态，由于中国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先发优

势，两国经贸互补性很强。越南内需的持续扩大为相

对过剩的中国商品找到了一个新兴市场，同时越南商

品竞争力的增强也为其厂商提供了进军中国市场的

机会。

第四，具有灵活、方便、快捷、不需支付硬通货币

结算的中越边境贸易将继续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占尽

了地利优势，成为推动中越经贸合作的重要动力和方

式。据泰国《亚洲时报》报道，越南边境经济区同中国

2000年的双边贸易额增至20亿美元，受益的省份包

括谅山、广宁、老街、河江及中国的西部地区。

总之，中越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越共的现

行政策不发生后退。越南现正申请加入wT0，这是

稳定未来政策的重要一步。正如越南领导人杜梅所

说：“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越南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迈进的焦点，如果我们不想落后，那么这就是我们所

有活动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决定性

因素。经济必须赶上本地区以及广泛的世界的其它

经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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