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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云南，红河州，河口，中越口岸滇越铁路的米轨（摄于2014年1月）
。图/IC photo

越南铁路并轨的南北线和东西线

加强互联互通，扩大边境口岸开放，是越方主动提出的。据越南通讯社报道，阮富
仲在北京访问时重申，希望保持供应链通畅，为两国商品顺利清关提供便利；提高
越南通过铁路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的商品限额；为拓展航空、陆路和铁路运输合作
创造便利条件。

11月1日签署的中越《联合声明》的第七部分第一条是这样写的：双方同意，积极
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加快推动商签两国政府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开展产能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合作
，尽快完成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规划评审。

第八条进一步指出：继续扩大边境口岸（通道）开放，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推动就老街（越南）-河口（中国）铁路对接方案商谈一致。

在阮富仲访华之后，越南交通运输部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根据该部向越南中
央政府提交的《至2030年铁路国际联运服务能力提升方案》，越南将大幅度提高铁
路的货物进出口量，从2021年的110万吨升至2030年的400万-5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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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将越南首都河内与南部最大城市胡志明市连接起来，从构想上看，相当于我
国的京沪线。其中，南北高铁的建造计划投资560亿美元，拟由日本政府开发，该
铁路进一步向北延伸，通过同登与广西的凭祥、崇左、南宁连接。

目前南宁至崇左的铁路已经开通，而崇左至凭祥的铁路预计2024年开通。未来，该
铁路也会连接防城港等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港口，进而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海铁联
运组成更大范围的物流。

而另外一条就是以河内为中心的东西线，向东到海防港，向西北连接老街与云南的
河口，进而连入昆明，这样就能与昆明始发的中老铁路连接起来。事实上，2019年
3月，滇越铁路已经开通了海铁联运。

越南将进一步融入正在形成的泛亚铁路网

阮富仲访华，中越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照越方的说法，对华关系被
视为越南对外政策中的第一优先事项。在当前世界局势不稳定、不确定性大幅度增
加的背景下，从政治上考虑，越南也需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
第六大贸易伙伴国，2021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300亿美元。

日本虽然是越南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第一大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国、第二大劳务合作
伙伴，但其发展潜力远不如中国。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2021年达到1230
亿美元，为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仅为越南的第11位投资来源国。2022年，
越南对美出口落后于对华和对墨西哥的出口。

越南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全球通胀上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明年经
济增速会低于今年。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形势，越南希望加快国内公共设施的投资，
当然也包括基建。

就中长期目标而言，越南将进一步融入正在形成中的泛亚铁路网，利用好中国发展
带来的机遇。越南同意深入讨论铁路并轨，有一种考虑是越南通过中国通道，与中
亚、欧洲有了贸易。

2019年3月，“越南-中国-哈萨克斯坦-欧洲”铁路运输走廊正式开通，堪称越南版
的“越欧班列”。首批货物是韩国企业运往德国杜伊斯堡的电子产品，耗时22天。
2021年10月，越南交通运输部对老街至河口的铁路项目进行调研，计划与中方的
轨道改造工程进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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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的铁路建设和跨境运输进展神速。一方面，在玉溪线之外，中国从2015年
起即开工建设红河州内的弥勒至蒙自的高速铁路，预计今年可通车，将大大提高云
南铁路网客运能力对东南亚的辐射力度。

与此同时，中越班列也越来越延伸至中国中西部地区。例如，今年6月初，重庆至
越南安员的跨海关关区的“铁路快通”模式落地，标志着中越班列进入新时代。接
入越南的铁路口正是广西的凭祥。截至10月底，今年中越跨境班列已累计开行238
列，同比增长超过178%。值得注意的是，广西防城港到中越边境城市东兴的防东
高铁建设进展也很快，预计2023年建成通车。

中越贸易跃升与嵌入生产网络

推动越南加快推进铁路并轨的更为基础的动力，是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像早
年中国沿海地区的翻版。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国-越南-
美国的新贸易三角关系，并且深嵌入亚洲的生产网络中。

越南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0年前的13%增加至目前的17%以上，越南吸引的
外资净额平均每年占到GDP的5%，是东亚地区迄今为止最高的比率。一些评级机
构也将越南提升至BB，称其为“新兴之星”。截至2022年10月，越南累计实际利
用外资近2700亿美元。世界银行甚至预测，今年越南经济增速将达到7.2%，领跑
东亚地区。

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是越南过去几年取得显著成绩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例如，
中方数据显示，202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30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截至202
1年，中方对越直接投资存量159亿美元。截至2022年2月底，中国企业在越累计承
包工程合同额717亿美元。

越南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越中双边贸易额达1658亿美元，同比增长24.6
%，中国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2021年对华出口559亿美元，是2002年的37倍
。

越南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手机及其零配件，电脑、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机械设备
和其他零部件，照相机、摄像机及其零配件，各类纱线和纺织线；从中国进口的主
要是电脑、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机械设备和其他零部件，各类布料，手机及其零
配件，塑料制品。

考虑到新冠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趋于恶化，中越贸易的这种高速增长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反映出双方合作的深度、广度，这不仅是因为中美竞争导致产业转移所致，
也得益于亚洲运行多年的价值链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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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南来说，参与价值链贸易有极大的好处，不仅可以带动中低端劳动力进入劳动
密集型产业，也可以在没有自有品牌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甚至生产某些知名品
牌的零部件。

在世界市场上，越南今年前10个月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六种商品，第一位的是
手机及其零部件，达500亿美元；第二位的是电子产品、电脑及其零部件，约470
亿美元；第三位的是机械设备工具及其他附件，约380亿美元；第四位的是纺织品
服装，约320亿美元；第五位的是鞋类，约200亿美元；第六位的是木材及木制品
，约134亿美元。

对照中越贸易的产品，可以看出，中越贸易的品类主导了越南与世界贸易的结构。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越南贸易的爆发是复制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模式。俄
乌冲突进一步提升了越南的贸易地位。

2020年8月1日，《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从2020年8月至2022年7
月，越南对欧盟出口总额达834亿美元，与2016-2019年阶段相比增长了24%。越
南商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明显提升，越南也崛起为欧盟在东盟地
区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越南越来越成为很多国际大公司规避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三方
市场。例如，今年6月，苹果公司已经将平板电脑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越南。越南
作为电子产品出口国，从2001年排名第47位，至2020年跃升至第10位，出口价值
占全球电子产品出口总值的1.8%。

以此为背景，不难理解，无论是访问北京的阮富仲，还是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峰会的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均希望中越双方加强铁路连接，增
加越南货物通过铁路转运到第三国的数量，希望中方尽快批准开放和升级边境地区
的一些边境口岸和交通连接项目。

从中国的角度看，越南融入泛亚铁路网带来的效应会更广泛。越南是自由贸易协定
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也是“印太
经济框架”的谈判方，还和欧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越南的人口即将突破一亿，
越南领导人身段灵活，在全球外资和外贸中的地位日渐上升，将是推动世界开放和
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支持者。这些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样重要。

撰稿/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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