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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10+3 国家就业市场的冲突与共荣
①
 

 

 

 

摘要：东盟10+3国家是全球最重要的就业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然

而，这些国家主要供给低技能劳动力，同质性较高，对资本普遍具有强需求，使得

国家之间存在潜在的就业冲突。2008年之后，受到中国人工成本上升，这些国家之

间出现了对外资的再分配，也从而带来了就业岗位分布的调整。从中长期来看，东

盟10+3国家将普遍失去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且可能成为受到新科技革

命对就业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各国产品市场、促进对发展

的共同参与、加强就业领域的对话和合作，是10+3国家未来共同发展的潜在机遇。 

关键词：东盟10+3；劳动力市场；就业冲突 

 

在全球范围而言，东盟10+3国家是全球最重要的就业市场，拥有超过全球三分

之一的劳动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泰国、新加坡受到了巨大的就业冲击。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内，韩国的失业率从2.6%上升到7%，泰国的失业率从0.9%上

升到3.4%，新加坡的失业率从2.5%上升到4.8%。尽管不同国家受到的影响呈现出不

同的强度和消化速度，但东盟10+3国家中有9个的失业率都在1997到2003年之间显著

上升。考虑到这一地区在全球就业问题上的重要地位，了解其就业市场的主要特点、

潜在冲突和共同发展的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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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盟10+3国家就业市场的简单回顾 

整体而言，东盟10+3国家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并且就业

相对充分、失业率非常低。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东盟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具有很高

的影响权重，其人口特征变化、劳动力技能调整、就业结构转型等都将对全球经济增

长带来巨大影响。从劳动力规模来看，2016年10+3国家的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总规

模的37%，在资源上规模上具有绝对优势。同时，东盟国家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15

岁以上人口的就业比例在1997年接近72%，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效应

和人口结构变化，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截止2016年仍然保持着67%的高水平，是全

球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地区。与此相比，占全球劳动力规模20%的南亚地区劳动参与

率只有不到53%。考虑到劳动力规模和参与率两方面的差别，东盟国家在就业市场上

活跃的劳动力规模是南亚的2.3倍以上，更远超过拉美、中亚等其他地区。相较于其

他地区，东盟10+3国家的就业灵活性整体较好，失业率始终维持在5%以下。亚洲金

融危机发生之后，东盟国家的失业率从4.2%到4.3%之间上升到4.7%到4.8%，但2006

年失业率又逐步下降，近年来一直维持在4.3%到4.4%的范围内，其他发展中地区的

失业率则均在8%以上。结合劳动力规模、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三方面因素，东盟10+3

国家的就业总量在全球就业盘子中占比极高。 

然而，东盟10+3国家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最显著的特点是技能水平

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2016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东盟10+3国家仅为38%，该比例

在北美地区为84%。东盟地区是仅次于南亚和非洲之后高等教育入学率最低的地区。

与此对应，这一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也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中亚、拉

美等地区国家。2016年北美地区平均每个就业岗位创造的GDP为10.9万美元，欧洲和

中亚地区为6.4万，中东和北非是5.9万，拉美为3.0万，东亚为2.8万，南亚和非洲则分

别为1.5万和9,000美元。这两个指标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各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替代性较差，东盟10+3国家是全球各地区中低技能供给的主要来源。 

 

二、东盟10+3国家面临的就业挑战和潜在的冲突 

东盟10+3国家存在潜在就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劳动力普遍具有低技

能特征、同质性较强、且对资本具有强烈的需求。东盟国家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

域，这一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占全球外商投资总规模的一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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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年时间里，大批外商从东盟国家撤走，东盟10+3国家所吸引的外资流入规模一

度从全球外商投资总规模的51.5%下降到32.5%，同一时间，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

外资流入从全球的34.1%上升到51.0%，基本吸收了从东盟地区流出的外资规模；尽

管金融危机使东盟10+3内部一些国家受到的影响超过另一些国家，但没有出现外资

在东盟国家内部的再分配。2001、2002年之后境外资金对东盟国家的流入就开始显

著恢复，2015年10+3机制下的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商投资占全球FDI总额的47.6%，

外资净流入规模约为3073亿美元。 

从10+3机制下各国对外商投资的分配来看，整体而言，中国占外资流入的份额

最大。中国吸引的外资规模占九个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总量的80%以上。亚洲金融危

机爆发后的两年内，外商在印尼的撤资规模非常显著，马来西亚、泰国的资本在1998

年也发生了明显下滑。与此相比，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略有下降，从442亿美元下

降到388亿美元，由于外资从其他国家撤走的现象更为严重，1997到2001年期间，中

国吸引的外资在10+3机制下九个发展中国家中的占比从71.3%上升到90.3%。 2001到

2008年，各国开始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逐渐走出来，外资流入迅速增加，中国吸引的

外资数量从471亿美元增加到1562亿美元，但在10+3发展中国家外资总盘子中的占比

逐渐下降，基本维持在80%到85%之间。 

2008年之后，10+3框架下就业市场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劳动力规模不断下降、

人工成本不断提高。由于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殆尽、国内用工制度不断完

善，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

对外资的竞争力。2010年开始，中国吸引的外资规模进入瓶颈期，规模在2500亿美元

上下浮动，而它在东盟国家外商投资规模中的占比却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0

到2015年之间，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的年均增幅是-0.1%，与此相比外商投资在菲律

宾的年均增幅是39.4%，缅甸是35.3%，老挝是31.1%，柬埔寨是18.3%，越南是8.1%，

印尼是5.3%。考虑同一时期10+3国家吸引的外资规模在全球外资总盘子中的占比基

本稳定，可以判断外资逐渐向菲律宾、缅甸、老挝等国家转移，在东盟10+3区域内发

生了再分配，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也在区域内重新调整。这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劳

动力的替代性和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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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国家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主要就业问题 

从根本上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其生产过程中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缺乏真

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密切的相关性。然而这一状况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二十年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密集的廉价低技能劳动

力投入仍然是这一地区生产的主要特点。展望未来一个时期，东盟国家的就业形势

面临两个关键挑战。 

第一，东盟10+3将不再具备大规模低技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人口增长率低迷

且老龄化问题严重。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东盟10+3国家的劳动力增长率下降

到了0.62%，成为继欧洲和中亚、北美地区之后劳动力增长率最低的地区。日本65岁

以上人口在2016年已经达到27%，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2050年会达到33%，韩国、

新加坡、泰国的老龄化问题都比较严重。虽然幅度不大，但其他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

已经非常明显，除了马来西亚和缅甸之外，泰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尼、老

挝的劳动力增速都在下降。 美国议会预算办公室的研究表明，1950到2015年间全球

潜在生产率的增速为3.2%，未来二十年这一增速将下降到1.8%。 这种大幅的下降中

70%的部分都要归因于劳动力增长的减速。从这一点来说，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

堪忧。 

在克服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政策中，有三个政策被普遍运用。一是提高女性劳动

力的参与率，二是采用弹性退休年龄、延长老年人口的劳动时间，三是提高劳动生产

率。这三个典型政策在10+3机制下的发展中国家效果都会非常有限。首先，10+3机

制下的发展中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尽管有所下降，2016年仍然达到62%，与

撒哈拉以南非洲并列全球第一，比中亚、拉美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比更远高于

南亚和北非地区。通过政策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需要更好的制度设计。其次，发达

国家通常通过改革养老保险、延迟退休年龄，将劳动力的实际工作时间延长。然而发

展中国家中老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高。1997年适龄人口中完成中学阶段

教育的比例在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为50%左右，在柬埔寨、缅甸、老

挝则在30%以下。随着这些劳动力步入45岁到60岁之间，他们的知识结构陈旧，在就

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非常脆弱，适应市场的能力较低。最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

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政策也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低技能特征而效果大打折扣。

在日本，新技术被运用于老年劳动力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例如机器人科技、自动化

使餐饮业服务业对劳动力的体力需求降低。但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很难复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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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技术在被推广和使用的过程中与缺乏技能的中老年人群的匹配水平速度最慢、

匹配水平也最低。 

第二，新的科技革命将给全球就业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其中东亚地区可能受

到的冲击最大。近年来，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在日本、韩国、

中国、意大利等，机器替代工人的情形随处可见，所有的厂商都知道未来三十年工人

的数量会逐渐减少且工资将逐渐提高，这进一步促进了自动化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新科技将首先破坏重复性和标准化程度高的就业岗位，而重

复性较低或不容易进行标准化的工作受到的冲击较小 。然而，由于过去几十年发达

国家进行技术垄断，10+3机制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岗位通常具有典型的重复性和

标准化程度较高、所需要的技术水平有限的特点。这将意味着新技术产生导致的就

业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可能远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冲击，10+3机制下的发展中国

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将首屈一指。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整体低迷、撒哈拉

以南非洲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它们或许可以复制“亚洲

模式”，通过注入制造业、提高出口、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发展。

失去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优势而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边界不断拓展之后，东亚地区可

能面临急剧的就业结构调整。 

 

四、10+3机制下各国共同发展的潜在机遇 

全球各地区劳动力的平均技能呈现出鲜明的阶梯型特点，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替

代性较低。这给10+3国家提供了前几十年经济迅速发展的空间，也可能由于全球贸

易一体化、技术变革等原因成为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陷阱。展望未来三十到五十年，

东盟10+3国家的潜在生产率尚待发掘，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政治、社会风险加

剧。保障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发挥地缘优势，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对话和合作，控制经

济在未来几十年中的下行风险，实现不同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参与是一个重要的

战略问题。 

从中周期来看，10+3机制下各国合作和发展的一个契机是区域内的生产和消费

形成了一定的自我依存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恶劣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

东亚国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过高， 自身的经济增长具有

脆弱性。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逐渐成为10+3框架内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以受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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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影响最严重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为例，1996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

比重分别为8%、3%、2%，201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25%、12%、16%，中国连续九年

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出口

市场的作用会不断提高，中国的蓬勃发展也就是各国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会给区

域内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的契机和动力。 

由于人工成本上升、资源消耗殆尽、环境约束加强，中国正在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这使包括外资和内资在内的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很多行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将带动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这一过

程中会产生对资金、技术、中间产品的大幅需求，并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给中国

的发展带来契机。利用10+3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现有框架加强合作，促进经济一

体化，扩大市场并降低贸易成本，能够提高整个地区的潜在生产率。此外，在产业结

构升级的过程中中国进行了在市场机制、就业机制、金融机制改革方面的有益探索，

可以在将来为东盟发展中国家推广和借鉴。10+3机制下的各国可以加强在公共就业

服务、青年等特殊群体就业、区域内就业市场一体化、培训、和改善就业市场灵活性

方面促进研究、对话和合作，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共同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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