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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

重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更应看

到危机中所蕴含的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

沿、沿边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平台的

西南陆路边境口岸成为防止境外

输入的重要屏障，面临着新冠疫情

的巨大冲击，应积极转变发展思

路，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推动兴边

富民。

一、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简介

与新冠疫情特点

（一）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简介

从区域角度来看，西南陆路边

境包括广西、云南、西藏三省区，本

文基于受新冠疫情影响程度（西藏

至今为止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1

例，并已经治愈出院）和数据可获

性，仅选择广西和云南的陆路边境

口岸进行分析。广西与云南的陆路

边境线长达 5080公里，占中国陆

路边境线总长的四分之一强，分别

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其中包括

17个一级口岸和 13个二级口岸。

西南沿边地区是中国相对贫困集

中地区，受新冠疫情冲击较大，因

为低收入者的就业方式主要为非

正式就业，工作岗位及收入具有很

大的不稳定性，更易受外界因素的

影响。因此探讨新冠疫情对西南陆

路边境口岸的影响并探索相应的

对策，对促进兴边富民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二）新冠疫情特点

一是新冠疫情是全球化以来

最大的流行病。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0）的相关研究，新冠病毒的传

染率为 1.5—3.5，比 2003 年的

SARS、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都

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

计，截止 2020年 7月 1日，全球累

计报告了 1030多万例新冠肺炎病

例，超过 50万人死亡，波及 200多

个国家。二是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是全球性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2020年 6月份的预测，

新冠疫情冲击将导致 2020年全球

经济收窄 4.9%，比 1月份新冠疫情

发生之前的预测调低了 6.5个百

分点，是 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

代初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并且复苏具有不确定性。三是新冠

疫情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Alessandro Sforza and Marina

Steininger（2020）的研究发现，新

冠疫情对批发和零售、公共服务等

行业的冲击较大。其中，在隔离场

景下，新冠疫情对欧盟批发和零售

行业造成的损失超过 2065.8亿美

元，而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为 318亿

美元。

二、新冠疫情对西南陆路边

境口岸的冲击

（一）新冠疫情影响西南陆路

边境口岸的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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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东盟的新冠疫情总体平

稳，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其中，新冠

疫情相对严重的国家为印尼、菲律

宾、新加坡，而与中国西南陆路边

境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相对较

轻。当前中国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

控制，但是为了防止第三国新冠肺

炎病例的输入，西南陆路边境口岸

新冠疫情防控的态势仍比较严峻。

广西除凭祥友谊关、东兴口岸外，

对凭祥铁路、爱店、水口、垌中等口

岸及凭祥浦寨通道等仅保留货运

通行功能，其余口岸、通道暂时关

闭。云南 19个陆路口岸与 14个通

道仅保留货运通行功能而暂停客

运功能，其余通道暂时关闭。严格

的新冠疫情管控导致西南陆路边

境口岸的人员、货物等跨境流动急

剧下降。具体表现为：一是对西南

陆路边境口岸贸易造成冲击。以边

民互市为基础的边境贸易是拉动

口岸经济发展和边民就业的重要

力量。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以人

员接触为主的边境贸易受冲击较

大，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的贸易和去

年同期相比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据

南宁海关统计，2020年前 2个月，

广西边境小额贸易与边民互市贸

易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89 亿元、

38.8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5.5%、

35.2%。可见，西南陆路边境口岸贸

易受到较大冲击。二是对西南陆路

边境口岸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

击。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跨境劳务

合作是推动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发展

的重要途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9年，越南、老挝、缅甸的人口分

别为 9646万、717万、5405万，20—

54岁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分

别为 51.4%、47.6%、48.9%（2017 年

数据），劳动力资源丰富。2019年，

越南、老挝、缅甸的人均 GDP分别为

2715 美元、2535美元、1408美元，

分别为广西（云南）同期的 43.59%

（39.06%）、40.70%（36.47%）、22.61%

（20.26%），可见越南、老挝、缅甸的

劳动力成本优势显著。2016年国务

院出台的《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

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允许包括西南陆路边境一级口岸

在内的沿边重点地区按规定招用

外籍人员；2019年出台的《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

确规定，位于凭祥的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崇左片区的主要功

能之一就是发展跨境劳务合作。截

至 2018年底，仅广西东兴、凭祥两

市就累计利用越南劳工 20多万人

次，有效促进口岸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云南德

宏州瑞丽市每天有 3万左右的缅

籍人员从姐告口岸进入，其中大多

从事跨境劳务工作。新冠疫情导致

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管理严格，致使

越南、缅甸等邻国的劳工进不来，

从而影响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三是对西南陆

路边境口岸服务行业造成较大地

冲击。根据 《云南统计年鉴

（2019）》，2018 年云南边境口岸入

境一日游的外汇收入高达 5.74亿

美元，表明边境旅游是口岸经济收

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务院新闻办

的报道，2019年广西仅陆路口岸出

入境人数就达到 2079 万人次，平

均每天 5万多人次；而新冠疫情发

生后，从 2020年 3月 18日至 5月

18日，广西陆路口岸累计入境人数

仅为 4765人，平均每天只有 80人

左右。另据云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消息，该省

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开始严控境

外疫情输入后，4月 4日的入境人

数比 3月 30日下降了 74.94%。入

境人员的大幅度减少使得西南陆

路边境口岸的消费需求急剧缩减，

从而对相关服务行业造成较大冲

击。

（二）新冠疫情弱化西南陆路

边境口岸的支撑

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的发展离

不开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支撑。

而新冠疫情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条

途径，弱化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的支

撑。在供给方面，新冠疫情防控需

要实行人员隔离政策，导致劳动力

供给减少，从而影响生产，这对服

务行业的影响尤为突出。2018年，

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高

达 46.3%，而东盟有 1269万人从事

服务行业（不包括公共服务在内），

占全部就业的 43.8%（ADB，2020），

受疫情的冲击较大。在需求方面，

新冠疫情蔓延对居民消费地冲击

较大，尤其是旅游、住宿、交通、文

化娱乐等服务消费下降幅度更大。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0年 6月份

的预测，2020年中国、东南亚（含东

盟和东帝汶）的经济增长率仅分别

为 1.8%、-2.7%，分别比 2019年下

降了 4.3个百分点、7.1个百分点。

东盟有 8个国家 2020年的经济增

长率为负，其中泰国 2020年的经

济增长率预计为 -6.5%，跌幅达

8.9个百分点。而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6月份的预测，2020年中国

与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经济增

长率分别为1%、-2%。新冠疫情导致

中国与东盟经济增速下滑，将会弱

化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的支撑。

（三）新冠疫情淡化西南陆路

边境口岸的政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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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兴边富民，中国对包括

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在内的沿边地

区在投资、边民互市等方面实施了

大量优惠政策。而新冠疫情爆发之

后，面对前所未有地冲击，中国及

时出台了系列积极经济政策，如增

加 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增

加 1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发行 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等；而受经济

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

响，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对上述积极

政策利用不够充分，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淡化了西南陆路边境口岸的

政策优势。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

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显著

的区域差异效应，对东部的作用较

大，而对中西部的影响较小。

三、新冠疫情为西南陆路边

境口岸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东盟跃升为中国最大贸

易伙伴为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发展

带来新的动能

中国与东盟海陆相邻，贸易往

来密切，双边贸易总额从 2000年

的 395.2亿美元上升至 2019年的

6414.6亿美元。2019年之前，欧盟

和美国是中国前两大贸易伙伴，因

而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区位优势。

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

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

计，2020年 1—5月，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欧美市场萎缩，中国—东盟

双边贸易额达 1400亿美元，占中

国外贸总额的 14.7%，东盟首次超

越欧盟而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其中，越南是与中国贸易往来

最为密切的东盟国家，2020年第一

季度中越双边贸易额达 217 亿美

元，占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

15.5%。西南陆路边境口岸与越南

接壤或相近，具有良好的区位优

势，发展动能强劲。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为西南

陆路边境口岸产业承接带来新的

机遇

全球价值链是二战后全球分

工的主要形式，其把生产分工从产

业环节推进到工序环节，降低了发

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门槛。中

国处于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之一的

东亚生产网络（其他两大生产网络

为北美自贸区、欧盟）。新冠疫情发

生之前，全球产业链布局主要考虑

经济因素，如通过生产工序外包来

节约劳动成本等。新冠疫情发生之

后，跨境交易成本上升，甚至导致

某些全球产业链中断，从而放大了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地冲击。为

此，出于稳健和效率的考虑，应对

疫情等灾害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

的主要影响因素。西南陆路边境口

岸所在地区相对落后，产业集聚度

不高，应对传染性疫情具有一定优

势。其中，截至 2020年 7月底，广

西沿边的崇左市是该区十四个市

中唯一没有发生本地新冠肺炎病

例的城市。由于疫情防控的差异，

中国和东盟的新冠疫情目前已得

到基本控制，而欧盟和北美的疫情

防控形势还比较严峻。在逐利资本

的驱动下，全球产业链总体上存在

从西（欧美）向东（东亚、东南亚等）

转移的态势，西南陆路边境口岸作

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具有

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的良好机遇。

（三）“一带一路”倡议新内涵

为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发展带来新

的发展空间

新冠疫情的蔓延显示，公共卫

生是全球发展的短板。2020年 6月

18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级别视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

“一带一路”倡议寄予新期待，提出

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维护人民健

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为西南陆路边

境口岸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根据东

盟秘书处的统计，2017年东盟国家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71.9 岁，而

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76.7

岁；2016年东盟 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为 26‰，比中国同期高出 15.8

个千分点，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中

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总体高于东盟

平均水平。事实上，东盟国家每年

都有大量的边民来中国寻求更好

的医疗服务。当前，与西南陆路边

境口岸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等

国的新冠疫情虽然比较轻，但因其

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大面积爆

发的风险依然存在。为此，西南陆

路边境口岸应充分利用国内的医

疗卫生资源优势，发展面向东盟的

健康安全合作。

四、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应对

新冠疫情的发展策略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0年 6

月份的预测，中国与东南亚 2021

年的增速将分别回调到 7.4%、

5.2%，其中中国增速比新冠疫情发

生前的 2019年还高出 1.3个百分

点。可见，中国与东盟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双边合作空间巨

大。因此，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应在

继续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基

础上，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积极增强口岸经济韧性，化危为

机，渡过难关。考虑政策优势被淡

化，建议国家创新西南陆路边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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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支持方式，推动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新优势。

（一）积极发展数字贸易

为应对新冠疫情严格管控所

致的人员跨境流动困难，西南陆路

边境口岸应充分利用 2020 年中

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的机遇，

积极发展针对边民的数字贸易，实

现人货分离。构建适应小额贸易的

西南陆路边境口岸数字贸易平台，

降低边民参与的门槛；将允许边民

每天线下享受 8000元贸易额免税

的优惠措施转移到线上，激发边民

参与数字贸易的积极性；积极开展

相关培训，提升边民参与数字贸易

的意识和能力；拓展口岸数字贸易

的空间，实现全球买全球卖，避免

过度依赖邻国单一市场而形成的

风险。

（二）谋划以跨境免税购物中

心挖掘越南市场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越南

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根

据越南的计划，其年均增长率将保

持 8%，到 2035年将达到中上收入

国家水平。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中国与越南货物贸易总额从 2015

年的 958.19 亿美元升至 2019 年

的 1620.03亿美元，成为中国在东

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另据亚洲开发

银行 2020年 6月份的预测，今年

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

仍保持 4.1%的增速，是东盟唯一保

持正增速的国家。世界银行（2016）

预测，到 2035年其城镇化率将超

过 50%，人均 GDP至少达到 1800美

元（按 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超过一半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阶

层，其每人消费 15美元 /天，购买

力巨大。因此，西南陆路边境口岸

应充分发挥与越南相邻的优势，借

鉴霍尔果斯口岸的经验，探索在新

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发展

跨境免税购物中心，充分开拓越南

市场。

（三）构建中国—东盟产业链

衔接的枢纽

中国—东盟产业链经受住新

冠疫情冲击的考验，并且合作正在

进一步加强。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应

充分利用与东盟相邻的区位优势，

针对东盟的电子和通信产业，积极

承接东部电子与通信零部件产业

转移，打造中国—东盟产业链衔接

的枢纽。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2018）的报告，集

成电路是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

的主要出口产品。其中，2017年越

南电话设备、集成电路分别占其出

口总额的 19.8%、6.5%，是该国出口

的前两位商品。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议（2020）的研究，中国中间产品出

口下降 2%，将导致新加坡、越南、马

来西亚、菲律宾的通信设备产业损

失分别为 10.27亿美元、8.81亿美

元、2.68亿美元、1.15亿美元。为

此，应加强广西与云南陆路边境口

岸的合作，明确各自定位，进行合

理的分工与合作，避免双方在承接

东部电子和通信零部件产业中形

成恶性的逐底竞争。针对目前联接

西南陆路边境口岸交通基础设施

等级偏低的状况（如作为国家一类

口岸的广西宁明爱店口岸尚未有

高速公路或铁路联接，全程仅 50

多公里的二级公路需要行驶 1个

多小时），建议提升西南陆路边境

口岸联接腹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以

便更好承接东部电子和通信零部

件产业转移。

（四）注重医疗卫生合作

新冠疫情没有边界，中国与

东盟应在新冠疫情防治中加强合

作。在防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

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中药在

东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中国是

全球最大的中药材消费国，进口

药材是中国中药材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东盟国家中药材资源

丰富，其中鸡血藤、土茯苓等是中

国稀缺而需求量大的原生中药

材。广西宁明爱店口岸是广西边

境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中药材

集散地，云南瑞丽口岸是全国中

药材进口通关量最大的口岸。为

此，建议西南陆路边境口岸充分

利用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维护人

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之机遇，

依托广西宁明爱店口岸和云南瑞

丽口岸，发展以东盟国家中草药

为原料的中药产业，打造中国与

东盟医药产业合作发展的新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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