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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

中国与老挝自1961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

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合作频繁且顺

利。虽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国间曾出现过微小

分歧，但中老的友好关系从未发生根本变化，中老两

国比邻而居、和睦共处、政体相似、社会形态相仿，在

国家层面、部门层面、企业层面均合作紧密，成为国际

上国家间合作伙伴的典范。近二十年来，老挝依托与

中国各层面的紧密合作，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中国资本的持续流入，老挝的国计民生有了很大

改善，产业集群建立也初现端倪。在搭乘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快车的同时，老挝颁布了多部新的法律法规和

多项新的政策，为中国技术、资本等多方面的投入创

造更便捷的通道。

一、老挝国情简介及经济发展展望

老挝，地处中南半岛北部，是东盟成员国，也归属

亚太国家行列。在地理位置上，老挝东连越南，西接

泰国，南与柬埔寨为邻，北与中国、缅甸两国为伴。老

挝地缘关系相对简单，与周边国家都保持着友好的国

际关系。

老挝气候适宜，降雨颇多，是典型的热带、亚热带

季风气候。老挝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全国行

政区划包括1个直辖市，1个行政特区和16个省。老

挝是世界上欠发达国家之一，以农业为主，工业、服务

业基础薄弱。

近年来，中国对老挝的投资为老挝经济快速发展

提供了依托。通过对近些年老挝经济发展研究，以老

挝2013年经济数据为依据，可以发现，当年老挝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1%，达到了111.4亿美元，其中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0美元。由于原油、原煤、

电力、天然气等全球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在经济大形

势下会出现价格曲线波动，但是老挝在2013年这些

生产资料却呈现上涨趋势，单单只是通胀率就同比增

加了1.19%，高达5.64%。

图1

图2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 TONHPHANITH OUMAPHONE(邓小蝶) 宋良荣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TONHPHANITH OUMAPHONE（邓小蝶）（1995—），女，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老挝留学生）；研究方向：投融资管理。宋良荣

（1966—），男，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与财务管理。

摘 要：自 1961 年中国与老挝创建友好关系以来，中国与老挝的国际合作越来越频繁。虽说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出现过分歧，但是中国与老挝的友好关系从未发生过变化，中国与老挝两国在国家各个方面都开展

了合作，成为国际上紧密的合作伙伴。本文分别对中国与老挝近些年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发现了中国

在老挝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合理解决方案及应对策略。如若将老挝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

种问题加以优化解决，那么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将成为老挝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促进经济发展合作的引

擎器，带动老挝经济高速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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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老挝2016至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析发现，老挝国内生产总值与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图2），但

是在2020年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受

到全球疫情干扰，老挝国内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

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下，老挝发现自身不足，

对外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对内通过调整产业结

构，改革出新，制定并实施了多种经济政策，多管齐

下，推陈出新。

二、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现状及趋势分析

（一）宏观政策协调沟通是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

的保障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

流和协调配合，稳步推进。要坚持统筹发展并兼顾投

资安全，中国的发展理念蕴含着对人类现实状况和发

展趋势的深入思索，规划的是未来国际社会正确的前

进方向。

中国与老挝恢复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贸

易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国际合作越来越频繁。中国与

老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仍然

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这样，中国与老挝的合作

伙伴关系才能更加稳固，贸易合作才能更加长远。中

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不只是资金上的简单投资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从老挝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各个方

面进行合作互动，加强两国经验交流，以“一带一路”

为契机，以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为桥梁，坚持社会主

体意识形态，开放融通，互惠互利，以博鳌亚洲论坛的

召开为新起点，中国与老挝共同发展，即使在疫情的

强大冲击下，中老关系仍然会稳步向前。

（二）中国稳居对老挝直接投资的前列

从1989年-2021年，中国作为老挝的友好邻邦，

在这三十二年当中，共投资项目821个。仅仅只是

2021年一年就有20个项目，现实价值超过了10亿美

表 1 2016-2021年中国对老挝各行业投资金额

行业

农林

采矿业

加工业

电力、燃气

建筑

零售维修

运输和仓储

住宿和餐厅

信息和通信

金融和保险

房地产

专业技术

支持和管理服务

教育

人类、社会工作

艺术、娱乐

其他服务

合计（美元）

2016

5,200,000

1,135,967,750

16,150,000

335,460,000

2,394,400,000

24,320,000

5,145,000

3,060,000

250,000

160,000

1,900,000

150,000

3,922,162,750

2017

1,500,000

90,999,188

43,665,513

114,830,000

56,059,506

20,895,000

102,357,375

22,875,000

2,040,000

1,700,000

660,000

150,000

700,000

6,032,000

464,463,582

2018

350,000,000

24,000,000

108,207,500

450,000,000

577,300,000

67,833,163

8,285,625

21,517,187

500,000

30,100,000

1,316,250

15,582,812

1,000,000

18,965,625

13,301,250

1,687,909,412

2019

625,000

302,600,000

135,171,111

2,665,278

139,860,523

58,561,853

9,919,444

61,888,069

32,205,392

55,138,889

47,105,948

277,778

2,547,980

527,778

62,150,000

911,245,043

2020

62,678,260

20,934,924

76,000,000

12,251,880

32,075,000

2,085,000

43,258,700

12,500

5,500,000

37,800,000

19,943,477

45,633,000

22,753,167

41,020,000

421,945,908

2021

1,580,000

11,400,000

7,826,258

75,487,610

10,118,500

4,000,000

9,845,000

14,630,000

109,500,000

1,743,959

217,717

494,624

30,288,000

277,131,668

总计（美元）

358,905,000

1,627,645,198

331,955,306

864,125,278

3,314,130,013

248,968,022

24,290,069

162,548,956

152,765,267

28,375,000

234,578,889

72,059,634

62,313,590

1,367,717

47,361,396

6,559,778

146,909,250

7,684,858,362

数据来源：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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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不仅为老挝的发展提供了资金、项目援助，也

解决了老挝许多人民的就业问题，进一步维护了老挝

社会的稳定。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农林

业、采矿业、加工业、电力、燃气、建筑、批发零售贸易、

汽车摩托车维修、运输和仓储、住宿和餐厅、信息和通

信、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专业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

教育、关于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的活动、艺术、娱乐等

其他各个服务领域。具体投资金额见表1。

图3

2021年，老挝与中国贸易总额呈现两位数字的

增长，全年达到43.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1.4%。其

中，中国对老挝出口贸易总额是26.8亿美元，同比增

长了28.2%；进口贸易总额为16.7亿美元，同比增长

了11.9%。虽说受疫情影响，中国仍然是老挝的主要

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稳步上涨。然而，中国对老挝

的直接投资却呈现下降趋势，2021年1至6 月，中国

在老挝签署的承包合同额减缩，仅仅为 7.6亿美元，

下降了55.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对老挝投

资总额持续稳定增长，为老挝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见图3）。

三、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并存的今天，中国对

老挝的直接投资，需要关注以下诸多问题。

（一）投资领域需要慎重选择

在老挝境内，国民收入贫富差距较大，不同人群

收入不平等。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可能会加重这

种贫富差距的影响，老挝国内更多的经济效益会垄断

在少数人手里，以至于使国家长期收益增长能力受到

损害。同时，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货币不稳定、资本

流动等等都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在中

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过程中，势必会带来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的源头在于老挝自给自足的能力有限，对外

依存度太高。例如，原煤、原油、钢铁、粮食等具有战

略安全性的商品，如果过度依赖外部供给而本国不能

解决根本国内生产不足问题，在面临自然灾害、国内

外冲突等影响时，将会对国家产生重大的利益损失。

在全球经济发展下，被归类到世界经济体当中的

190个国家中，中国对老挝投资仅仅排名在第154

位。如若中国在老挝开办新企业，其困难程度是非常

巨大的。即使在老挝人口数量众多的首都万象市，要

想投资开办企业，全球排名也在181位。在其他的经

济形式下，中国投资老挝，办理施工许可证排名为

99，获得电力难易程度排名为144，财产登记和注册

排名为88，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排名为80，少数投资

者保护程度排名为179，纳税排名为157，跨境贸易排

名为78，执行合同难易程度排名为161，破产保护排

名为168。可见，不管是从人口数量、开办企业，还是

保护投资者等等各个方面，中国对老挝的投资都面临

着种种困难。

（二）需要重点关注老挝的投资环境

1.老挝国家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存在盲区。老

挝国家的法律政策、法律文件、规章制度已经趋于完

善，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却存在着各种法律盲区，仍然

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需注意法律风险。

老挝社会整体稳定，很少有恐怖、暴力事件发生，但是

针对外国投资企业存在盗窃、抢劫等事件时有发生，

为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与安全问题。

2.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后期管理服务工作

繁重。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各

种关系的协调和资金等的注入方面，要想获得高额回

报，就要付出很多努力，首先要帮助国家发展、企业成

长、事业提高，这就使得中国在老挝的直接投资，不但

是资金的注入，还有先进的经验、人才的培养、医疗团

队的引入等各个方面的注入。

3.老挝企业管理团队缺乏经验。由于老挝处于

发展中，在管理方面，很多企业团队缺乏成熟的管理、

经营、投资经验，包括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管理等等

各个方面。这样使得老挝对中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

各项经济效益难以把控。在中国投资老挝企业的长

期发展中，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企业的发展也会受

到阻碍，单一的产品也将日渐被社会淘汰，甚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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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的开发，造成市场营销不力。

（三）老挝吸纳投资的配套措施、资源相对缺乏

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国内人口稀少，经济市

场落后，机械化水平低，人员分散程度高。在进行工

业、制造业投资过程中，要想生产出工业成品或者半

成品，工厂大规模化生产基本不能实现。工厂生产线

水平相对落后，工人技术水平偏低，需要进口大部分

物资，提高了物价成本。给成本调查、核算、预算过程

带来了各种问题。

老挝国内近些年虽说已经发展起来，但是一些基

础设备设施建设仍然相对落后，工业难以配套生产，

在物流运输中，运送时间不仅长，而且成本高。在基

础原料方面，极度缺少原煤，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利和

电力，但是缺少电网建设。

老挝国内严重缺少劳动力，已有劳动力也需要提

高自身技能素质，更为严重的是老挝当地雇员一般不

愿加班，在面临工期紧、人员少、投资大、时间紧缺等

各种项目时，给投资者管理加大了难度。

四、中国直接投资保障了老挝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一）电力及电力设备产业受益于中国直接投资

为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电力产业，老挝政府不断

完善相关投资法律，鼓励更多国家、私营企业和外资

企业进行投资开发。目前老挝共有电站89座，其中

水电站78座，年均发电量达到743亿千瓦时。老挝政

府制定了到2030年实现全国户户通电的目标。目

前，各个省会城市已经实现电力供应，全国95%的家

庭实现通电。

近年来，中国企业与老挝电力行业不断加强合

作，助力老挝能源发展和出口。2021年9月，由中国

电建投资开发的老挝南欧江第七级水电站实现了全

流域投资发电。老挝南欧江第七级水电站以50亿千

瓦时的功率为老挝中北部地区提供了将近半数发电

量，以127.2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服务于老挝电力系

统。南欧江水电站旱季发电量占老挝中北部地区近

50%，全流域发电装机占当前老挝全国电力总装机的

12%。

老挝电力系统的快速发展，也使输送周边友好国

家成为现实，为老挝输出电力提供了发展平台，但电

力输配系统仍然相对薄弱。中国投资的老挝国家输

电网公司，是由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和老挝国家电力公

司一同成立，于2021年三月，正式与老挝政府签署协

议。该项目的建立，将会为中国投资老挝打开新的道

路，为老挝实现能源投资，带动老挝经济发展提供了

可能。

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老挝将有力推动水

电可再生能源开发，持续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共同推

动区域能源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加强中国对老挝投

资的外贸企业的活力和韧性，开发出新形势下中国投

资老挝的新管理模式，加快中国与老挝外贸的稳步发

展。

以老挝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赛孙本城市为例，赛孙

本是典型的落后山区，但是随着2013年中老合作南

湃水电站项目由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投资建成以来，为

该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老挝的发展带来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解决了周围居民的务工

问题，带动了就业，为老挝人民的电力应用带来了便

捷，促进了周边社会设施的建议与发展。

（二）中国直接投资推动老挝国内市场高效运行

要充分发挥老挝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等优

势，进一步打通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居民收

入，壮大市场主体、提升供给侧质量，努力形成老挝国

内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中老合作大循环，

扩大市场规模容量，不断培育、发展强大中老建设，保

持中老友好合作关系。

发挥出了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经济成本

的减少更加促进老挝的快速发展。通过中国对老挝

投资出现的问题，老挝可以自查管理，肃清老挝市场

内的不正当竞争，加强反垄断监管，优化市场资源，进

行制度性辅助，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

老挝市场。

（三）中国直接投资带动老挝科技创新和产业升

级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

新收益的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开发新的产品，促进创

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完善促进自主创新成果

市场化应用的体制机制，支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

展。

（四）中国直接投资改善了老挝营商环境

坚持中老合作，根据老挝市场需求，将老挝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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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透明化，实现了经济全球下的国际化老挝、法律

监管下的法治化老挝、人民需求的市场化老挝。促进

各个地区发挥优势资源，因地制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

资兴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直接投资，将会加强老挝国际竞争合作新优

势。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

球要素和市场资源，搭建全球国际市场同老挝国内市

场的经济桥梁，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以2019年中国和老挝贸易总额进行研究，老挝的经

济增长在东盟国家中跃居第四，以经济高速进步打破

了历史纪录。双方贸易两位数的增长达到了39.2亿

美元，同比增长12.9%。在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额当

中，高达11.5亿美元。中国对老挝的投资涉及各行

各业，刺激老挝经济快速发展，到2019年中国对老挝

的人员技术援助达到近2.5万人次。

五、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一）立足内需，畅通循环，推动投资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要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引

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要

以建设国际国内大循环市场为目标，优化市场资源，

使市场效率进一步提升。

老挝应从根本上需要多方面发展生产力。一是

积极参与全球化。根据全球化需求，生产所需产品，

获得更大的市场，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单位产品

生产成本下降和生产率的提升。二是加强技术扩散

和技术创新。老挝应充分使用中国的投资，从资金到

技术，从技术到人才的引入，思想的交流，引进先进的

技术，增加管理团队的技术骨干。以研发新产品新技

术为导向，以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占据更大的市场份

额，充分应用激励效果，以创新带动创新，科技发展科

技，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份额的全面化。三

是生产优势产品。老挝针对自身成本优势产品，利用

更多的基础资源进行生产。同时用这些成本优势产

品换取成本相对更高的产品。四是扩大市场。每一

个成品在生产过程中会经过多种手续加工，由原材料

生产出成品的工序是复杂多样的。市场的扩大，可能

带给企业不一样的发展机遇。由原来市场需要成品，

变成了各个企业需要半成品；由企业内部单一的生产

线变为企业内部多部门的合作交流；由企业之间产品

流通到企业合作互惠互利；从老挝国家内部生产向国

际化大市场进行外贸进口与出口。企业的生产由计

划经济变为了市场经济，技术更加科技化，产品更加

先进化，生产更加专业化，生产效率更加高效化。

（二）立破并举，完善制度、保障投资的有效扩展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要从制度建设着眼，明确

阶段性目标要求，稳妥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同时坚持

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强化市场公平

竞争，统一市场规范，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

环。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

府。中国在老挝的投资市场要发展法治化原则，加强

政府的宏观调控，发挥政府的行政职能，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的

引领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的服务扩大需求，通过市

场调节，合理利用资源，加强创新机制，合理分工，市

场化透明管理，公平竞争，刺激经济长期有效发展。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建设中老统一大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

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满足老挝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统筹安全和发展，促进投资，加快中老统一的

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

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

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中老友好的经济大

市场。

（三）系统协同，稳妥推进，保证投资项目的经济、

社会效益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要老挝积极配合，制定完

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中国投资商的权益。切实做

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宏观把握市场规模、结构、组

织、空间、环境和机制建设的步骤与进度，坚持放管结

合、放管并重，提升政府监管效能，增强在开放环境中

动态维护市场稳定，经济安全的能力，有序扩大统一

大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要将产权保护制度落到

实处。在市场透明化的基础上，以国有制经济为主，

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健全统一规范的涉产权

纠纷案件执法司法体系，强化执法司法部门协同，进

一步规范执法领域涉产权强制措施规则和程序，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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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法部门严格要求，双管齐下，制定合理机制体

系，双向管理。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及企业家人身财产

安全。推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法

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协调

的对接机制。

（四）改善基础设施，保障投资项目顺利推进

老挝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应大力发展多种经

济，增强经济活力，不断突破和削弱国家各个企业间

的壁垒，推动自身经济高速有效发展。首先，老挝交

通的短缺和通信技术的落后限制了老挝本国的经济

发展，而老挝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下，交通与通信

得到了良好的改善，多条铁路的建设与通信技术的提

高加强了老挝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老挝落后的经

济政策在中国投资老挝的过程中得到了良好改善。

再次，老挝不完备的执法体系在中国投资老挝环境下

得到了有效提高。在2012年，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老挝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只是降

低了老挝关税水平，更重要的是减少了非关税壁垒。

“一带一路”的建设，解决了老挝经济交通问题，并随

之带来铁路周围沿线的经济发展。

老挝为了解决经济限制，修建了桥梁、机场、公路

等其他众多交通基础设备设施，以推动各个地区互联

互通为目标，促进老挝经济高效有效发展。在中国未

大力投资老挝之前，交通问题一直制约着老挝经济的

快速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老铁路建成通车，老

挝人民在实现了铁路梦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发展

开拓了新的契机。例如，2021年12月中国帮助老挝

新建并开通的一条160时速的高铁，更是带动了老挝

经济的高速发展。

另外，在最近几年，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更加

促进了中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以中老铁路的建成等

一系列基础设备设施的投入运行为开端，将为老挝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六、结论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与老挝互惠互利，合作共

赢，更要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深化多领域合作、形成

多点开花的合作新格局，深化在通信、农业、旅游等领

域合作，充分开发出当地金属矿产价值。

如若将老挝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加以优

化解决，那么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将成为老挝经

济发展的加速器，促进经济发展合作的引擎器，带动

老挝经济高速有效发展。老挝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

时，更向现代化的进程迈进了历史性的一步，未来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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