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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東南亞擁有超過 6.5 億人口的龐大人口，
並組合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一些經濟體。東

南亞也是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的所在地，使得該

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及世界經

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其中當地許多主要國家

吸引了願意在該區域開展業務並從中受益的國

際公司和投資者的關注。

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是東南亞十個
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包含：汶萊、柬埔寨、

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和越南。

外資直接投資

流入東盟的外資直接投資 (FDI) 在 2019 

年創下歷史新高，達到 1,820 億美元，使該

地區成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FDI接受國。由於 
COVID-19 大流行及其對每個行業的影響，FDI
在 2020 年下降至 1,370 億美元，這是相當可觀
的，但表現仍優於全球FDI水平。疫情之後，數
位經濟行業和基礎設施相關行業的外資直接投

資有助於緩解其他行業領域FDI的下滑。針對

東南亞扣件市場
及投資機會

該行業內的投資依然強勁，2020 年增長 5%，達到 230 億美
元，將東盟內部在該行業的 FDI 份額從 12% 提高到 17%。

基礎建設投資

自疫情以來，東盟成員國加速推動基礎建設投資，這得

益於各國雄心勃勃的基礎建設計劃、政策措施和私營行業有

更多參與的機會。該地區的基礎建設投資需求龐大，估計在 
2015-2030 年期間每年落在 1,100 億美元至 1,840 億美元之
間，產業預測主要涵蓋運輸、電力和電信。跨國企業和外國投

資者通過贊助、融資、工程協助、採購和施工（EPC）服務與技
術，以及提供設備等不同渠道為該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做出

了貢獻。

工業 4.0 

儘管東盟內的工業4.0處於新興階段，但越來越多的本地
和外國公司認識到其重要性，並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採用工業 
4.0 技術，而其成員國也正在積極推動工業 4.0 轉型，以提升
該地區的製造潛力並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但是，東盟各國對

工業 4.0 技術的採用進度並不一致。一些成員國正在推進工
業 4.0 計劃（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而其他成員
國正在制訂轉型計劃（如菲律賓、越南），還有一些國家才剛

剛開始規劃其數位化路徑（例如柬埔寨和寮國）。

扣件市場

泰國是東盟最大的扣件市場。 2021年泰國出口扣件產
品（如螺絲、螺栓、螺帽、鉚釘、開口銷、墊圈等）約5.966億
美元，總重量15.2萬噸，即其出口扣件每公斤價格約為3.93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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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一方面，相同產品（HS Code 
7318）的進口價值接近11.42億美
元，總重量為17.85萬噸，進口扣件
每公斤價格6.4美元。 2021年泰國
進口的每公斤產品價值比出口價值

高出近65%，這意味泰國製造商出
口的主要是標準產品，而不是專業

扣件。越專業的扣件越貴。

透過上述對進出口價格的簡單

比較可看出，泰國製造商需要更多

高科技扣件，這可成為該市場投資

者的主要投資重點。該國躋身前 10 
大扣件進口國之列，對投資者來說

可能是個充滿商機的市場，因為該

國對工業扣件（更具體地說是專業

扣件）的需求非常高。如果我們看

今年第一季的進口額，泰國在全球

扣件市場排名第六。這進一步證明

了泰國扣件市場需求穩定旺盛，國

內外投資者前景廣闊。

在了解泰國擁有該區域內最大

的扣件市場後，選擇第二大市場則

有點棘手。名單中還有許多其他可

以被選為下一個最大扣件市場的國

家。在過去幾年裡，越南、馬來西

亞、印尼、新加坡甚至菲律賓等國

家都沒有超越其他國家。然而，與

該地區其他國家相比，越南的增長

更為穩健。右方圖表展示了在過去

五年裡該地區市場中主要參與者的

扣件進出口額。

從圖表可以看出，越南為該地

區第二大扣件市場，在2021年進口
了價值6.45億美元的扣件，約為泰
國進口額的一半。在去年出口方

面，越南製造商向全球市場出口了

價值約5.925億美元的扣件，這個
價值相較之下較高，數字非常接近

泰國製造商同年的出口值。雖然當

地市場可能沒有泰國那麼有吸引力，但出口值向我們表明了全球市場看重越南產

品，也許投資者可以將這個國家視為他們的生產基地之一，從越南生產和出口扣

件到其他市場。此外，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是投資這個市場的另一個優勢。

總之，由於其地理、規範、經濟和人口優勢，東南亞對於一般製造商和扣件行

業製造商來說是個有吸引力的地區。該地區擁有多元化的人才庫，以支持製造商

跟上扣件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東南亞各國當局應繼續大力加強法律和貿易框架

來提高營商便利度，尤其是對外國投資者。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 新加坡 菲律賓

2017 988.65 517.35 386.82 558.16 386.39 106.14
2018 1085.16 584.94 417.75 673.99 424.26 135.62
2019 1039.26 575.66 394.99 538.44 409.78 144.45
2020 886.07 622.58 380.84 333.02 360.37 132.75
2021 1141.56 645.53 522.81 480.00 438.26 1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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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百萬美金) 2017-2021扣件進口額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菲律賓 印尼

2017 546.27 385.44 290.13 285.82 46.82 87.81
2018 614.71 470.67 324.37 329.20 149.02 89.34
2019 545.84 454.99 298.18 316.82 164.92 77.20
2020 436.04 453.11 270.38 296.05 106.96 76.57
2021 596.56 592.47 363.89 328.93 142.69 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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