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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着牢固的经济往来历史，而且，随着国力
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经济合作伙伴国，仅次于
美国。

鉴于许多国家在重新衡量与中国的关系，权衡合作的利益以及
多样化或者脱钩的成本,本报告的目的在于全面探讨和分析中
国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且微
妙。一些要素是可量化分析的，而另一些则用定性的方法加以
阐述。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客观综述来帮助决
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更深刻地理解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而使
得基于事实的评估和发展战略成为现实。

本报告重点讨论了加中贸易、移民和投资。我们的结论是中国
对于加拿大的GDP、就业以及整个经济活动都有着深刻的影
响。例如2018年中国相关的出口、新增移民和对加拿大投资所
产生的直接影响分别达426亿、61亿和94亿加元。考虑到这些数
字之间的重叠性，中国对加拿大可衡量的总体GDP影响很可能
超过550亿加元。

加中关系中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对加拿大经济作出了贡献，然
而，这些贡献可能不能被直接量化。这些方面包括对中国消费
品和生产用品（中间产品和资本金）的进口、中国对加拿大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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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收益，以及二代及二代以上
中国移民的影响。从中国的进口对加拿大供应链来说非常重
要，尤其是在电气设备行业。同时也为加拿大消费者带来了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商品和服务。

2019年，以GDP无法完全解释的广义经济活动所衡量的加拿大
对中国出口的总体经济影响高达769亿加元。这个数字几乎是
当年出口额的两倍。.这其中包括出口商及他们的供应商和员
工的收入以及随之产生的花费带来的经济影响。总体来说，我
们估计对中国的出口还支持了365,915份就业岗位。这些岗位
的薪资比加拿大平均工资水平高出大约4.5%，总计180 
亿加元。

与出口类似，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总的经济影响也超过2018年
官方报道的对GDP的94亿加元的贡献。同年，中国新增投资为 
23亿加元，中国跨国企业（MNEs）获得了304亿加元的收入和价
值4.92亿加元的知识产权。2018年，现有和新增的中国投资支
持了至少46,295份工作。

尽管在加拿大的中国跨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的经济影响，同加
拿大对中国的总体出口及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的经济影响有部
分重叠， 2019年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和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
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很可能超过400,000份。随之而来的薪资影
响也超过了200亿加元。实际上真实的数字可能更大，因为这些
估算并没有包括从中国的进口，中国移民，以及加拿大对中国
的投资所产生的就业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统计局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2019年的
数据显示，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出口超过了任何种类的商
品出口。中国学生2019年在加拿大国际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为
26.2%，在加拿大的花费达57.2亿加元，支持着57,000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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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也是双边经济关系重要且具有
发展潜力的一个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移民对加拿大GDP
的贡献年平均增长率为9%，远远超过了同期1.52%的加拿大年
平均GDP增长率。2011年以来中国移民对加拿大GDP的贡献总
计489.5亿加元。

中国对加拿大居民和加拿大企业的重要性从西海岸延伸到东
海岸。就贸易而言，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和萨
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最依赖向中国出口。新斯科舍省

（Nova Scotia）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分列第三和第四。 而阿尔伯塔省 (Alberta）和安大略
省（Ontario）分别拥有最多和第三多的来自中国的投资存量。
这只是显示中国对加拿大所有省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综合了
解的迫切需要的其中几个例子。

综上所述，加中经济关系是加中关系的强劲纽带和最具潜力的
发展契机。例如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在2011
到2020期间增长了50%，比对所有其他国家贸易增长率16%
的三倍还多。此外，作为贸易、移民和投资产物，知识、技能和文
化交流也深刻地改变了像加拿大这样极其依赖贸易的国家的
商业和社会形态。加拿大和中国的未来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
起，因此了解这种复杂双边关系的动态发展和细微变化对于建
立一条专属加拿大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加拿大长期利益服
务的道路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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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是加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尽管由于双边关
系处于冰冻期，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通常庆祝如此重大
的外交里程碑的盛大庆祝活动不能如期举行。加中建交50周年
的里程碑突出了两国之间深入且持久的关系。

加中两国之间历史上的渊源可追溯到1970之前。早期的人员、
商品和思想的交流甚至早于加拿大建国的时间——1867。

加中经济关系是稳固并且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
易伙伴国。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则是加拿大第三大
贸易伙伴。数十亿计的投资跨越太平洋往返于加中两国之间。
在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投资中断之前，数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
和游客选择加拿大作为他们的求学和旅游目的地。

本报告——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贸易、投资与移民——旨
在全面评估中国对加拿大经济影响的规模。本文集合了加中经
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从国家、区域和行业等各个层面识别和量
化了中国对于加拿大的经济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了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第二部分基于加拿大
统计局的公开数据评估了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第三
部分考察了投资，首先是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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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本文基于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追踪数据库（CIUA.China-Canada.Invest-
ment.Tracker）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量化了中国对加拿大投
资并评估了其累积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统计局分别统计了中国大陆和香港数
据。本文的许多图表也分别汇报了这两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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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

背景 
加拿大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2018年，加拿大贸易
占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一种衡量
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重要性的方法——达到了66%。 这在G7经
济体中仅次于德国位居第二，而且远高于澳大利亚（43%）和新
西兰（56%）。

中国是加拿大除美国和欧盟以外最大的单个贸易伙伴。加拿
大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可能是加中更广泛的经济关系中最
引人注目的部分。加中双边贸易关系有时候会与政治争端相关
联，比如始于2018年底的双边关系恶化导致了在加拿大油菜
籽、猪肉和牛肉等方面的贸易争议。然而，加中贸易的核心是增
长。重要的是，在2011-2020年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出口增长了
50%，而加拿大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商品出口仅增长了16%。

1

“在2011-2020年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
出口增长了50%，而加拿大对其他所有国
家的商品出口仅增长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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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包含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两部分。中国作
为世界工厂是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所需商品的关键供应方，
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手机，电
子产品，儿童玩具以及近期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2。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加拿大油菜
籽、猪肉、煤炭、铁矿和其他主要出口品的主要买家。中国服务
贸易尽管在规模上不如商品贸易，但仍然是加中经济关系中必
不可少的部分。近几年，随着中国进入加拿大的游客和留学生
数量的激增以及加拿大金融机构在中国拓展业务，加中服务贸
易有了大规模的增长。   

1.1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经济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这是由于加中贸易关系的这
一方面对于加拿大经济活动和GDP有着更加直观的影响3。作
为参考，本文同时也会呈现并讨论加拿大从中国的进口，尽管
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对GDP并没有直接影响4,5，但是，进口
对加拿大供应链和消费者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表 1.1.1 

加拿大与中国大陆进出口 
2011-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6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总计） 20,680 23,620 26,115 25,239 26,763 28,663 31,899 36,758 32,585 31,662

对中国出口（商品） 18,133 20,368 22,031 204,67 21,419 22,346 24,992 29,076 24,489 26,303

对中国出口（服务） 2,547 3,252 4,084 4,773 5,344 6,317 6,907 7,682 8,096 5,359

进口（总计） 30,716 33,041 34,090 37,941 41,521 40,289 45,401 49,435 50,206 51,937

从中国进口（商品） 28,711 30,952 31,944 35,570 38,963 37,661 42,732 46,358 46,862 49,551

从中国进口（服务） 2,005 2,089 2,146 2,371 2,558 2,628 2,669 3,077 3,344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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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直接效
应分别为316亿加元和33亿加元8。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
的直接GDP贡献为349亿加元。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
港的总出口的直接效应分别为326亿加元和60亿加元。加拿大
对中国出口的直接GDP贡献合计为386亿加元9。

然而，上述数字并不能捕捉中国通过贸易对加拿大产生的全部
经济效应。中国对加拿大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间接地由出口品供
应链体系内的加拿大企业所支撑。而且，这些出口活动产生的
员工薪酬进一步产生了加拿大经济内部的消费。因此，出口的
总体经济效应包括企业从出口获得的直接收入、间接支持出口
活动的企业的收入以及由出口产生的员工薪酬而引发的诱发
消费。这三项合计被称为乘数效应。

鉴于加中贸易涉及的行业和地区的多样性，准确地估计总的直
接、间接和诱发效应是非常复杂的。为了计算加拿大对中国出
口的总效应，本文使用了加拿大统计局提供的行业层面的投

表 1.1.2 
加拿大与中国香港进出口 
2011-2020, 百万加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总计） 3,842 3,710 5,798 5,927 5,414 4,084 3,882 5,883 6,037 3,343

对中国香港出口 
（商品） 2,917 2,553 4,551 4,623 4,025 2,378 2,308 4,067 4,162 1,949

对中国香港出口 
（服务） 925 1,157 1,247 1,304 1,389 1,706 1,574 1,816 1,875 1,394

进口（总计） 7,920 7,943 7,838 8,149 8,665 8,454 8,829 9,563 9,474 8,602

从中国香港进口 
（商品） 4,689 4,594 4,148 4,169 4,421 4,116 4,120 4,248 4,179 4,149

从中国香港进口 
（服务） 3,231 3,349 3,690 3,980 4,244 4,338 4,709 5,315 5,295 4,45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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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经济影响

加拿大统计局企业账户部每年都提供各类经济活动的乘数以
及一个包含所有行业的总行业乘数11。这些乘数表明了由特定
经济活动产生的衍生效应（包括间接效应和诱发效应）的规模。
为了阐明这种效应，假设一家本地公司出口价值10,000加元的
特产饮料，该饮料使用苹果汁作为原料。为了获得苹果汁，该公
司支付给果汁生产商5,000加元，果汁生产商进而支付给果园
2,000加元用于购买苹果。而且，这三家企业的员工因为促进这
些商业活动获得报酬，这些报酬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其他商品，
总计3,000加元。当出口该特产饮料时，出口行为创造的直接效
益为10,000加元。然而，该出口产生的总的经济效益等于上述
所有交易的总和，即，20,000加元。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总的产
出乘数等于2。

鉴于当代供应链与产品的复杂性，对任何行业经济活动的总体
经济效应的全面分析要求在不同供应链环节使用不同的乘数。
由于缺乏详细的行业数据和受到本报告的研究广度的限制，本
文的行业数据分析不会深入到这一层面，不过我们会在下文呈
现加拿大油菜籽行业的详细的案例分析。

入/产出乘数和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数据10。下文将依次分析加拿
大对中国出口的经济影响、出口对就业和工资影响、出口的行
业特征及分布、出口的区域特征以及围绕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
各种定性问题。最后，本文呈现了一项加拿大油菜籽出口的案
例分析以在行业层面上阐明出口的经济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通常同时汇报2019和2020年的分析结果。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2020年的数据受疫情影响而偏误，使
得其不具备常规情况的代表性。因此，在这些情况下，2019年数
据将被使用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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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计算了加拿大对中国总出口的总体经济效应的两个估计
量12。第一个估计量使用了总行业乘数——加拿大所有经济活
动乘数的加权平均值——乘以加拿大对中国总出口额。第二种
方法使用了行业加权平均方法。该方法使用对加拿大国际 
商品贸易数据库所划分的21个出口商品种类的最适用的 
乘数13, 14, 15。

就出口而言，对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种类使用行业特定乘
数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比使用包括加拿大所有出口商品种类
的总行业乘数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大。加拿大国际商品贸易数
据库显示的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的总商品出口额为233亿
加元16。使用总行业乘数估计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为451亿加
元，然而使用行业方法估计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为478亿加元。
这意味着对中国各行业出口产生的总体经济效应高于出口行
业作为一个整体估算得到的经济效应。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
品和服务贸易中都存在这一差别。

本文使用总行业乘数效应
方法估计得到2019年加拿
大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
的总体经济效应为721.4
亿加元。基于分行业乘数
方法得到的总的经济效应为769亿加元。后者可能更加准确，
因为它解释了对中国出口的行业和出口活动的特定组成。在这
一效应中，560.3亿加元来自商品贸易，208.6亿加元来自服务
贸易。对中国大陆出口的总的经济效应为644.8亿加元，剩余的
124.2亿加元是对中国香港出口的总的经济效应，而对中国香
港的出口中部分商品可能最终的目的地是中国大陆。总结来
说，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行为的乘数是2.064。

“基于分行业乘数方
法得到的总的经济效
应为769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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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就业和 
工资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算得到2009至2015年间由国外
最终需求产生的国内就业比重介于19.4%与20.5%之间，这是
目前最新的可得数据17。基于这些数据以及假设由出口到某一
国家所支撑的就业岗位与出口到该国的出口所占比重成比例，
本文计算得到2015年中国需求支撑了加拿大137,370个就业岗
位18。这包括由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品需求直接和间接产生的就
业。假设在之后的年份中出口创造的就业占国内总就业的比
重保持不变，使用更新的贸易和就业数据，本文估算得到2019
和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为加拿大分别创造了149,227和
176,392个就业岗位19。

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20年9月的贸易报告称，使用2016
年供给与使用数据估算得到与对中国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为
182,026个20。该文提到，加拿大统计局没有直接估算与对中国出
口相关的就业岗位数量，但是，他们估算了由总出口支撑的总
的就业岗位21。因此，该报告通过假设对中国出口所支撑的就业
岗位数量与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总出口比重成比例估
算得到上述结果。该文使用的来自供给与使用表的总就业数据
超过行业表格中劳动力特征一栏中报告的数量22。由此开始，本
文使用更小的数据以获得更加保守的关于就业数量的估计。

OECD数据表明真正的就业数量可能更高。尤其是，他们的数据
显示了由美国对加拿大产品的需求产生的加拿大就业占总就
业比重显著少于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因此，其
他国家需求所支撑的就业比重高于对其他国家出口比重。伴随
着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出口在2009至2015年间从3.11%增长至
3.86%，由中国需求支持的加拿大境内就业比重从4%增长至
7.7%。基于这些数据并且排除任何关于出口比重与由出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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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比重之间成比例的假设，本文计算得到2015年加拿大对
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在加拿大创造了274,028个就业岗位。假
设与国外需求相关的境内就业比重保持在19.4%与20.5%之间
以及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品需求比重保持在7.7%，本文计算得到
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出口在2019和2020年在加拿大分别创造了
292,378和277,188个就业岗位。

而且，OECD估算得到2009至2015年间由国外最终需求创造的
国内员工薪酬比重在20.2%和21.4%之间。这意味着与出口相关
的就业的总薪酬超过了加拿大员工的中位数水平的总和23。本
质上，那些从事与出口相关工作的人员，包括对中国出口，挣得
的平均收入超过加拿大整体的平均收入。与加拿大中位数收入
相比的收入溢价大约是4.5%。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和2019年平均个人收入为
47,300加元24，从中我们可以计算得到由中国最终需求导致的就
业的平均收入为49,428加元。因此，我们可以估算得到对中国大
陆出口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产生的总工资效应在2015年为
135亿加元，在2019年为145亿加元，在2020年为137亿加元。

基于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估算得到与中国香港对加拿大商品
和服务需求相关的加拿大就业岗位在2015年24,912个，在2019
年为26,580个，在2020年为25,199个。进一步地，总的工资效应
在2015年为12.3亿加元，在2019年为13.1亿加元以及在2020年
为12.5亿加元。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的总的（直接+间接+诱
发）就业和工资效应在2015年是298,940个就业岗位和148亿加
元工资收入，在2019年是318,958个就业岗位和158亿加元工资
收入，在2020年是302,387个就业岗位和149亿加元工资收入25。

由于最新可用的OECD数据到2015年，这些估计量可能不能精
确反映潜在影响的年度变化。鉴于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
度高于加拿大整体的出口扩张，这些估计量很可能会低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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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20年的就业和工资效应。尤其是，2019
年的就业估计——318,958个就业岗位——与
使用总行业就业乘数乘以2019年加拿大对
中国总出口额计算得到的就业估计量接近。
使用后者估算得到的就业量为367,784个。当

我们把总出口细分到行业并且乘以行业相关的投入产出总就
业乘数，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支撑的加拿大就业岗位估计
为365,915个。

鉴于基于OECD数据估算得到的2019和2020年就业数量很可能
低估真实的就业数量，上述更大的估计量可能可以提供过去几
年更加准确的估计。基于行业相关乘数计算得到的2019年就业
估计与基于OECD数据估算得到的2015年就业相比多了22%。
同一时期，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总出口增长了20%（从
322亿加元增长至386亿加元）。这合理地说明使用行业相关的
乘数计算得到的2019年就业与中国
作为加拿大出口目的地的角色变化
相符。相应地，使用行业相关乘数估
算得到的2019年工资效应总计180
亿加元。

“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
出口支撑的加拿大就业
岗位估计为365,915个”

“2019年工资
效应总计180
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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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品贸易 
中国作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毫无疑问将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目前是也将
仍然会是加拿大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但是中国是加拿大许多行
业重要的出口市场。

上述表格呈现了过去十年加拿大对中国以加元衡量的出口额。
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出口在2020年达到了283亿加
元，自2011年开始年均增长率达到5%。基于前文计算的就业和
工资效应，我们估算得到中国对加拿大商品出口2019年为加拿
大创造了220,000个就业岗位。

纸浆业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行业，占总出口12%。
前五大出口行业还包括铁矿开采业（11%）、动物屠宰和处理 
业（7%）、淀粉和植物脂肪与油制造业（6%）以及油籽种植业

（6%）。

铁矿石及其浓缩物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单类商
品，占总出口的11%， 其次是化学木浆（8%）、油菜籽（6%）、猪肉

（6%）和菜籽油（4%）。

表 1.3.1 
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出口26

2011-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7

商品贸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对中国大陆的 
总商品出口 18,133 20,368 22,031 20,467 21,419 22,346 24,992 29,076 24,489 26,303

年增长率 12% 8% -7% 5% 4% 12% 16% -16% 7%

对香港出口 
（商品） 2,917 2,553 4,551 4,623 4,025 2,378 2,308 4,067 4,162 1,949

年增长率 -13% 78% 2% -13% -41% -3% 76% 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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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8,29

2020年总出口 占全国出口比重

纸浆业 2,933 12%

铁矿开采业 2,812 11%

动物屠宰和处理业 1,845 7%

淀粉和植物脂肪与油制造业 1,678 7%

油籽（除大豆）种植业 1,556 6%

铜、镍、铅和锌矿开采 1,064 4%

小麦种植业 953 4%

干豌豆和豆角种植业 948 4%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849 3%

煤炭开采业 731 3%

表 1.3.2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表 1.3.3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十大产品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30

2020年总出口 占全国出口比重

铁矿石及其浓缩物 2,565 10%

化学木浆 1,691 7%

油菜籽 1,446 6%

猪肉 1,112 4%

菜籽油 1,069 4%

铜矿石及其浓缩物 1,034 4%

小麦以及小麦与黑麦混合物 952 4%

豌豆（烘干且去皮） 934 4%

半化学木浆 849 3%

烟煤 7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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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 （地区/省级层面）

加拿大统计局构建了6个地理区域以进行数据报告31，包括英属
哥伦比亚省、三大地区、草原三省、安大略、魁北克以及大西洋
地区。

草原三省（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对中国出
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38%。 英属哥伦比亚省占24%——是
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单个省份，紧随其后的是魁北克省 

（19%）和安大略省 (11%）。大西洋地区（新斯科舍省、新不伦
瑞克省、爱德华王子岛省以及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占8%。比
较而言，大西洋地区占加拿大GDP比重仅为5.5%。这意味着他
们对中国的出口表现高于全国平均值。三大地区（育空地区、西
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仅占0.4%。

有趣的是，2020年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占该省总出口比
重最大，达到14%。其次分别是萨斯喀彻温省（14%）、新斯科舍省

（12%）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11%）。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图 1.3.1

2020年各省对中国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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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三省

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分别占总出口的18%和16%）是
草原三省中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推动者。曼尼托巴省占4%。

正如预期，农业是草原三省出口的最主要行业。淀粉、植物脂肪
和油制造业占17%，其次是油菜籽种植业（16%）、干豌豆和豆
角种植业（10%）、小麦种植业（9%）以及纸浆业（8%，前五大出
口行业中唯一的非农产品行业）。

表 1.3.4 
加拿大按地区分与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平衡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33,34

草原三省 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 英属哥伦
比亚省 三大地区 大西洋 

地区 总计

总出口 9,646 2,755 4,795 5,974 106 1,942 25,129

总进口 5,122 45,710 11,416 13,455 0.072 800 76,503

贸易平衡（中国） 4,524 -42,995 -6,621 -7,482 -106 1,143 -51,285

总出口（香港） 269 950 342 252 0.00035 92 1,904

总进口（香港） 29 333 113 92 N/A 5 572

表 1.3.5 
草原三省对中国的进出口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35

阿尔伯塔省 萨斯喀彻温省 曼尼托巴省

总出口 4,557 4,138 952

总进口 3,423 411 1,288

总出口（香港） 239 25 5

总进口（香港） 2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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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农产品是加拿大草原三省对中国出口中规模最大的
商品。2020年前五大出口商品依次是油菜籽（15%）、菜籽油

（11%）、豆类蔬菜（10%）、小麦（9%）以及钾矿物或化肥 
（7%）37。

安大略省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11%，位列单个省
份对中国出口规模第五，低于英属哥伦比亚省、魁北克省、阿尔
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

尽管其他加拿大主要出口省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到
中国，但是安大略省的出口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36

2020 总出口 比重

淀粉、植物脂肪和油制造业 1,670 17%

油菜籽种植业 1,547 16%

干豌豆和豆类种植业 940 10%

小麦种植业 915 10%

纸浆业 779 8%

其他非金属矿产开采业 677 7%

动物屠宰和处理业 599 6%

其他粮食种植业 570 6%

其他有机化学品制造业 509 5%

树脂和合成橡胶制造业 295 3%

table 1.3.6 
草原三省对中国出口的十大商品
2020, 百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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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是汽车/轻型机动车辆
制造业，占全省对中国出口的13%。其次分别是制药业（10%）、
动物屠宰/处理业（7%）、导航/测量/医疗/控制仪器制造业（5%
）以及树脂和合成橡胶制造业（5%）。

乘用车（占全省对中国出口的13%）是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其
次是药品（9%）、猪肉（5%）、大豆（4%）以及宠物食品（4%）39。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的行业和产品种类分布极广。21%的出口
在规模最大的25个行业之外，35%的出口在规模最大的25类商
品之外40。

表 1.3.7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38

2020 总出口 比重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366 13%

制药业 275 10%

动物屠宰/处理业 190 7%

导航/测量/医疗/控制仪器制造业 145 5%

树脂和合成橡胶制造业 135 5%

大豆种植业 118 4%

商业/服务机械制造业 104 4%

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业 102 4%

动物食品制造业 101 4%

工业机械制造业 8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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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省

魁北克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19%，在单个省份
中仅次于英属哥伦比亚省。

魁北克省对中国出口高度集中在铁矿和动物屠宰/处理业中，
分别占40%和21%。其他主要出口行业的占比有显著下降：商
业/服务机械制造业占5%，纸浆业占4%，航天产品/零部件制造
业占4%。

相似地，铁矿石及其浓缩物占魁北克对中国出口的40%，其次
是猪肉（18%）、地面飞行训练/飞行模拟器（4%）、直升机/飞机/
航天器（4%）以及乘用车（3%）42。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41

2020 总出口 比重

铁矿石 1,908 40%

动物屠宰/处理业 988 21%

商业/服务机械制造业 255 5%

纸浆业 191 4%

航天产品/零部件制造业 189 4%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129 3%

钢铁厂/铁合金制造业 121 3%

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业 113 2%

导航/测量/医疗/控制仪器制造业 109 2%

锯木业和木材保存 90 2%

表 1.3.8

魁北克省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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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哥伦比亚省

英属哥伦比亚省是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单个省份，占全国
24%。

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高度集中在纸浆业，占31%。前五大
出口行业的其他四个行业分别是铜/镍/铅/锌矿业（17%）、煤炭
开采业（12%）、锯木业（9%）以及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5%）。

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商品分别是化学木浆
（27%），铜矿石及其浓缩物（17%），煤炭（12%），木材（9%）以及

乘用车（6%）44。

 

2020 总出口 比重

纸浆业 1,888 32%

铜/镍/铅/锌矿业 1,022 17%

煤炭开采业 705 12%

锯木业 555 9%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321 5%

伐木业 190 3%

金银矿业 189 3%

海产品制备与包装业 141 2%

捕鱼业 96 2%

造纸业 91 2%

表 1.3.9

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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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地区
大西洋四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8%。在省级
层面，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居于领先地位，占4%，其次分别
是新斯科舍省（3%），新不伦瑞克省（1%）和爱德华王子岛省

（0.13%）。 

截至目前，铁矿业是大西洋地区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行
业，占41%。其次分别是海产品制备与包装业（21%）和捕鱼业

（19%）。除此以外，前五大出口行业还包括纸浆业（4%）和非
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业（3%）。

大西洋地区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商品分别是铁矿石及其浓缩物
（占该地区对中国出口的41%），甲壳类（32%），冷冻鱼（4%），

镍（3%）以及化学木浆（3%）47。

表 1.3.10 
大西洋地区分省份与中国进出口贸易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45

新不伦瑞克省 新斯科舍省 爱德华王子
岛省

纽芬兰和拉布 
拉多省

总出口 144 658 40 1,108

总进口 225 514 3 58

总出口（香港） 16 31 5 40

总进口（香港） >0 5 >0 >0



24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46

2020 总出口 比重

铁矿业 799 41%

海产品制备与包装业 413 21%

捕鱼业 370 19%

纸浆业 72 4%

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业 67 4%

油气萃取业 56 3%

小麦及小麦与大麦混合物 41 2%

豌豆（烘干且去皮） 38 2%

半化学木浆 13 1%

烟煤 11 1%

表 1.3.11

大西洋地区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三大地区

三大地区（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努纳武特地区）对中国出口仅
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0.4%。2020年努纳武特地区的铁矿业
几乎占了三大地区铁矿及其浓缩物出口的全部。

表 1.3.12

三大地区对中国出口五大行业48

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49

2020 总出口

铁矿业 105,527,918

仪器制造业 297,850

商店零售业 35,500

机械制造业 5,686

航天制造业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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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加中相互依存，难分难解 

当涉及到贸易时，数据通常不能表达全貌，这一点对中国也不例
外。下文关于加拿大商品贸易的思考阐明了中国作为加拿大贸
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也概述了加拿大尝试多样化或者脱离与
中国关系的努力所面临的困难。

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包括出口与进口）在过去30年间实现了压
倒性的上升。尽管受到最近紧张的政治关系和全球新冠疫情的
负面影响，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仍然实现了7%的增长。尽
管这是由于上一年的显著下降（-16%，主要由于农产品出口下降
导致）50，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论证两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关系
的韧性。作为比较，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占加拿大总
出口的4.8%，然而对印度出口只占0.7%51。

然而，民意投票结果显示加拿大人对加中贸易关系持警惕态
度。2021年1月公布的Nanos/CTV新闻频道民意测验结果显
示，45%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应该减少与中国的贸易，仅10%
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增加与中国的贸易量，28%的人认为应该
保持当前水平。此外，17%的加拿大人表示不确定52。早前一项于
2020年7月21日公布的Ipsos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2%的加拿大
人认为加拿大应该降低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从而转向其他
国家以实现多样化（35%强烈同意这一观点，47%在一定程度上
同意）53。

“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商品消费 
以及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使得加拿大很难 
[关掉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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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难以调和的。紧张的政治关系并不总是反映在两国的经济
关系中。号召降低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也不是那么容易变成现实。
尽管专家们经常讨论收缩与中国的贸易的想法，但是中国的快
速发展、大量的商品消费以及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使得加拿大很
难“关掉水龙头”54。

这也并不意味着贸易多样化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
出口多样化战略制定了富有雄心的目标，预期通过到2025年增
加50%的海外贸易以扩张贸易。该战略声明：“多样化是当务之
急”，“这不会停止直到加拿大成为全球贸易中心以及世界上最
四通八达的、稳定的、可预测的、创新的和被需要的市场55。”加拿
大现存的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全面经贸协定（CETA）、跨太平
洋全面进步协定（CPTPP）以及加美墨贸易协定（CUSMA）——将
毋庸置疑地扮演重要角色。这意味着，任何关于早日脱离与中国
开展贸易的公众预期都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1.3.2 加拿大对中国进口品/投入品的使用

本小节尚未讨论的加中贸易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中国进口
品（及投入品）对加拿大消费者和企业的重要性。与加拿大出口
相似，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在过去几十年内同样实现了大幅增
长。2020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占加拿大总进口的14%，这一比
重在2019年仅为3%。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为抗击新冠疫情而
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和PPE数量激增。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20年的一份关于加拿大与中国相关的供
应链的报告显示了中国的重要性56。中国是许多国际贸易商品
的主要供应者，正如该报告指出的，在所有5,428种HS-6位产品
中，中国在448种产品上占据主要市场份额（50%）57。相较而言，
美国仅在101中商品上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该报告还指出，中国
是“有限供应商品”的重要来源。有限供应商品指的是加拿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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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以下国家进口该商品，或者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大
于0.81（这大致意味着90%的市场份额来自单一来源）58。

同时，该报告还强调，中国供给加拿大商业的资本品（比如工厂
机器设备）和中间品数量与日俱增，这促进了加拿大国内的生
产活动。2000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中消费品占57%，这与中国
作为亚洲供应链最终组装点的现实相符。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品
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分别是16%和27%。到2019年，从中国
进口消费品比重下降至41%，资本品和中间品比重分别增长至
26%和32%。就经济效应而言，这些行为使得加拿大厂商能够
在国内消费和出口的供应链中做出附加值贡献，并进而为GDP
做出贡献。

正如预期，某些行业对使用中国进口品作为投入品的依赖程度
高于其他行业。加拿大手持工具、电气设备、电脑零部件以及小
型电器制造业对中国投入品的依赖程度尤其高。截至2016年，
小型电器零部件中的36%来自中国进口。鉴于小型电器普遍存
在于加拿大97%的行业中，这个投入品集中程度很高的领域的
中断会对整个经济体中造成影响。

一般而言，消费品进口的贸易中断
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和价格上升。
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消费品（例如，
玩具、游戏和运动装备）不容易从
其他厂商获得，从而使得他们很难
被替代59。对资本品而言——那些
能帮助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有形商
品，失去中国进口品将对机械和设备制造业——生产重要的“
电脑、电脑周边产品和零部件以及其他通讯设备”造成毁灭性
的影响60。对中间品而言，中国商品占加拿大总的中间投入品的
47%（21,793）。尽管有人可能会打赌说，在某些情况下，加拿大

“消费品进口的
贸易中断可能会
导致供应短缺和
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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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选择其他产品替代中国投入品。“任何贸易中断导致
的相关企业非自愿选择其他产品替代21,793种中国投入品会
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率下降，并最终损害加拿大厂商和消
费者61。”

尽管出口的益处更容易量化，中国进口品对加拿大消费者、商
业和供应链的重要性也不能被低估。尽管减少从中国进口可 
能会使加中贸易平衡对加拿大更加有利，但是这毫无疑问会 
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并且使加拿大企业遭遇潜在的供应链
中断。

1.4 衍生效应：油菜籽行业的 
案例分析
加拿大油菜籽行业长久以来就和中国市场相互联系。中国已经
同时成为加拿大生产者痛苦和收益的来源。这个高度依赖出口
的行业所具有的广泛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启示使得其成为一
个与本报告相关的案例分析。油菜籽——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
于加拿大——是全球闻名的有用且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原料和
新兴的生物燃料来源62。

油菜籽是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出口产品，给加拿大生产商和农民
带来了巨大的利益。LMC国际（加拿大油菜籽委员会委托的一
家咨询公司）指出，在2016/17至2018/19的三年间，加拿大油
菜籽行业的年度经济效应为299亿加元63。该行业同时提供了
207,000个就业岗位，支付工资总额达到120亿加元。

2020年，加拿大油菜籽委员会报道称，油菜籽播种面积为2080
万英亩，产出1880万吨。国内处理（压榨）产生450万吨菜籽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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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吨菜粕。累计出口为1180万吨油菜籽（价值63亿加元），340
万吨菜籽油（价值37亿加元）以及500万吨菜粕（价值119亿加
元）64。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植物油消费国。加拿大对中国油菜籽出口在
2020年达到31亿加元66，仅次于美国的37亿加元，远远超过欧盟

（13亿加元）、日本（13亿加元）和墨西哥（7亿9710万加元）。出
口至中国的油菜籽重达260万吨（占全国总出口的22%，在所有
出口市场中排名第一），菜籽油总计110万吨（占32%），菜粕总
计150万吨（占30%）67。

出口中断

自从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放油菜籽市场，加拿大油菜籽对中
国出口规模增长迅速。仅有的中断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周
期性的进口限制有关。

中国此前曾在2009和2016年两度对加拿大油菜籽颁布禁令，
理由是人们对黑胫病的担忧68。上述两次禁令最终得到了解决。
不过，最近一次出口中断，也有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一次，发
生在2019年。中国撤销了加拿大两家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商——
Richardson和Viterra——的出口许可证。据加拿大油菜籽理事

表 1.4.1

分国别油菜籽出口
2020, 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65

$1 billion $800 million$1 billion$4 billion $3 billion

美国 中国 日本 欧盟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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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道，这次中断导致加拿大油菜籽行业在2019年3月至2020
年8月期间由于销量损失和价格下降损失了大约15.4至23.5亿
加元69。

中国政府对这次禁令的官方解释是出口到中国的油菜籽中发
现了诸如菌类的有害生物70。这次禁令的真实原因是复杂且多
方面的。它发生在华为CFO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扣
留事件的仅仅几个月之后71。观察者将这两次事件联系在一
起并断定这次禁令是由政治因素驱动的。加拿大总理Justin 
Trudeau甚至声称中国是在“找借口”，这种限制加拿大对中国
出口的行为是“不公平的”72。

尽管油菜籽整体出口已经开始恢复，但禁令仍在持续当中（两
家出口商的油菜籽出口许可证仍处于暂停中）73。比如，2020年
对加拿大农产品生产者是非常利好的一年，他们从中国对农产
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中获益74。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菜籽油和菜
粕并没有受到禁令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行业利益相关者应该
对中国感到自满。比如，加拿大油菜籽理事
会在其2021年新的市场准入战略中强调了
贸易多样化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需要更多
的政府资源以在亚洲实现市场多样化和创
造贸易可预测性”76。显然，这需要同时取得
行业和政府的支持以促进贸易多样化达到
必要的水平并扩展进入新市场。

尽管禁令仍在持续中，但价值数十亿加元的
中国市场现在是也将继续是加拿大油菜籽

行业的核心市场。尽管该行业可能面临短期的障碍和/或中断，
但是总体的发展轨迹（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已经被证明
是正面的。

table 1.4.2

加拿大油菜籽出口

数据来源：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75

年份 出口（吨）

2020 20 million

2019 16 million

2018 18 million

2017 19 million

2016 16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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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经济影响

前文提到的LMC报告总结称，在2018-19财年，加拿大对中国出
口占加拿大总出口100亿加元中的31.87亿加元，直接经济影响
总计121.8亿加元，累积经济效应——包括间接和诱发效应——
总计277亿加元77。因此，如果加拿大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直接
经济效应与累积效应成比例，那么在2018-19财年，中国从加
拿大进口油菜籽为加拿大带来的经济效应总计72.5亿加元。这
意味着间接和诱发效应比直接效应大1.27倍，总的行业乘数为
2.27。这显著高于对中国出口的总行业乘数（2.064）。

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在2018-19财年，油菜籽行业直接创造的
就业岗位达到60,000个。然而，如果把间接和诱发消费效应考
虑之内，油菜籽行业为加拿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至142,000
个。如果包括那些为油菜籽种植提供帮助的农场家庭成员，这
一数值将会更高，高达204,000个。基于油菜籽行业对中国出口
的收益比例，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对中国油菜籽出口为加拿大创
造了142,000个就业岗位中的37,500个。

我们需要指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油菜籽出口的间接和诱发效
应很可能比其他行业高，这是由于油菜籽行业的年平均工资为
86,000加元，这几乎是加拿大平均工资的两倍。这也可以部分
解释为什么油菜籽行业的乘数效应（2.27）高于对中国出口的
整体行业（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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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务贸易
在过去十年间，加拿大对中国的服务出口以年均15%的速度增
长。在2020年之前服务出口翻番超过34%。很显然，COVID-19疫
情严重阻碍了国际旅行，也随之减少了教育和旅游出口。最近
几年，旅行出口——包括旅游和教育出口——已经成为目前为
止对中国服务出口中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类别。旅行出
口的三分之二（约45亿加元）由教育出口组成， 三分之一（约22
亿加元）由旅游出口组成。由于更多地集中在商务服务出口，而
商务服务不像教育和旅游那样受旅行限制影响较大，加拿大对
香港的服务出口受疫情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严重。

表 1.5.1 
加拿大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
2011-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78

*2020年服务贸易子类别数据尚不可得

服务贸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服务出口总量  
（中国大陆） 2,547 3,252 4,084 4,773 5,344 6,316 6,907 7,682 8,096 5,359

同期百分比变化 28% 26% 17% 12% 18% 9% 11% 5% -34%

旅行（出口） 1,690 2,099 2,924 3,679 4,185 4,983 5,505 6,002 6,333

商务服务出口 386 583 491 505 546 597 617 791 798

交通及政府服务（出口） 471 570 669 588 613 736 785 889 964

服务出口总量（香港） 924 1,156 1,247 1,305 1,389 1,705 1,574 1,816 1,875 1,394

同期百分比变化 25% 8% 5% 6% 23% -8% 15% 3% -26%

旅行（出口） 220 229 249 250 293 322 305 363 379

  商务服务出口 252 278 344 385 429 720 570 618 622

交通及政府服务（出口） 453 649 655 670 667 663 700 835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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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体量小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是加中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方
面。加拿大服务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旅游、金融服务以
及主要由加拿大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留学的中国国际学生构成
的教育。这些为加拿大带来了数亿加元的收入，而且促进了两
个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社会文化出口也是加中经济关系
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之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甚至投资的往来。比如说，很多在加拿大的中国国际学生最后
会移民加拿大，从而对加拿大经济带来长期的正面影响。因此，
我们不能低估根植于对中国服务出口的社会和文化出口的重
要性。

在讨论对中国服务贸易对加拿大经济总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本
章首先考察加拿大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在部门和区域层面上的
影响。

 1.5.1 教育

加拿大是教育出口大国。2018年，加拿大政府和独立研究机构
估计国际学生在学费、食宿费以及其他方面的总花费超过220
亿加元。这些花费支持了加拿大近22万份工作79。由于国际学
生的花费代表着海外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所以被算作加拿大教
育服务的出口。事实上，跟传统出口，比如，小麦、海鲜、煤和铁，

国际学生对加拿大的贡献更多。根据2019
年加拿大统计局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
据，教育服务是当年加拿大最大的出口项
目，排在数据库中的所有21种出口商品（包
括矿物质、纸浆）之前，也超过了其他种类
的服务贸易出口。

“教育服务是
当年加拿大最
大的出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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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拿大移民局统计，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国际学生达
169,905人，占加拿大2019年所有国际学生总数的26.2%。值
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低于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所估计的
180,000人。2019年，这些花费转化成了价值57.2亿加元的对加
拿大经济的直接贡献，支持57,000份工作。2018年，国际学生对
加拿大总的税收贡献为37亿加元，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
学生贡献了8亿加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很多关于中国学生
对加拿大的影响的分析并没有考虑来自香港的学生，这使得这
些分析中的相关数字产生了一些变化。

区域和行业特征

中国留学生并不是均匀遍布加拿大，他们的分布与国际学生在
加拿大的总体分布也不太一致。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相比，
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更多的集中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然而，他
们大多数在安大略省学习。在加拿大最大的大学——多伦多大
学，2019年中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二80。约克大学和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紧随其后，分别拥有第二多和第三多的中国留学生81。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提到中国留学生的时候并不仅仅指大学
生。实际上只有45%的中国学生持有大学的学习许可82。大量的
中国留学生进入了学院和技术学校，甚至有些留学生在小学和
中学为将来进入大学学习英语。

图1.5.1显示了2018年加拿大各省持有学生签证的中国国际学
生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如图1.5.2所示，英属哥伦比亚省、新
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省以及安大略省人均拥有的中国学生
数量最多。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庞大的中国社区和与中国相对
临近使英属哥伦比亚省十分受中国学生的欢迎。同样，2019年
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多伦多大学被认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加拿大大学，是安大略省的中国留学生比例高企的重要原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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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由于低人口基数似乎是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生高度集中在某几个学科中86。2017
年，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是商科（39%），其次是理科、工程和数
学（34.5%）以及社会科学（22.6%）。相比之下，只有13%的来自
其他国家的学生选择商科。

图 1.5.2

2018 各省每十万人中国学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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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收益
中国和加拿大长期以来在研发方面有着牢固的合作关系。尽管
研发在近几年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两国之间的合作促进
了清洁能源、交通、纳米科技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例如，
阿尔伯塔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旨在通过可持续 
能源进步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未来能源与环境联合研究 
中心87。

加拿大大学的研究获益还体现在中国研究生参与的科研和企
业的资金支持。例如，加拿大科学与工程研究学会（NSERC）于
2021年与华为加拿大合作在加拿大大学寻找合作伙伴以支持
尖端计算机与电气工程方面的研究88。至于在加拿大工作的中
国研究者，Paulson Institute估计中国研究者占了加拿大先进AI
技术的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89。

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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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中国合作进行研究现在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华为在
加拿大大学的资金支持是个显著的例子，因为比起教授领头的
科研合作更容易追踪。关于这个话题，一些人的关注点在于研
发合作追踪缺乏监管框架90，这种缺乏抑制了加中学术合作成
果的知名度。对于华为近期与NSERC的合作，一些专家表达了
担忧。他们认为这种方式的合作最终会允许华为以低成本获取
价值不菲的知识产权而给加拿大造成损失。然而，由于缺乏能
够推进尖端技术项目的潜在合作者的，加拿大可能需要这样的
合作来促进这些领域内的科研。智能光子领域的加拿大首席科
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Roberto Morandotti教授认为
在他的领域只有思科（Cisco）和华为是稳定可靠的合作者。把
华为排除在外意味着“不做项目，不发展任何知识产权，不支付
学生收入，并且不支持加拿大经济”91。

加拿大中国国际学生数量下降风险

目前的数据覆盖了2019年之前十年，刻画了在“正常”形势下加
拿大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情况。然而，衡量双边关系以及疫情对
未来趋势的潜在影响也很重要。接下来的对于2020年和2021年
数据结合当前困境对中国学生留学加拿大进行了分析。

COVID-19疫情的影响 

总的来说，2020年加拿大国际留学生（包含所有层次的学校）总
数为530,540，下降了17%。其中，22%，即116,935名学生来自中
国。尽管占比仍然比较大，但比起2019年的26%有显著下降，并
且降幅相对于其他国家留学生更大92。这种差别归结为几个因
素。首先，始于中国的疫情意味着他们最早被隔离。因此，一月
份冬季学期从中国返回变得十分困难。尽管几个星期后转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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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课程，但是处于不同时区以及严格的封锁使得中国学生很难
跟得上加拿大大学的远程学习。这会降低新生注册下一学年课
程的兴趣。这导致加拿大2020年只收到12,077份来自中国大陆
的申请，而2019年收到34,583份申请93。同期，加拿大对中国学
生签证的批准率也下降了3.6%。下降的学生签证批准率和中国
学生申请率共同导致2020年录取的中国学生比2019年下降了
66.6%。而且，很多签证持有者由于旅行限制、加拿大大学课程
设置的变化以及其他不确定性，还没有返回加拿大。

政治关系紧张的影响

政治关系的紧张也对未来趋势有潜在的影响。针对澳大利亚和
中国之间紧张的双边关系，北京留学中介Amy Mo认为，如果中
澳关系继续恶化或者毫无改善，中国将利用对澳大利亚的教育
需求来进一步制裁澳大利亚人和澳大利亚政府。同样，随着双
边关系由于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拘而使
冲突升级，一些人担心加拿大大学也面临中国的制裁。

由于多伦多大学三分之二的国际学生由中国学生组成，西蒙菲
莎大学超过一半的留学生来自中国，中国学生的退学会对加拿
大整个国际学生群体和许多教育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在2019年
关于潜在的中国学生退学的担忧的高峰期，Moody’s Investor 
Services发布报告表示许多加拿大大学会面临财政紧缩，其中
尤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受到的冲击
最大94。然而，关于中国留学生退学的讨论很快平息了。

对中国国际学生学费的依赖

即使不考虑诸如住宿及其他方面的花费，国际学生需要支付三
倍于本地学生的学费。这种支出遍布加拿大，但更集中在大城
市，如最大的受益者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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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来自国际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收入支持了
加拿大大学向公众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服务。这种教育服务不仅
提高了创新性而且为加拿大人提供了在不断前进的经济环境
中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失去中国学生会持续恶化加拿大高等教
育机构的财务状况，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提高加拿大本地学生学
费，或者增加政府财务补
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同样，除了填补加拿大大
学的空位，国际学生也有
利于避免削减开支和减
少就业损失。

除了经济和财务优势，吸引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有助于提高加
拿大科学、技术及政治水平，这些也会影响加拿大经济。大学不
仅仅是教学场所，同时也是研究创新中心。很多国家现在认为
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国际学生和研究
人员丰富了校园，增加了加拿大的创新潜力。作为国际学生的
主要力量，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也使加拿大社会和经济受益。然而这些影响并不能直
接用金钱来衡量。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案例

以吸收大量中国留学生著称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例证了外国留
学生的学费如何影响大学收入、收入的使用以及对学费作为政
府拨款补充的依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方法和内部治理，包括
与中国国际学生相关的招募、录取以及财务条款，展现了大多数
加拿大大学是如何不断追求更激进的谋利战略和更高的国际
学生学费。由于国际学生对学费增长容忍度较大，所以加拿大大
学，尤其那些对中国学生吸引力大的大学正尝试用增加国际学
生学费的手段来实现收入最大化。

“失去中国学生会持
续恶化加拿大高等教
育机构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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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哥伦比亚大学2019/2020预算显示国际学费
（4.13亿加币）占总收入（22亿加币）的19%95。其

中，6,281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的中国学
生一共支付了1.84亿学费。值得注意的是，占国
际学生34%的中国学生贡献了45%的国际学生
学费。这反映了中国留学生集中在更加昂贵的学
科，而相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较少选择学
费更便宜的文科。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Vantage学院，专门针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
富裕家庭的学生打造的精英预科学校，是针对解决由于政府拨
款难以覆盖日益增加的支出的财务压力的盈利策略的一个例
子。尤其是，Vantage 学院迎合达不到大学正常英语要求，但是
可以支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尤其具有
吸引力，因为他们在海外学习的时候通常面临着语言障碍。高达
56,000加元的预科项目包括学费、住宿以及医疗保险。尽管这对
富裕的国际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但是1000个单元的学校宿舍建
造耗费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超过1.27亿加元，引发了争议。因为
当地学生面临宿舍短缺的问题。有5,200名学生在等待学校宿舍
并且在Vantage学院宿舍建造期间，大学的住宿费上涨了20%。
然而，如之前分析的，正是这项收入能使大学为所有学生提供服
务，包括本地学生。支付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如今在加拿大大学
里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政府对国际学生的回应 

渥太华已经意识到国际学生是一座“金矿”96，以及中国学生带
来的使加拿大经济受益的机会。移民部长Ahmed Hussen说“加
拿大会尽一切努力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并且保持加拿大作
为文化多元以及包容的国家的声誉”97，以此作为向来自中国和
海外申请者进行教育营销的卖点。

“占国际学生
34%的中国学生
贡献了45%的国
际学生学费”



41

不仅如此，拥有完善的中国社区以及活跃的中国学生校园组
织，加拿大持续成为中国人眼中专科以上教育的首选目的地。
尽管让学生毕业后留在加拿大有些困难，这也许是减轻加拿大
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的一个关键。在加拿大完成高等教育的
国际学生是加拿大理想的劳动力，因为他们已经住在这里，接
受了英语培训，熟悉他们所在领域的国家规范，以及未来极有
可能在技术密集的岗位上从事很多年的工作（纳税）。

作为留住并且把国际学生毕业后融入劳动力策略的一部分，加
拿大政府今年签发了24,000份新毕业工签，比去年多了160%。
此外，他们还开放了一条新的移民通道，旨在到2021年11月底
接收90,000 名重要临时雇员和国际学生98。与此同时，没有接收
上限的三条其他路径也已经启动来吸引法语或者双语申请者。

1.5.2 旅游业

尽管产生的收入低于教育，旅游业仍然在加中经济和文化关系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018年，接近700,000万名中国旅客到过加
拿大，平均每名旅客花费2,600加元，总计20亿元加币99。同年，
加拿大政府估算外国游客在加拿大总共花费220亿加元，支持
了约70万份工作100。中国游客花费占其中9.1%，意味着2018年
有6.37万份工作是由中国游客支持的。除此之外，由于加中两
国人民更加了解与对方的文化和地域相关的产品，旅游也是促
进移民、文化交流以及商品贸易的重要因素。

中国对加拿大的旅游消费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快速变化，加拿
大中国游客数量和消费急剧增加。2008年，只有15.9万中国游
客到访加拿大，平均每人花费1,889加币，共花费了3亿加币101。

然而，由于最近几年的加中紧张的政治关系以及疫情的破坏，
中国对加拿大旅游业的未来变得不确定。加拿大的中国游客从
2017年的68.2万名增加到2018年的73.7万名，但是2019年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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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57.1万名102。2020年又进一步降低到刚刚超过10万名，尽
管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疫情爆发的影响103。但是，即使在疫情前，
中国官方或明或暗指出中国对加拿大的旅游输出取决于两国
的之间的积极关系，这在当前双边政治氛围下并不现实104。

行业及区域性差异

在中国游客总计20亿加币的花费中，最大一部分7.536亿来自
温哥华、东海岸和洛基山地区105。不仅仅是加拿大西海岸由于
距离中国近而受欢迎，洛基山地区本身也是吸引中国游客的主
要景点。相比较而言，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游客仅仅在温哥
华、东海岸和洛基山地区分别花费了2.893亿加币和2.651亿 
加币。

大多伦多地区以吸引了3.811亿中国游客消费位列第二，占该
地区总的旅游消费的大约12%。草原三省，包括阿尔伯塔的洛
基山地区，也在2019年吸引了消费2.23亿加币的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花费中的22.6%来自食宿，这个数字仅仅是加拿大海
外游客平均食宿花费的三分之二106。这可能反映了中国游客在
其他产品和服务上花费较高。中国游客在加拿大的人均总花费
也比其他国家高。加拿大对中国游客来说是相对昂贵的旅游目
的地，更倾向于吸引高收入的中国游客。由于两国距离较远，预
算不高的中国游客更容易选择东盟或者其他邻近国家。

旅游对加拿大当地的影响 - 案例分析

尽管中国游客20亿加币的总花费及其所支持的6.37万份工作听
起来令人印象深刻，数字并不能传递旅游对个人、社区和中小企
业的明确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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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阿尔伯塔省的本地和国际游客访问人次达3,470万人
次，总花费82亿加币。其中，中国游客达11.8万人次，总花费1.88
亿加币，人均1,593.22加币。中国游客的高消费显而易见，仅占总
游客0.34%的中国游客贡献了总旅游消费的2.3%107。

阿尔伯塔政府用附加价值的方法评估了旅游业的影响，包括支
持就业，对GDP的贡献，政府税收108。假设中国对加拿大经济影
响的比例等于中国旅游花费的比例，我们可以估计中国旅游对
阿尔伯塔有以下影响：

 • 1,564份全职工作

 • 1.5亿加币对阿尔伯塔GDP的贡献，包括8,900万直  
  接贡献、3,450万间接贡献以及2,530万引致贡献

 • 2,530万加币的税收，包括
   * 1,220万联邦政府税收
   * 850万省政府税收
   * 390万市政府税收

为了进一步本地化这些影响，我们对班芙（Banff）小镇复制了这
些数字。班芙是加拿大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国家公园的山景、拍照机会以及众多户外活动吸引着中国的千
禧一代109。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我们使用了来自Dragon Tail International
杂志估计的有五万中国游客在2016年游览了班芙110。2016
年，13.5万中国游客在阿尔伯塔省花费了1.36亿加币。假设游
客消费是成比例的，我们估计有5万游客在班芙花费了5千万加
币，即每人1,000加币。真实的数字也许更高，因为本地游客拉低
了消费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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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跟阿尔伯塔省同样的估计方法，我们估算2016年中国游客
对班芙的经济贡献包括：

 • 415份全职工作

 • 3,960万加币的GDP（2,380万加币直接贡献、910万加币  
  间接贡献以及670万加币引致贡献）

 • 670万加币的政府税收

   * 320加币联邦政府税收

   * 230万省政府税收

   * 100万市政府税收

尽管阿尔伯塔省不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是省
政府的经济影响分析对于了解中国对于整个加拿大的旅游业
的影响十分有帮助。首先，当使用附加价值法来计算GDP，这也
是加拿大统计局常用的方法，游客消费通常超过他对GDP的贡
献。这种方法还强调游客花费对GDP的直接影响比他们与其他
行业相比的衍生影响要大。例如，在油菜籽出口行业，间接影响
和诱发影响比直接影响大得多。这可能反映了旅游业的产业链
不如油菜籽出口产业链复杂，如果考虑到旅游业是服务产业而
油菜籽出口需要大量产业组织。同样，相对低的诱发影响部分
是由于旅游业的工资比油菜籽产业要低。

这些工作大都集中于住宿、参观、娱乐、制衣、礼品以及交通领
域。然而，如果只考虑这些直接支持旅游业的经济活动未免不
足。间接影响和诱发影响说明旅游业依赖于其他似乎与旅游业
不直接相关的产业。在最近发表的一个衡量疫情对旅游业的影
响的报告中，加拿大统计局认为160.3亿加元旅游业的损失会
带来96亿加元的其他行业的损失111。

而且，这些估计也暗含着对社区的影响。对一个像班芙一样
的小城镇来说，或者即使对整个班芙国家公园【包括坎莫尔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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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more）】，415个就业岗位已经足够多。同样，100万加元的
税收占班芙镇2016年全部收入的3%，这对于班芙镇提供如修
路、交通、休闲、卫生以及紧急服务等社区服务的能力有重大 
贡献。

 
讨论

中国对加拿大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一个有
着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人口和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的大
国，中国游客的需求是巨大和持续增加的。这些中国游客对他
们游览过的社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支持着就业，贡献了政府
税收，也增加了GDP。没有中国游客，旅游社区例如班芙和坎莫
尔不会跟现在一样富裕，有这么多工作机会，和这么多公共服
务资源。因此，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存在双边关系和
疫情的负面影响，加拿大也会是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交通和政治因素对于保证未来加拿大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吸
引力至关重要。一个重要的交通问题是可达性。地理位置和语
言障碍都可能阻碍潜在的中国游客。例如，为了方便中国游客
在温哥华住宿、游览和转机，温哥华国际机场在英语和法语标
志的基础上安装了中文标识。

双边关系紧张也会影响客流量。在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
逮捕的消息传播开来和外交风波被确认后，2019年乘飞机抵达
加拿大的中国游客减少了9.6%至57.1万人112。也许游客人数下
降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双边关系紧张，但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13。在未来，由于双方政治家们仍会就商业和政治冲突进行博
弈，旅游业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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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贸易：结论

在2019和2020年，加中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分别是386亿加元
和349亿加元。然而，正如我们所分析的，真正的影响远高于此。
我们发现对中国出口的总经济影响是2019年贸易总额的2.064
倍，达到769亿加元。不仅如此，我们还估算出同期对中国的出
口还创造了365,915个工作机会。

就加拿大和中国而言，贸易和移民总是不可避
免地被联系在一起。我们提到，商品和服务贸
易促进了社会和文化交流，为未来的移民提供
了契机。例如，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正在寻求
通过由大学和学院支持的快速通道移民，从而
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114。

尽管移民的经济影响被加拿大政治家们强调，但它的真正影响
并没有被理解，也没有像贸易一样被量化。然而，移民对于获得
中国对加拿大的总体经济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章节将探
索中国到加拿大的移民是如何影响加拿大GDP和贸易的。

“我们发现对中国出口的总经济影响是
2019年贸易总额(769亿加元) 的2.064倍”

“我们还估算出同
期对中国的出口还
创造了365,915个
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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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今天，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从事的职业包括企业家、学生、专业技术人员、政府雇员、
看护、社区领袖等。他们的消费需求促进了加拿大的企业发展，
同时他们的企业也为加拿大的市场需求供给了商品。同时，他
们对加拿大文学、政治、体育、娱乐、慈善、教育、精神以及最终
在文化精神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15。

华人拥有的小企业现在在加拿大主要城市无处不在，促进了就
业和服务的多样性。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在2019年超过
三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相似地，某工作网站显
示中国移民已经活跃在众多技术密集型工作岗位中，包括高级
java程序助理、商业发展专家、行政助理、移民助理以及线上教
师。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职业和角色分布验证了他们在加拿大
社会的高度融合和广泛分布。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加拿大不同人口结构和不同区域的初代、
二代及其后代中国移民的影响进行定性讨论。同时，我们估算
了初代移民对加拿大GDP的影响。并且，我们在附录A中汇报了
初代移民对加拿大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影响。

移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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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移民显著的人口和区域特征
根据201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初代
以及后代中国移民累计将近180万。比较而言，尽管过去十年间
加拿大接受了更多的印度裔永久居民，截至2016年印度移民
仅为140万人。这反映了中国对加拿大移民的历史久远。尽管加
拿大少数族裔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平等问题仍然
存在。比如，根据2021年劳动力调查数据，加拿大华裔贫困水平

（20%）是欧洲裔加拿大人的两倍还多（9.6%）116。

尽管加拿大社会仍然存在排外现象，但是已经朝着社会与经济
平等方向大幅迈进，从而使得中国移民能够为加拿大文化、社会
与经济做出富有意义的贡献。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华人群体保留
并整合了自身的文化特征从而在整体上丰富了加拿大社会。并
且，这些华人群体还促进了加拿大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
巨大的文化与经济交流，这也成为加拿大强大的跨太平洋联结。

在2010至2019年间，加拿大吸收了287,089名来自中国的永久居
民。截止到2016年人口普查，49%的加拿大华人居住在安大略
省,31%居住在英属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位列第三，容纳了
9%的华人。

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统计，849,340名加拿大华裔居住在安大略
省，英属哥伦比亚省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居住着540,155名华人。
然而，就华人占总人口比例而言，英属哥伦比亚省以11.84%位
列第一，拥有最高的华裔加拿大人占比。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属哥
伦比亚省在地理上更靠近中国，同时也因为英属哥伦比亚省早
在20世纪就引入中国劳动力修建太平洋铁路。在大西洋四省中，
新斯科舍省拥有规模最大的华人群体，居住着8,640名华人。其
中，25-54岁的华人占53%，女性移民占华人的大部分。

多伦多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加拿大最大的都会区，居住着631,050
名华人，并且吸引着规模最大的新移民。居住在温哥华都会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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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数量为474,655，尽管在数量上低于多伦多都会区，但是温
哥华都会区的华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0%。在距离中国最遥
远的海岸，哈利法克斯都会区居住着7,000名华人，仅占总人口
1.7%。尽管在21世纪，加拿大华人在加拿大的分布越来越广泛
并且日益融入加拿大社会，然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集中在温
哥华和多伦多。事实上，在2006-2011年间，居住在这两个城市的
华人占比从70% 117增长至74% 118。这一比例目前可能已经高达
77%。

因此，华人的经济影响也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温哥华和多伦
多。根据本文的分析，2017年，初代华人移民对这两座城市的经
济贡献分别达到12和11亿加元。

至于加拿大内部的影响，第二代男性华人移
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61%，显著高于
所有民族第二代的33%。在女性中，第二代
华人移民同样拥有最高的大学完成率，达到
72.6%。相应地，45%-50%的第二代华人移民

从事高技能工作，与之相对应的，第三代（以后更后）欧洲裔加拿
大男性和女性从事高技能工作的比例分别仅为20%和31% 119。
这一比例同时也高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第二代移民——女性从事
高技能工作高出12%，男性高出18%。

总体而言，第二代华人移民的收入高于第三代欧洲裔加拿大人
及其后代。然而，加拿大华人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比例也尤其高，
这意味着华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他民族。

 
对加拿大的影响和机遇

通常而言，移民对缓解加拿大老龄化问题这个许多发达国家存
在的通病具有重要作用。加拿大出生率从1971年开始就低于更
替水平120，这意味着退休人口多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包

“2017年，初代华人移民
对这两座城市的经济贡献
分别达到12和11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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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移民在内的移民中工作年龄人口和年轻人比重相对较
高，从而保证加拿大劳动参与率保持在高水平。这有助于养老
金支付者和受益人比重保持在一个更加健康的水平，并且增加
了税收从而能为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移民可能是未来全部的
劳动力增长。富裕的移民同时也带来直接从中国转移至加拿大
的个人财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这种情况尤其
适用于那些退休之后来加拿大养老的人群，因为退休人员往往
会花费他们储蓄的大部分。

加拿大政府持续扩大移民目标具有一系列原因。相应地，加拿
大移民项目优先考虑具有潜在经济效应的高技能移民。比如，
前文提到的快速移民项目主要引入了新的软件工程师和设计
师、信息系统分析师、程序员、审计与会计以及公共关系专家121。

中国尤其给加拿大提供了这种互惠互利的移民的巨大机会。
正如前文提及的，中国移民往往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而
产生更广阔的经济效应。根据最新一项由中国大陆和香港的
Hamazaki Wong, RIWI和Vivintel主持的网络调查显示，有600多
万中国成年人对在未来两年内移民加拿大表示有兴趣122。当然，
加拿大只会吸收移民目标数量之内的移民，但是，这一调查说
明了中国作为移民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

调查数据显示具有移民至加拿大意愿的人群通常比较富裕并
且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英语能力。考虑移民至加拿大的中国
成年人中50%以上拥有硕士学位及以上学历，将近75%拥有学
士学位及以上学历。

而且，中国大陆移民至加拿大的三大原因分别是退休（36%）、
创业（28%）和留学（16%）。对中国香港移民来说，移民加拿大
的三大理由分别是留学（22%）、退休（21%）和开始一份新的职
业（19%）。最后，中国大陆公民希望移民至加拿大的三大理由
分别是加拿大是开始新生活的最好的地方（17%）、更好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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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和政治稳定性（16%）。然而希望移民加拿大的中国香港
公民认为的三大理由分别是公共服务（28%）、更安全（19%）和
政治稳定性（16%）123。

10月底，作为对抗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的整体战略的一部
分，加拿大政府提高了移民目标。该计划将在2021、2022和2023
年分别吸收401,000、411,000和421,000名新的永久居民。

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将仍可能是加拿大新移民的前三大来源。
如果达到移民目标并且移民分布与疫情前趋势相似，那么加拿
大每年将会引入35,000名中国移民124。基于本文所分析的材料，
我们认为采取措施吸收更多的中国移民将是有价值的 。

2.2 GDP影响：量化分析
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经济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他们对GDP的影
响也是多方面的。简单来说，移民通过消费和投资对GDP产生
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构建文化桥梁促进交流和降低双边交易
成本间接地对GDP产生影响。

中国移民同时也通过提高加拿大在中国的口碑促进了中国公
民来加拿大旅游和留学。由于中国移民数量增长导致的与中国
相关产品供应的增加进一步地降低了来自中国的新游客和国
际学生的适应成本。因此，中国移民同时也对加拿大对中国服
务出口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数据来源中与移民
相关活动的直接货币效应统计非常有限，本文利用数据回归自
主设计了计量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分析只评估了初代
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我们排除了第二代以及后代的中国
移民，这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任何有关两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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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口流动的加拿大或中国政策都不会左右他们对加拿大的
影响。最后，由于三大地区的中国移民规模太小，我们排除了对
他们的分析。附录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与出口相关的估
计结果。

2.2.1 量化分析结果

图2.2.1呈现了各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英属哥伦比亚省和
阿尔伯塔省的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相对较高，这与两省是中
国移民的首选之地的事实相符。值得关注的是，安大略省的中
国移民的GDP贡献率相对较低，这是由于尽管安大略省的中国
移民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安大略省巨大的总人口规模，相对而
言移民的人均影响则较低。总体而言，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
在2010-2019年间不断增长，仅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出现 
下降。

图 2.2.1

新增中国移民年度GDP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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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GDP贡献

阿尔伯塔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20年总体呈增
长态势，仅在2014-2016年和2020年出现短暂下降。尽管出现
短期下降，2016年GDP贡献率为0.318%，2020年GDP贡献率为
0.295%，均高于2010年的0.204%。

英属哥伦比亚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19年呈现增
态势，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GDP贡献率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
0.747%。加拿大西部其他省份也遵循着相似的增长规律。曼尼
托巴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20年总体呈增长态势，
仅在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峰值出现在2019年，达到0.188%。萨
斯喀彻温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也呈增长态势，不过在2014-
2016年和2018-2020年间两度出现暂时下降。峰值出现在2018
年，达到0.136%。

图 2.2.2

中国移民的对各省GDP的年均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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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情况与上述省份相似。安大略省中国移
民的GDP贡献率呈增长态势，仅在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峰值
出现在2019年，达到0.24%。魁北克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同
样呈增长态势，仅在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峰值出现在2019年，
达到0.38%。

最后，与上述中国移民GDP贡献率的增长轨迹显著不同的是大
西洋四省。大西洋四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20年
基本保持稳定。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以及新不伦瑞克省的中国
移民GDP贡献率较高，均值分别达到0.032%和0.033%。新斯科
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相对较低，均值
分别为0.028%和0.018%。然后，从数量上而言，新斯科舍省中
国移民的GDP贡献最大，在2020年达到一千万加元。哈利法克
斯——新斯科舍省中国移民主要集中的地区——占据了全省总
效应的90%。

总体而言，英属哥伦比亚省中国移民的平均GDP贡献率最大，达
到0.47%，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三位，分
别为0.32%和0.29%。到目前为止，大西洋四省中国移民的GDP
贡献率在全加拿大是最低的。这一结果与各省份在中国移民数
量以及中国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方面的差异相符。在全国层面
上，加拿大中国移民的平均GDP贡献率在2010-2019年呈增长态
势，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全国平均贡献率的变化与加拿大中
国移民数量增加的整体趋势相符。全国平均GDP贡献率的峰值
出现在2019年，达到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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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GDP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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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以贡献价值计

最后，我们利用这些估计得到的GDP贡献率计算中国移民GDP
贡献的货币价值。中国移民从2010年至2021年初累积GDP贡献
达到489.5亿加元。这是基于我们估计得到的参数和加拿大统
计局支出法经季度调整的现价GDP数据计算得到的125。

从2016至2020年，中国移民分别为加拿大经济贡献了46、54
、61、67和52亿加元。这相比于2010年的25亿加元有了明显的
增长。

“中国移民从2010年至2021年初累
积GDP贡献达到489.5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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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哥伦比亚省中国移民近年来的GDP贡献货币价值最大，
在2019和2020年分别达到19和15亿加元。安大略省在2019和
2020年分别为18和13亿加元。阿尔伯塔省在2019和2020年分
别为14和13亿加元。魁北克省在2019和2020年分别为12和9亿
加元。

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中国移民GDP贡献货币价值低了
一个量级，2019和2020年均大致为1亿加元。大西洋四省中国移
民GDP贡献货币价值更低，在2020年大致是1000-1050万加元。

通常而言，我们不会汇报基于这种计量分析得到的以货币衡量
的GDP贡献。我们在这一小节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阐明移民的
影响以和本文的其他部分保持一致。

重要的是，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是显著并且快速增长
的。除了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在全国层面上，中国移民的GDP
贡献增长快于整体的GDP增长。从2011-2020年，中国移民GDP
贡献年均增长率为9%，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同期加拿
大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52% 126。总体而言，吸收中国移民是
帮助加拿大构建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繁荣的未来的一个重要
途径。中国移民通常拥有更好的技术和更高的经济产出。

“从2011-2020年，中国移民GDP贡献
年均增长率为9%，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
据显示，同期加拿大GDP年均增长率仅
为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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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

概况
迄今为止我们尽可能量化了贸易和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
投资也是双边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输出投资国和接受投
资国都会从中受益。这一章节将衡量加拿大在中国的投资对加
拿大的影响。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加拿大对中国投资存量在2020年达
到697亿加币，其中129.51亿是直接投资，567.03亿是资产组合
投资127。相比之下，加拿大在英国的投资存量为2,400亿加币，在
美国的高达4万亿加币。尽管看上去加拿大在中国的投资体量
较小，但事实上加拿大在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在其他国
家的投资。加中之间的投资关系发展时间还比较短，因此，与其
他亚洲国家相比，比如加拿大在印度的投资只有300亿加币，加
拿大对中国投资进展较快。

在中国， 2018年由加拿大控股的附属公司在中国拥有价值221
亿加元的资产128。加拿大外交部2020年9月的贸易报告表明，截
至2017年加拿大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跨国公司总收入达127亿
加元129。然而这部分收入以及对中国的投资额并不会被计入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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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GDP，投资所产生的收入将反映在GNP中。尽管没有直接在
GDP中表现出来，但是这些投资收入被用来支持加拿大国内和
海外的其他经营。

由于这些困难，这一章的重点在于提供相关投资决定的定性分
析，以及考察加拿大投资中国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

3.1 金融行业
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养老基金是加拿大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金融
机构。他们的投资行为充分表明了中国市场为加拿大企业带来
的利益。

在加拿大“五大行”中，BMO是引领中国投资的佼佼者，也是唯
一一个在中国拥有子公司的加拿大银行。BMO自从1818年就
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联系了，这种两国机构之间的
联系非常成功。Scotiabank在中国的业务也很大，价值40.48
亿加币。然而与2019年的51.8加币相比有所下降130。截至2020
年，Scotiabank最主要的投资是拥有西安银行的价值9.26亿加
币的股份131。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并不仅仅集中在某
几个公司而是分散开来。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加拿大帝国
商业银行（CIBC）、加拿大国家银行（NBC）和加拿大多伦多-道
明银行（TD）也在中国拥有分支机构或者代表处。而且，加拿大
人可以在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加拿大银行里购买中国证券产品
并分享中国股市成长带来的收益。总体来说，加拿大银行在中
国市场投资了数亿加元来支持海外银行运营和国内金融产品。



59

3.1.1 保险公司：manulife 及 sun life 

鉴于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对养老金系统的改革132，保险
业将会成为高回报的行业。加拿大保险公司是加拿大金融系统
以及资产管理产业的核心部分。很多保险公司，包括一些行业
巨头，都在中国从事保险和资产管理方面的经营。

Manulife在亚太区域有着长时间的经营历史，其中在中国有
着115年的历史133。Manulife在中国的的核心产业是Manulife-
Sinochem——中国第一个跟外国公司成立的合资保险公司134。
直到最近，中国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拥有多数股
份，Manulife-Sinochem则是例外，这是由于它在中国的悠久历
史和与中国良好的关系。据Manulife所说，Manulife-Sinochem
在中国的51个城市和14个省有分支机构，雇佣了13,000名员
工，卖出了2百万份保险。

Manulife并不公布在中国的收益，然而，2021年一季度，公司公
布了5.7亿加币来自亚洲的收入135。Manulife 2020年报也宣布
了当年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其中包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
投资储蓄和养老金产品 136。

Manulife Teda，是一个2002年成立的管理服务于中国消
费者的共同基金的合资企业。同样，加拿大鲍尔集团（the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拥有华夏基金管理公司

（ChinaAMC）—— ChinaAMC是中国最大的基金公司——27.8%
的股权 137。

Sun Life Financial 也是一个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主要保
险品牌，号称自己位列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保险公司的前十138。
公司在中国的主要公司是Sun Life Everbright，这是1999年成
立的一个与中国的光大控股（China Everbright）合资的企业139

。这个合资公司在中国人口发达的地区销售不同种类的个人和
团体保险、健康及财富管理产品。同时，该公司还通过Su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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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bright 保险资产管理部销售资产管理服务。Sun Life 自从
1892年就在香港建立了分支机构。Sun Life 香港公司是全资子
公司，为个人和公司消费者提供各种保险、退休以及投资产品
和服务。Sun Life并不对外公开在中国的盈利，但2021年二季度
公布了1.52亿加元的来自亚洲地区的整体收入 140。

3.1.2 养老基金

加拿大有众多的养老基金，这些基金为数百万加拿大的退休生
活提供了财务保障。近期，养老基金产业占加拿大金融行业资
产的15%。八大养老基金包括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CPPIB),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CDPQ),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OTPP), Healthcare 
of Ontario Pension Plan (HOOPP),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OMERS), bcIMC, 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PSPIB), and Alberta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AIMCO). 这些基金管理着价值超过
1.75万亿的各类资产。尽管每个养老基金的资产组合及数量不
同，他们都在亚洲和中国市场进行了投资。

这种趋势始于2008年CPP在香港建立了分支机构以发展区域投
资经验以及对大中华及亚太地区的合作关系。作为覆盖主要发
达以及新兴市场的全球多样化战略的一部分，该基金持续对中
国进行了投资。OMERS的投资组合中有30亿来自中国，这些投
资近年来已经获得了数千万加元的回报。即使是八大养老基金
中最小的一个，HOOPP，也承诺在中国和印度市场大量投资以
加快增长。该公司在亚洲市场已经投资了50亿加元，这个数字
几乎确定会进一步增长。

中国对这些养老基金的重要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在此开设的分
支机构的数目。CPP、OTPP和PSP投资已经在香港设有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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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其他的几家基金也在最近的年报中提及他们在考虑在中国
开设分支。这进一步强调了这几大加拿大养老基金对中国投资
的重视。例如，如果我们比较2019年和2021年CPP投资的年报，
此基金在亚洲投资的比重提高了几个百分点几乎达到了24%。
这反映了该基金在新兴市场的成长，其中中国是关键的一个市
场。其他养老金基金也有类似的行动。例如，OTPP把它所持有的
人民币价值从2019年刚刚超过10亿加元提高到2021年超过70
亿加元141,142。

为了实现预期回报，所有的养老金基金需要考虑他们在中
国的分配额度相对于中国占全球股票市场的比例。根据黑石

（Blackrock）的预测，中国股市被认为是在过去五年中表现第
二好的市场，仅小幅落后于欧洲市场143。但关于这些预测值得关
注的一点是中国股票在未来五年间极大的不确定性区间，上至
20%，下至-2%。相比之下欧洲股票的回报区间为3.1%-11%。尽
管这使得在中国投资获利颇丰，但同时这些基金也必须衡量由

此带来的风险。然而，如果
不投资中国股票最终会失
去潜在的高回报。图3.1.3
显示了在中国A股市场进
行不同程度投资的基金的
收益情况。投资程度高的
获得的收益也高。通过对
中国市场的精准战略投
资，基金可以获得更高的
回报率。例如，CPPIB在过
去十年中获得了11%的年
化回报率，比多伦多股票
交易所近十年平均回报率
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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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十亿加币投资回报率 
根据投资中国A股市场不同程度的一亿加币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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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百分比变化看起来很小，但当进行养老基金级别几亿或者
数十亿加元的大量交易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对依赖这些
养老基金作为退休后收入的退休人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些加拿大大型养老基金已经开始实施全球多样化战略，以期
在加拿大之外的一些重要市场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以在服务
他们的客户或者相关成员中实现风险调整的成长。更多的投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市场是保持基金生命力的多样
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几代加
拿大人的金融需求服务。即使是收益的小幅提高也可以对养老
基金的稳定性和生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慎重考虑中国市场
投资风险的基金会错失价值不菲的回报。

金融服务行业：要点

公司财务报告的差异性以及收入来源的复杂性使得投资中国
股市的总体收益难以量化。然而， 投资兴趣和参与度表明中国
的企业成长和资产管理有极大的投资机会。如上所述，加拿大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入2017年累计127亿加元。然而这只是总
数，我们并不了解有多少收入返回加拿大。

然而，很明显加拿大金融机构正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投资，目的
在于服务中国市场和利用在中国资产服务于加拿大市场。因
此，这些公司不仅仅有益于中国，而且也使加拿大通过进入中
国市场而获益。2020年，在中国管理的资产增加了34% 145。这些

“更多的投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
国市场是保持基金生命力的多样化方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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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超过了大部分其他市场，这是基金经理寻求进入中国市场
的原因。这也反映在加拿大共同基金持有人的个人财富上。一
些退休人士甚至从人寿保险里借钱的，这表明保险和投资之间
的相互影响使保险公司的成功和个人理财的灵活性和稳定联
系在一起。而且，加拿大企业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相关，从
而影响对加拿大客户的分红和奖金146。

3.2 零售和服务产业投资
类似于金融机构，一些加拿大最著名的服务和零售行业的公
司也在以投资、经营和与中国公司合伙的方式加速在中国市
场的扩张。

例如，加拿大鹅（Canada Goose），一个标志性的以高档服装
著称的加拿大零售品牌。公司计划于2021-2022年在中国开六
家新店，使中国店铺的总数达到18家。除此以外，加拿大鹅在
亚太地区只在东京有一家店铺。当COVID抑制了旅游以及中
国游客在加拿大流行品牌上的消费，那些在中国有店铺的品
牌在疫情期间经营相对较好。

然而，加拿大在中国的扩张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2018年末华
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之后，出于品牌和投资不稳定
的担忧，加拿大鹅股票大幅下跌147。由于有报道说中国消费者
抵制加拿大品牌——尤其是加拿大鹅——作为对孟晚舟拘禁
的报复，加拿大鹅的股价下跌进一步发酵。两年半之后，因线
上销售和中国需求，加拿大鹅在中国获得了超过十亿加元的
收入148。

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成长型市场，也是全球扩张最重要的
机会之一。加拿大鹅不是惟一的例子。例如，全球拥有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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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的Tim Hortons，计划未来十年在中国开2,750家新店，
而Tim Hortons目前在中国已经经营了200家店铺149。尽管
Tim Hortons与Burger King合并之后不再是加拿大独资，但
增长潜力十分明确。同样，总部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始祖鸟

（Arc’teryx）也是一个在大中华地区不断扩张的知名加拿大
品牌。2020年9月在中国上海的第一家旗舰店开业，同时在香
港和澳门拥有多家店面150。尽管所有权从加拿大转移到欧洲
再转移到中国（2019年始祖鸟成为加拿大运动品公司安踏的
子公司），始祖鸟始终保持并且不断提高着它的加拿大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加拿大金融机构，加拿大零售商们进入中
国的历史很短。加拿大鹅2018年进入中国；Tim Hortons则在
2019年初进入。由于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中国对加拿大公司
来说是一个利润有保证的市场。加拿大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
中国消费者非常有吸引力。

3.3 制造业和供应链
迄今为止所提到的例子展现了中国消费者和资本市场为加拿
大零售和投资公司所提供的机会。然而，中国对加拿大商业和
消费者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在制造业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已经有数十年了。很多跨国公
司，包括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工厂以利用相对低廉的劳
动力和不断成熟的技术工人。在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更加
深入地参与全球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商标已经无处不在，如
我们在“进口”章节所提到的。

两个在中国连接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加拿大公司是露露柠檬
(Lululemon)和Herschel Supply.两个公司在中国设有长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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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工厂或者外包生产用以供应全球市场，大部分供应北美市
场，仅仅在201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中国尝试零售。

从2020年2月到2021年8月，Lululemon在全球新开设了43个店
铺，其中25个位于中国。2021年8月，Lululemon在全球的534个
店铺中有60个位于中国及中国香港151。公司称18%的布料来自
中国，7%的成品是在中国制造的152。尽管Lululemon在中国的
零售业务仍处于扩张中，现在大部分Lululemon在中国制造的
产品在中国销售。同样，根据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小镇命名的
Herschel，在中国经营着15个服装工厂，供应全世界超过4,000
个商店153。该公司自从2009年就在中国开展大部分制造但是在
2017年才开始在中国售卖产品。

Herschel 的联合创始人兼常务董事Lyndon Cormack认为中国
的制造业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称“中国的工厂和为了确保最
新和领先而一直投资的技术比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要先进
得多…我们想要在最棒的地方制造我们的产品而中国就是这
个地方。”

PriMED是另一个在中国开设工厂的著名的加拿大制造
商。PriMED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医疗系统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商。
自从2005年起就作为全资外资子公司在中国经营工厂154。该公
司在COVID-19来临之际才开始在中国政府的规范下在中国市
场销售产品。尽管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仍然是加拿大，但是在
中国生产产品对它来说非常有效率。这不仅仅是符合PriMED自
己的利益，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加拿大医疗系统所使用的个人防
护用品的价格，也因此提高了加拿大人的医疗服务。

尽管这些利益显而易见，疫情仍然引起了对中国供应链过于依
赖的担忧。尤其是，对个人防护品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激增，而本
地供应满足不了这种需求。面对全球短缺，没有本国生产能力
的国家面临着运输的拖延，因为个人防护品制造国正忙着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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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的需求。鉴于这一点，PriMED在2020年中开始在安大略省
建立加拿大本地的制造工厂。该公司声称新工厂将有能力在加
拿大提供医用口罩给紧急医疗，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在紧急通知
的情况下也能大量生产。

PriMED的故事以及Lyndon的评论暗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极
大竞争力的制造中心的一些因素，这有利于应付多样化的挑
战。除了具有吸引力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工人，中国的基础设
施和产业集群也为大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这些企
业通常需要很多邻近的零部件供应商以避免生产过程中高额
的运输费用。加拿大有着传统的产业集群围绕在汽车、航空以
及食品加工行业155。相比之下，中国有着更为宽泛和成熟的一系
列为不同区域的制造中心提供诸如原材料、零部件、物流以及
专业劳动力等专有支持的产业集群156。这是寻求供应链多样化
和本土化以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跨国企业觉得具有挑战性的一
个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的比较
优势也显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可以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中获
利。

另一个来自Lululemon和Herschel 在
中国经历的要点是加拿大投资者在
中国制造和销售产品的市场机会。中
国不仅适合进行大部分制造业生产，
它的消费者群体也在呈指数增长。加
拿大公司称如果想成为一个面向主
要市场的有竞争力的全球供应商，必
须进入中国市场。电动汽车的销售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2020年占全球销量的41% 
157。尽管中国公司在本地市场占主导，但是很多外国企业仍然依
赖中国市场获得收入。例如，特斯拉，成功地通过于2019年建立

“加拿大公司称如果想成
为一个面向主要市场的 
有竞争力的全球供应商， 
必须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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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中国的第一个制造中心而降低了在中国市场布局产品的
成本。自此，特斯拉增加了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如今中国市场
贡献了特斯拉收入的30% 158。同样，40%的大众汽车销售来自中
国。大众中国集团（包括奥迪）通过与FAW集团和SAIC汽车合作
成立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开设了多个工厂。引用加拿大一个世界
级的制造和技术公司——Magna的话：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和
巨大潜力正在重塑全球汽车行业的格局159。这当然也适用于非
汽车行业。



68

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

概况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并进一步量化投资
的影响。随着投资流量增加以及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全球中
断，中国对外投资在近几年来受到了来自政府和媒体的持续关
注。这也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加拿大的投资法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以及监管
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公司经营。经过几年的FDI 扩张，中
国政府也在2016和2017年通过立法来减缓资本外流。因此，中
国对加拿大投资相比于2015-2017期间大幅下降。

此外，这种环境使得一些企业感觉被卷入其中，变成国家政策
的受害者。一些计划好的交易失败或者面临着撤回。其中包括
山东黄金收购一个位于努纳武特地区的金矿的交易，该交易被
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安大略的信义玻璃制造工厂计划也被当
地政府和社区抵制。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展望仍然
乐观并且预期会不断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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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摘要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
跟踪数据库——加拿大最综合和谨慎的关于中
国对加拿大的投资的数据库——显示2016年
中国企业对加拿大投资了76亿加元，2017年投
资了99亿加元，2018年投资了23亿加元，以及
2019年和2020年分别投资了41亿和20亿加元。
由于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已知交易额而很多已
经达成的交易并没有公布交易额度，由此可以
推测真实的投资额会超过我们给出的数字。此
外，投资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远远超过这些年
度投资数据所展现的。

中国在某个年份对加拿大投资的影响累积为当年新增投资的
直接、间接和诱发影响加上基于往年投资的正在进行的企业经
营的影响。

然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并不直接对GDP产生贡献。尽管投资
被计入支出法计算的GDP模型，即Y=C+I+G+NX 160，但是外资

（FDI）并不总是与某一特定形式的计入模型的投资相对应。
只有当投资用于本国生产才对GDP产生贡献。例如，用于购买
生产资料（比方机器或者工厂设备）的投资。而FDI并不总是以
作用于生产的方式被使用，也许只是简单地代表股份转移。因
此，CIUA记录的投资流量并不对GDP产生直接影响。

然而，当外国公司引进新的制造技术和科技时，会对GDP产生
一种延迟贡献，这是由于这些新技术还在实施过程中。此外，当
外国投资(包括中国投资）导致加拿大生产被并入新的供应链，
加拿大本国生产的扩张会成为可能。由于中国是最大的贸易
国，中国供应链也快速成长，这种可能性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加
拿大公司主要或者只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供应链进行经营。

年份 投资额度 （百万加币）

2020 1,979.8

2019 4,054.5

2018 2,331.0

2017 9,936.0

2016 7,592.9

表 4.0.1

中国对加拿大年度新增投资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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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统计局利用从公司财报中获得的数据来估算跨国企
业——进行跨国投资的主体之一——在加拿大的收入、创造的
工作机会以及对GDP贡献。2018年，加拿大统计局估算161中国
大陆在加拿大经营的跨国企业对加拿大GDP的贡献是52亿加
元162。加拿大统计局还单独估算了来自香港的跨国企业在同时
期内对加拿大的GDP贡献为42亿加元。

因此，2018年中国投资对加拿大GDP的贡献至少达94亿加元。
另外还有23亿加元163的来自同时期新增投资对广义经济的 
影响。

尽管对在加拿大经营的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跨国企业在
2018年的GDP贡献估计为52亿和42亿加元，数据显示跨国公司
的收入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分别约为186亿和118亿加元。2018
年在加拿大的中国跨国企业的总收入高达304亿加元。中国大
陆和香港的跨国公司还对研发做出了很大贡献，2018年他们完
成的知识产权总价值分别达到8,500万加元和4.07亿加元。此
外，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跨国公司所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分别为
24,100个和 22,295个，总计46,395个。假定这些工作的工资与
加拿大平均工资一致，这些由中国大陆和香港跨国企业直接创
造的就业的工资影响在2018年达到23亿加元。

表 4.0.2

中国跨国企业在加拿大的经济活动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164

营业收入（百万加币） 创造的工作机会 以基础价格计算的GDP 
（百万加币）

年份 中国 香港 中国 香港 中国 香港

2018 18,572 11,838 24,100 22,295 5,223 4,212

2017 14,823 N/A 22,747 25,626 3,174 2,900

2016 11,135 9,704 14,083 25,917 2,476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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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在贸易章节所述，投资还会产生间接和诱发影响。遗憾
的是，投资的经济影响很大程度上因个体案例而不同。与出口
不同，经济活动的乘数效应对FDI并不适用，并且FDI不一定会
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然而，作为一个案例，华为加拿大的经营显
示了适用于贸易的间接影响同样适用于某些直接投资。

4.1 间接和诱发影响：华为
在加拿大，华为有很多原因使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投资
者。2018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
华为首席财务官。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加拿大以及美国三
方之间政治关系的急转直下。同年，中国拘禁了两名加拿大公
民，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这在加拿大看来是“人
质外交”165。随着双方协议的达成，孟晚舟被允许回到中国，而中
国也随之释放了两名加拿大公民166。此外，华为还面临着围绕知
识产权和对加拿大大学资金支持的质疑。

尽管如此，由于为加拿大4G和其他网络提供设备，华为在加拿
大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华为是大学科学与技术领域研发资金的
重要来源，同时也通过在渥太华、温哥华、埃德蒙顿、滑铁卢、万
锦以及蒙特利尔的分部雇佣了大量当地人员167。

华为还委托著名的预测和数量研究机构，Oxford Economics，进
行了一项关于华为加拿大在当地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推断
出华为2018年对加拿大GDP的贡献高达6.9亿加元168。其中包括
3.04亿加元来自华为经营的直接贡献，通过供应链产生的价值
1.54亿加元的间接贡献，以及来自华为及其供应商的员工工资
支付产生的价值2.31亿加元的诱发贡献。同年，华为加拿大的公
开收入为5.66亿加元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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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估算，除了华为在加拿大的本地雇员外，华为还在加拿
大间接创造了另外3,800个工作岗位，这使得华为的就业影响在
2018年达到4,760个岗位。除此之外，华为在加拿大的经济活动
还通过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催化了创新的发展。华为2018年与
22所大学和研究所合作，通过企业、员工和研究机构之间知识
和技能的转化，对当下和未来经济产生了“溢出效应”。

2020年初，华为宣称在未来五年打算在加拿大研发方面投资26
亿加元170。这个举动有可能在华为加拿大现有的1,000个本地
就业岗位的基础上，其中500个是研发岗位，再增加200个新的
工作岗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岗位的工资相对于加拿大平均收
入水平要高得多。如上所述，加拿大年平均工资低于50,000加
元。2018年，华为加拿大的周平均工资为3,500加元，即每年18万
加元，超过加拿大平均工资的三倍。不仅如此，这表明华为加拿
大的员工产出效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这是华为对加拿大GDP和
创新能力的巨大贡献的原因。

无论大家如何评价华为，华为是加拿大从外国投资中获益的很
好的例子。即使单看投资规模，华为对加拿大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华为在加拿大促进了GDP增长、就业增长，为加拿大信息经
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创造了将长期服务于加拿大经济的创
新能力。为了在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大环境下更好地了解华为
在加拿大的投资影响，我们应该把投资类型和领域区分开来。
例如，2013年中海油花费接近200亿加元（包括债务）兼并能源
公司尼克森的交易产生的单位投资影响则很小。华为采取的是
绿地投资，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其他的投资，像尼克
森的案例或者其他的并购交易，也许产生的影响并不十分明
显。然而，所有的投资都为加拿大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经营做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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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华为的委托报告还表明投资活动产生了间接和诱发影
响。由此联系在本章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跨国公司总的GDP贡
献数据，我们可以推出在94亿加元GDP贡献之外的更大的经济
影响。

4.2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行业特征
根据中国学院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追踪数据库显示，中国对加
拿大投资今年来交易数目和投资额度都出现了下降。如图4.2.1
所示，2018年投资经历了大幅下降，这与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
间相符，并且也受2017年中国资本出境限制的影响 171。

过去五年内，加拿大金属和矿物行业在数额上吸引了来自中国
的大部分投资。尽管在金属和矿物行业的投资总数也不及能源
行业的一半，该行业的中国投资仍然使得其他行业相形见绌。

图 4.2.1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总览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交易数 交易额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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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投资额度上与其他行业异常的两个行业，我们发现他们
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包括投资者类型（大型国有企
业）、投资交易的规模（通常高达数亿或者数十亿加元），以及经
营结构。能源行业的大额投资主要是2010年初期发生的。

房地产业是近几年来吸引中国投资的第二大行业。中国投资者
购买了一些商业购物中心。中国在加拿大房地产业的投资在过
去十年间快速增长。

对建立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商业和社会联系起重要作用的消费
者产品和服务也是中国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个行业的投资
对公共认知有着很大影响。中国自从2016年就对这个领域加强
了投资，2019年在此领域的投资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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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按行业分类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 
2016-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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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加拿大消费者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流
向了英语教育机构。另外有大量投资进入了餐饮、购物中心以
及产品服务。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香港的CK Hutchison集团
收购了空调维修公司Reliance LP。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产品
和服务行业没有来自国有企业的投资。

加拿大的健康和生物科技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自从
2018年以来，除了消费者产品和服务，这个行业在交易数目上
最多，并且吸引了仅次于金属和矿物行业的最大数额的投资。

4.3 中国投资的地区分布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投资者主要选择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
省进行投资。英属哥伦比亚省吸引了数量最多和金额最高的中
国投资，超过120亿加元。安大略省以96亿加元居第二位，随后
是阿尔伯塔省的35亿加元。

英属哥伦比亚

阿尔伯塔

萨斯喀彻温

曼尼托巴 安大略
魁北克

新斯科舍

图 4.3.1 

按省分布的中国投资数额
2016-2020, 百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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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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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还显示在同一时期英属哥伦比亚省获得了将近200笔投
资。安大略省124笔，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分别是51和48笔投
资。尽管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获得的投资数量相近，但是由
于能源行业的大额投资，阿尔伯塔省的投资金额远超魁北 
克省。

尽管过去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安大略省有大量投资，而过
去三年安大略省似乎并不受欢迎。如图4.3.3所示，安大略省中
国投资集中在2016和2017年，这使得五年数据产生了偏差。自
2018年来，英属哥伦比亚省获得了最大金额的中国投资。

英属哥伦比亚
阿尔伯塔

萨斯喀彻温 曼尼托巴

安大略

魁北克

新不伦瑞克, 新斯科舍, 
爱德华王子岛

195
51

4 9

124

48

2

图 4.3.2 

按省分布的中国投资数目
2016-2020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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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哥伦比亚省有着比加拿大其他地方更能吸引中国投资的
得天独厚的优势。英属哥伦比亚省是离中国最近的省，并且温
哥华机场有直达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而且就像在移民章节里
讨论的，BC省的华裔社区庞大，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有
利于双边商贸关系的展开。

不仅如此，图4.3.4显示了2016-2020年间各个省按行业分布的
中国投资。可以看到，大多数金属和矿物投资流向英属哥伦比
亚省和安大略省，其中英属哥伦比亚省占最大份额。值得关注
的是，中国在安大略省的投资更加富有多样性，其中大部分流
向消费者产品和服务、金属和矿物、健康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华为作出了很大贡献）、工业和电子设备以及农业和食品。英
属哥伦比亚省的中国投资没有如此多样化，金属和矿物以及娱
乐与房地产占了95%。

图 4.3.3

按省分布的中国对加拿大年投资额 
百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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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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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 

按行业和省分布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额
2017-2020, 百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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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学院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追踪数据库，第一笔投资
是在1993年。中国投资存量按省分布如下：55%在阿尔伯塔
省，25%在英属哥伦比亚省，16%在安大略省，以及4%魁北克
省。中国对加拿大投资数据库共记录了410笔投资流入英属哥
伦比亚省，285笔流向安大略省，45笔进入阿尔伯塔省，85笔流
向魁北克省，另外55笔投资分布在加拿大其他地区。

就中国投资来源省份而言，香港在数目上是对加拿大投资的最
主要地区。然而，由于中国区域角色格局的不断变化，这在未来
也许会转向其他城市。

总体来说，自1993年起，在投资额上接近60%的中国对加拿大
投资来自北京。这是因为很多大型中国国有企业位于北京。香
港以占投资额20%居第二位，福建省和山东省以2%分居三四
位。在交易数目上，香港以343笔投资位居第一，北京以146笔暂
居第二，上海62笔排第三，广东53笔排第四。在过去三十年间，
我们录得了702笔总价值290亿加元的私有中国企业投资，225
笔价值650亿加元的国有企业投资。

能源 金属与
矿物

工业与电子
设备

健康与生物
技术

基础材料 消费者产品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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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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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按所有权划分的投资来源比重
1993-2020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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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毫无疑问对加拿大和加拿大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评估
了加中贸易、中国移民和投资对加拿大GDP、就业和普遍经济
活动的影响。中国，仅次于美国，是加拿大第二大经济伙伴。中
国在国家和合作伙伴层面上的快速发展和加拿大人以及加拿
大商业都是息息相关的。

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GDP贡献达到386亿加元，中国移
民对加拿大的GDP贡献为67亿加元。2018年，上述数值分别为
426亿加元和61亿加元。同时，中国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投资
运营为加拿大GDP贡献了94亿加元172。整体而言，2018年总的
GDP效益超过550亿加元。

而且，本文还发现对中国出口的经济效应比直接出口额的两倍
还多。基于加拿大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173的行业数据和国际服
务交易数据174计算得到，2019年，对中国出口的总经济效益达
到769亿加元。同样地，2018年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总经济效益
超过了其94亿加元的GDP贡献。同一年，中国对加拿大新增23
亿加元投资，中国跨国公司实现了304亿加元的营业收入并创
造了4.92亿加元的知识产权。

经本文估算，2019年对中国出口为加拿大创造了365,915个就
业岗位。加拿大统计局统计得到，2018年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
运营为加拿大创造了46,395个就业岗位。2019年，对大中华区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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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的总工资达到180亿加元。2018年，中国
在加拿大的跨国公司创造的就业的工资达到23亿加元。总体而
言，中国投资和对中国出口在2019年可能总共为加拿大创造了
超过400,000个工作岗位。

本文尚未量化的加中商贸往来的经济影响包括加拿大从中国
进口以及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加拿大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
2017年实现了127亿加元的营业收入，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
其中多大部分会返回加拿大。同时，从中国进口对加拿大许多
行业的供应链都至关重要，尤其是电子设备。因此，加拿大消
费者从低价的中国进口消费品和中国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所
支撑的商业活动中受益良多。这对较低收入的加拿大人群尤其
重要，因为他们无法支付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价格更高的商品。并
且，低价的中国投入品使加拿大出口商取得了关键的价格优势。

加中贸易是少数没有受到过去三年内主宰加中两国政府关系
的政治和外交冷战的负面影响的几个方面之一。与中国的贸
易，尽管非常复杂，但仍然是加拿大繁荣的关键推动力，而且目
前仍没有完全发挥出其全部潜力。与包括美国、日本、德国和澳
大利亚等许多其他的世界领先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是加
拿大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作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仍将
是加拿大出口多样化的首选。

综上所述，加中经济关系每年为加拿大创造了数十万的工作岗
位，创造的经济贡献的溢出价值可能远远大于本报告列举的任
何数字。此外，作为贸易、移民和投资产物的知识、技能和文化
交流也深刻地改变了一国的商业和社会形态，尤其对加拿大这
样一个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加拿大和中国的未来密不可分地
交织在一起，因此了解这种复杂双边关系的动态发展和细微变
化对于建立一条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加拿大长期利益服务的道
路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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