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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此前各国对制造业的青睐更多地处于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考量，

那么此次疫情则令各主要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推动制造

业回流本国或转移出中国，进而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将不仅仅是

美国政府的内心所想。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制造业的跨国迁移有其自身规律，其趋势难以扭

转。对于中国来说，要素投入难以为继已无需赘述，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趋

势也难以避免，但是面对这一趋势，我们不应坐视不理、顺其自然，而应

该主动作为尽可能延缓产业外迁的步伐。 

 无论是美日经验，还是国内行业表现都说明，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一

方面承压于要素成本上升，一方面承压于国际贸易关系紧张等，制造业（特

别是传统产业）外迁逐步成行，甚至可能演变为一国的产业空心化。虽然

在此过程中，经济体往往呈现出第三产业占比的明显提升，经济结构向后

工业化阶段迈进，但是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其一，传统产业的的战略

价值被忽视；其二，传统产业的基础作用被忽视；其三，要素价格异化被

扩大。 

 因此，我们一方面承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业外迁的步伐不可避免，

但同时也应认识到甚至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外迁也不是有百害而

无一利的，对此不应不屑一顾。立足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尽力减缓制造

业外迁不仅有利于我国“稳中求进”战略的实施，而且也会通过协同效应

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针对于此，我们不仅应当平衡实体与金融的关

系，而且也应平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通过区域协调政策促进制

造业的西迁，避免制造业直接“蛙跳”至海外，具体而言：首先，要抑制

金融企业的过度盈利；其次，要纠正对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过度强

调；再次，立足国内二元结构，用好区域和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地为制造

业发展提供支持；最后，发挥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效应，通过

对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来冲抵要素成本上升对传

统制造业竞争力的侵蚀。 

风险提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波动 

 

制造业外迁：趋势难改  但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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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政府准备撤离在中国的企业，并承担所有的撤离费用”的传闻再度将

中国制造业推到了舆论的潮前，其实宣扬“美国至上”的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

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就成为其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甚至其前任奥巴马总统在次

贷危机后也曾提出“振兴制造业”的主张。如果说此前各国对制造业的青睐更多

地处于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考量，那么此次疫情则令各主要经济体对产业链安

全有了更深的认识，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或转移出中国，进而降低对中国供应链

的过度依赖将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内心所想。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制造业的跨国迁移有其自身规律，其趋势难以扭转。在

产业承接过程中，伴随着后发经济体的不断发展，此前低成本优势逐渐消亡，以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的传统产业转出就成为必然。就生产函数而言，面对要素

投入贡献的难以为继，提升生产效率成为唯一选择，于是并不能认为产业升级完

全是一种主动行为，企业经营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内外竞争者的你追我赶

表明产业升级是企业求生欲的最佳体现。 

对于中国来说，要素投入难以为继已无需赘述，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趋势也难以避

免，但是面对这一趋势，我们不应坐视不理、顺其自然，而应该主动作为尽可能

延缓产业外迁的步伐。 

1.  趋势难避免：美日制造业外迁回顾 

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是百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技术创新的重要

发源地，同时也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源头；而作为曾一度挑战美国经济地位的日本

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产业的迁入源头。两大经济体制造业的演变历程都显

示，制造业外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迁的趋势难以避免。 

1.1  美国经验 

回顾美国制造业外迁历史，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加以观察：其一，美国工业总产值

变动；其二，美国就业人口分布变动。 

1.1.1  工业总产值的变迁 

数据显示，1972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工业总产值累计增长 127.76%，同期

GDP 增速为 246.22%，工业生产增速远低于 GDP。分类别看，建筑用品、非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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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以及其他耐用品工业产值增速落后最为明显，分别为 191、180 和 133 个百

分点；相对于此，设备类工业总产值增速则超过同期 GDP 增长水平，达到 86 个

百分点，其中商业设备贡献最为明显，其同期增幅为 418%，较同期 246%的 GDP

累计增速高出 172 个百分点。 

表 1：1972-2018 年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速与 GDP 增速对比 

 相较同期 GDP 增速变动 
工业总产值占 GDP 比例变化 

全样本期 奥巴马时期 特朗普时期 

工业总产值 -118.46% -10.41% -2.91% -0.33% 

  最终产品 -107.96% -6.73% -1.87% -0.27% 

    消费品 -160.70% -9.29% -1.12% -0.32% 

      耐用品 -107.23% -1.23% 0.08% -0.12% 

        汽车产品 -98.69% -0.72% 0.34% -0.09% 

        其他耐用品 -133.00% -0.58% -0.27% -0.03% 

      非耐用品 -179.58% -8.69% -1.14% -0.20% 

    设备 85.74% 0.83% -0.74% 0.06% 

      商业、国防和空间设备 113.98% 1.00% -0.63% 0.02% 

        商业设备 172.13% 1.15% -0.47% 0.04% 

        国防和空间设备 -120.65% -0.33% -0.16% -0.02% 

  非工业用品 -146.31% -3.77% -1.03% -0.06% 

    建筑用品 -191.37% -1.96% -0.36% 0.01% 

    商业用品 -123.61% -1.98% -0.68% -0.07% 

商业能源产品 -113.59% -0.64% -0.21% -0.01%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更进一步，分析工业总产值及子类在同期 GDP 中的占比可知，1972 年工业总产

值占同期 GDP 的三成，而 2018 年这一比例则下降至两成，其中非耐用品依旧首

当其冲。我们对比奥巴马时期和特朗普时期占比的变化情况可知，曾提出“振兴

制造业”的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扭转美国制造业的颓势，其任期内工业总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下降了近 3 个百分点，其中非耐用品占比降幅为 1.14%；而悍然

发动中美贸易争端、无所不用其极的特朗普总统也没有阻止制造业地位的下行，

在其执政的两年内，工业总产值占比仍降低了 0.33 个百分点，除设备和建筑用品

两个子类外，各类工业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均不同程度下降。 

1.1.2  就业人口分布变迁 

在美国制造业变迁的过程中，全面就业人口分布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通过

对可得数据（1983 至 2019 年）加以分析，我们看到期间美国 16 岁以上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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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从9726万人增长至 1.58亿人，然而同期“生产职业”就业人口则由期初的 879.4

万人减少到 822.3 万人，是唯一就业人口减少的子类。另外，从各职业就业人口

占比变动入手，我们看到不仅“生产、运输和搬运职业”就业人口占比降低 4.44

个百分点，受其影响“销售和办公室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则出现了更高的下降，

降幅达到 6.75%，其中尤以“办公室和行政支持职业”占比降幅最为明显，达到

5.43 个百分点；与之对应，“管理、专业及相关职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则出现了

明显的提升，幅度达到 12.1 个百分点，在 1983 至 2019 年共增加的 6124 万就

业人口中，该部类贡献了 3714 万人，占比达到 60.66%。 

更进一步观察数据可知，“生产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分别降

低了 0.40 和 0.29 个百分点；就绝对量而言，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生产职业”

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 10.6 和 8.6 万人。 

表 2：1983-2019 年间美国各职业就业人口分布概览 

 
增加就业 

人口（千人） 
占比 

就业人口占比变动 

全样本时期 奥巴马时期 特朗普时期 

管理、专业及相关职业 37,149.00  60.66% 12.10% 2.91% 1.87% 

  管理、商业和金融运营职业 15,924.00  26.00% 5.35% 1.31% 0.89% 

  专业及相关职业 21,225.00  34.66% 6.75% 1.60% 0.97% 

服务职业 11,244.00  18.36% 1.04% 0.43% -0.72% 

销售和办公室职业 6,357.00  10.38% -6.75% -2.02% -1.28% 

  销售及相关职业 4,772.00  7.79% -1.32% -0.86% -0.67% 

  办公室和行政支持职业 1,585.00  2.59% -5.43% -1.17% -0.62% 

自然资源、建设和维修职业 3,555.00  5.80% -2.04% -0.91% 0.05% 

  农业、林业和渔业的职业 231.00  0.38% -0.23% -0.02% 0.13% 

  建筑业和采矿业职业 2,001.00  3.27% -1.18% -0.47% 0.01% 

  安装、维护和修理职业 1,325.00  2.16% -0.63% -0.43% -0.09% 

生产、运输和搬运职业 2,858.00  4.67% -4.44% -0.41% 0.09% 

  生产职业 -565.00  -0.92% -3.85% -0.40% -0.29% 

  运输和搬运职业 3,423.00  5.59% -0.59% -0.01% 0.3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无论是对比工业生产总值，还是对比就业人口变动，都不难发现，在经济的发展

中，美国制造业地位逐年降低，有形产品制造逐步让位于提供无形产品的服务业，

在制造业内部，高端制造业则是美国制造业增长的主导力量，设备中的商业设备

首当其中，汽车行业则勉为支撑，除此之外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可以说全面下行。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依托其金融和技术优势保护着其在国际上的整体竞



                                            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of 18 

 

争力，然而资金、技术以及服务便捷的跨国流动性以及国内劳动力资源在跨国流

动上的诸多不便，不仅令美国铁锈地带渐趋形成，也助推了美国基尼系数的提升。 

1.2  日本经验 

在对日本制造业演变的分析中，我们同样从工业产值和就业人口分布两个层面入

手，区别在于，因为数据不可得，我们通过对比日本主要行业产能指数变化从侧

面观察其工业产值变动情况。 

1978 年至 2019 年日本产能指数的变化显示，尽管产能总指数有所提升，但是纺

织品、肥料以及信息和通信电子设备产能等则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其中前两者

降幅十分明显。 

图 1：日本产能指数变化（197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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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观察日本就业及行业分布情况（2002-2019 年）可知，期间日本就业人口总数从

6330 万人增长至 6724 万人，基本保持稳定，各行业中“医疗、保健和福利事业”

就业人口占比提升最为明显，达到 5.05 个百分点，其新增就业人口为总新增就业

人口的 93.65%，同期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下降 3.18 个百分点，就业人口共减

少 139 万人。 

总体来看，与美国类似，日本制造业地位在近 20 年间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区

别在于，美国更强的创新和金融实力令其在这两个领域收获颇丰，而日本老龄化

趋势的延续则令其在医疗领域的就业人口大为增加，当然日本在技术领域同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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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当的竞争力，于是才有信息和科研领域就业人口占比的提升（这两个领域新

增就业人口为同期总新增就业人口的 18.02%和 9.14%）。 

表 3：2002-2019 年间日本各行业就业人口分布概览 

 
就业人口占比

变动 

新增就业人

口占比 

农业和林业 -1.16% -15.48% 

非农林业 1.14% 115.23% 

医疗、保健和福利事业 5.05% 93.65% 

信息和通讯业 0.91% 18.02% 

其他未列明服务 0.86% 20.56% 

教育及学习支持 0.59% 14.47% 

科学研究、专业和技术服务 0.35% 9.14% 

房地产和货物租赁 0.32% 7.11% 

政府,其他分类除外 0.16% 6.09% 

运输及邮政业 -0.01% 5.08% 

住宿及餐饮业 -0.01% 6.09% 

采矿业 -0.05% -0.76% 

电,燃气,水和热能供应 -0.12% -1.52% 

金融和保险 -0.20% -0.76% 

渔业 -0.22% -3.30% 

生活相关及个人服务和娱乐服务 -0.24% -0.25% 

综合服务 -0.40% -5.58% 

批发和零售 -1.75% -12.44% 

建筑业 -2.34% -30.20% 

制造业 -3.18% -35.2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