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建光：中国产业链地位
不易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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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加速推进，海外经济体生产能力逐步恢复，后疫

情时代，产业链外迁压力是否会再度显现？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生产能力填补了海外

供需缺口，推升中国出口占全球比例一度达到 16.7%的历史新高。前期因

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加剧的产业外迁压力暂时得到缓解。随

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加速推进，海外经济体生产能力逐步恢复，后疫情时代，

产业链外迁压力是否会再度显现？ 

近期，美国、日本、欧洲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依赖，将产业链转移出中

国的诉求仍然迫切。拜登任美国总统后，不仅未取消或降低特朗普政府对

华加征的高额关税，还进一步联合传统盟友向中国施压，希望重塑“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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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贸易规则和产业链格局。过去数年，欧美高级别官员也频频作

出“审查供应链、增强本国产业链韧性”的表述，近来《中欧投资协定》

的批准工作也遇到阻碍。而日本方面，去年二季度，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

“供应链多元化支持计划”，拨款 500 余亿日元，帮企业将产业链迁回日

本本土或迁往东南亚。 

不过，经历新冠疫情，中国产业链优势凸显，对疫后产业链转移不用

过于担忧，因为： 

第一，中国的贸易支柱地位短期难以撼动。虽然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

压力，但研究发现，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商通过低报进口和第三国转运来

规避对华关税，显示美国企业也在承担着贸易摩擦的成本；纽约联储近期

研究表明，贸易战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下降主要系企业规避关税行为引起，

该行为 2020 年给美国造成了 100 亿美元的关税损失。换言之，对美国进

口企业而言，逃避关税比寻找中国商品的替代品更加可行。 

第二，中国经济保持较好韧性，基础设施良好，产业链位置不易替代。

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尽管近年来其代工商在越南、印度等国纷纷设厂

从事下游产品组装，但中国在中上游供应链的地位不降反升。据 2021 年

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中国（除台湾地区外）2020 年新增 12 家供应商，

首次成为苹果第一大供应商来源地，同时越南等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也出现

了出海中资企业的身影。 

第三，中国市场广阔，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对外资吸引力提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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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速连年高于全球水平，

2020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 FDI 流入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近期中国欧盟商会

的调查显示，59%的企业考虑进一步扩张在华业务，去年是 51%，而计划

撤出中国的比例创新低，为 9%。 

第四，发达经济体重塑产业链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搬迁成本

高昂。美银研究估算，仅是搬迁在华外企的出口业务就需要 1 万亿美元的

资本开支，这还没考虑搬迁产生的人员成本、重建供应链的成本。若没有

大规模政府补贴，企业搬迁动力并不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之间有不

同诉求，尽管拜登希望构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联盟，但与十年前不同，欧

盟对于自身战略独立性和数字主权的诉求愈发强烈，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倚

重程度上升。在产业链重塑问题上，欧盟预期也不会与美国步伐一致。 

因此，只要中国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应对，就不用过度担忧产业链外迁。

对内重点是优化经济结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培育起全球最大的消

费市场，提高中国经济的规模和韧性。对外仍应坚持扩大开放，继续改善

营商环境，稳住外资，同时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中资企业出海投资，积极将

以中国为枢纽的产业链向外延伸，进一步嵌入全球产业链。 

文章原发于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作者介绍：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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