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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尚未结束，战争烽火又起，全球正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为“百年未有之大乱局” 

二、乱局之下，原本精致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变得脆弱不堪，保卫供应

链安全就是保卫经济安全；其中保障算力安全，重视 PC、服务器等算力基

础设施的供应链稳定，是当前面临的新任务 

三、新一轮稳增长政策周期下，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龙头企业

保链稳链工程”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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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危局下的中国供应链保卫战：基本方略 

五、供应链保卫战是预期之战，乱局之下需稳定企业和企业家预期，

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维稳统一战线 

正文 

疫情造成的乱局尚未结束，俄乌冲突又让世界陷入一场危局。全球供

应链变得更加脆弱，由此引发的物资短缺、恶性通胀、金融动荡在主要国

家继续肆虐。美国的核心通胀水平几乎创半个世纪新高，新兴国家的情况

更糟。各国以经济安全的名义打贸易战、相互卡脖子，过去几十年积累的

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GVC）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几乎“一夜回到解放前”。 

面对这样的严峻局势，继扶贫、环保、风险三大攻坚战后，中国需要

重视第四场战役：供应链安全保卫战。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欧美国家

早在前两年就开始重视维护供应链的稳定，但依然出现了由于供应链不畅

和断裂造成的短缺和通胀。中国经济当前要同时实现高质量和稳增长目标，

兼具共同富裕和双碳目标重任，已经很难再沿袭过去总量型的刺激政策，

必须从宏观视角转向中观产业链、供应链视角，挖掘链式经济的产业纵深，

特别要重视作为“链长”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链条上的

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最终实现价值链的集约式、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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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上，来一次深刻的重构。“宏观要稳”

越来越离不开“微观要活”和“中观要深”。只有中观层面的供应链产业

链树大根深，宏观经济才能在惊涛骇浪的全球危局中岿然不动、行稳致远。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尤其是一

些已经发展多年，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深耕已久，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国外

两种资源，以一己之力可以带动千百个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达到树大根深

状态的龙头企业。这些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风吹雨打、大风大浪的制造业

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积累的宝贵财富。这些“老兵”，应该在

这次供应链安全保卫战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其中，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尤为关键。以龙头企业牵

头搭建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可以更好地发现、搜集、挖掘、整合产业链供

应链上的信息和数据，站在“链”的高度俯瞰上中下游的采购、生产、物

流、交付、分销、存货和订单管理等连续过程，对短缺、过剩、价格波动、

外在风险等影响和破坏供应链的冲击，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

仿真模拟等技术及时做出监测预警和快速制定应急预案，实时保证供应链

的安全稳定。而从国家层面，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算力逐渐成为国家

竞争力的核心，算力安全也就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算力行业供应链的稳

定变得举足轻重。PC、服务器等硬件设备，是算力行业的基础设施，在疫

情叠加地缘冲突的全球乱局下，要保障算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算

力设备的提供商如华为、联想等龙头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就显

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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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全球各国都极其重视数字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和数据安全

中的应用，最近几年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能力也大幅提升。世界

知名数据研究机构 Gartner，独家采用跨行业评价供应链能力的方法选出

2021 全球供应链 25 强，其三个评价标准之一就是“数字化优先的供应

链”，中国的企业有阿里巴巴和联想集团入选。阿里巴巴搭建的数字供应

链平台，有 5 万多家中小企业加入，100 多个算法模型，算法精准度超过

70%，可以提供自营零售、平台模式、国际化和渠道分销等多个解决方案。

联想集团是中国唯一上榜的高科技制造企业，Gartner 认为联想集团在复

杂的大环境下，能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保持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

并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优质的客户体验。联想连续 7 年能得此奖，离不开在

数字化创新方面的巨额研发投入，2021/22 财年第三季研发投入达到 35.1

亿元，同比增长 38%。同时也得益于卓越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和算力安

全保障能力，联想集团最新财季的营业额历史性的突破 200 亿美元，净利

润 4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可见，在全球大动荡的环境里，对于大

型企业集团来说“得供应链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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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乱局中，

一直维护着主要商品物资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成为疫情以来全球生活日

常和必需用品的主要供应商。2021 年货物出口额达到 27.3 万亿元，再创

历史新高。在这个数字背后，是众多龙头企业的保链稳链行动，这些企业

既有像中建、中电、中铁等大型国企代表的国家重器，也有像华为、联想、

吉利等优秀的制造业民企。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套

资源”，立足于内循环维护着国内的就业和供应链安全；他们遍布在全国

的制造业基地（比如华为在东莞、杭州等地，联想在武汉、合肥等地的生

产基地），一方面维系着千百万人的就业，另一方面关联着千百家的中小企

业，并利用大企业的研发优势带领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他们和无数个中小企业一起，正站在全球大乱局下“中国供应链保卫

战”的阵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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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尚未结束，战争烽火又起，全球正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为“百年未有之大乱局” 

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可怕的两件事情，无疑就是瘟疫和战争。今天这个

时代似乎很不幸，这两大悲剧同时在这两年发生：2020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

还没散去，今年刚开始不久，战争的烽火却再度点燃。专家们普遍认为，

今天的地缘冲突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的最大乱局。疫情叠加战争，也可

以说是百年、千年未有之大乱局、大危局。 

从“变局”演进到“乱局”、“危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从来不是风平浪静、安然过渡，而是充

满了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和治

理体系，正在面对近一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深层解构，但是新的秩序又远未

建立起来，全球治理体系处于一个“断层”和“真空期”。过去几年的特

朗普主义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他在位期间奉行美国至上、孤立主义、

逆全球化等政策，全面退出国际事务，甚至拖延联合国费用，扬言退出联

合国。这意味着二战来围绕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遭到严重动摇。而在

美国国内，政治上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已经处于一种衰退状态，选票政治、

否决政治、官僚利益集团等问题，严重侵蚀了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治理机

制，政党分歧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这些内部问题的

外溢，加上疫情将各种问题加速暴露，大变局终成大乱局。2020 年美国大

选期间选民不满选票结果冲击国会山和白宫，就是其政治衰退和种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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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种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地集中爆发。 

而在经济金融层面，全球的变局更大，导致的乱局也更为严重。次贷

危机已经开辟先例，疫情之后更甚的货币大放水、债务大爆炸，在全球呈

现出没有底限的态势，严重扭曲了大缓和时代市场经济的根基。尤其是那

些掌握货币霸权的国家，他们凭借本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肆意印钞，

却将资源的过度消耗、碳的过度排放、大型通胀和流动性泛滥导致的泡沫

问题等输出到全球，加重了一些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不够达的新兴国

家的通胀和金融风险。与此同时，资产泡沫带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作

为社会稳定压舱石的中产阶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严重伤害，这无疑加

剧了阶层矛盾的激化，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些内部问题的外溢，就是国家

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主义。这意味着，国家、种族、宗教意识的浓厚觉

醒，而这又是激进主义行动的基础，将带来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和冲突。地

缘政治由此激化，以战争形式出现的俄乌冲突不过是上述种矛盾集中爆发

的典型表现。 

经济层面的全球大乱局，典型的表现有两个：一是大型通胀，物价普

遍上涨，普通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大缩水。俄乌冲突又进一步拉高了原油、

粮食等事关日常生活用品的基本原材料价格，这对通胀来说无疑更是火上

浇油。二是供应链不稳定甚至断裂，日用商品和必需物资不能连续、按时

供应，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都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产生不

利影响。与此同时，大通胀和供应链不稳定，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全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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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9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