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实：强链补链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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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徐婕 

今年，新冠疫情尚未消除、俄乌局势持续演化，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加

剧，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供应链短缺。WTO 下调了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

预测值1.7个百分点至3%，逆全球化势头进一步抬升，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IMF 一再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2021 年 10 月的 4.9%至今年 4 月的

3.6%，下调幅度达 1.3 个百分点，凸显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之大。在国际关

系愈发复杂的宏观背景下，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我们认为可

从以下三方面化解供应链安全风险：一是居安思危，丰富原材料多元化供

应渠道，降低供应链脆弱性；二是扬长补短，突破关键技术受制约局面，

增强供应链韧性；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区域壁垒，畅通国内要

素流通，稳定供应链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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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多元化供应渠道。在国际关系愈发复杂的宏观背景下，供

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202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国家

安全战略》，指出“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加

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通过对中国进出口货物种类进行分析，发现能源

（例如，石油、天然气）与金属原材料（例如，铜、锰矿石等原材料）均

较为依赖进口输入，其中石油进口依赖度为 73%，天然气为 103%[1]，铜

为 93%，锰矿石为 96%。从能源消费来看，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

随着工业制造业蓬勃发展，石油及其制成品对于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石油制成品也涉及农林牧渔、交通运输、批发零售、

生活消费等方方面面，中国石油消费量也由 2007 年的 32 亿吨，上升至

2021 年的 71 亿吨，增幅超过 100%。天然气作为清洁燃料，随着绿色低

碳概念不断推进，天然气未来消费占比仍有上升空间。从能源供给来看，

一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已探明的存储量全球排名均不高，难以自给自

足，故而依赖进口的情况仍将持续。然而，中国海洋油气与非常规天然气

储量较为丰富，或将是未来勘探、开采的重要方向，通过推动配套技术、

合理利用自有能源资源，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于能源进口的依赖性，进

而提升能源安全性。另一方面，中国能源进口主要依赖中东、俄罗斯、美

国等国家地区，总占比超过一半以上。尽管能源进口来源地数量较多，根

据 UN Comtrade 数据，中国与 52 个国家地区均有石油进口联系，但结

构比例仍可以继续向多元化方向演进，尤其是当前中东、俄罗斯等石油产

地地缘风险上升，或将对能源安全进口造成负面冲击。从金属原材料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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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铝为例，今年一季度进口同比增长超过 20%，进口依赖度上升至约 60%，

主要进口依赖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三国，占比超过 96%，进

口渠道尤为集中，供应链脆弱性也随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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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补短：突破受制约局面。除了上游原材料受供应链安全影响明显，

如果供应链上关键技术发展受到制约，也将威胁到中国供应链安全发展，

甚至会对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冲击。从中国过去多年的进出口外

贸数据不难发现，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品是中国进口排名前列的商品，

分别占进口总额约 16%、31%，且复合年均增长均高于进口总额复合年均

增长（2013-2021 年）。对于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关键技术，中国仍需要依

赖从日本、德国等国进口。因此，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确保

安全稳定需要“扬长”与“补短”双管齐下。首先，需要“扬长”强化现

有比较优势，巩固优势产业之于国际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低地位，增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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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对于中国优势产业的依存度，尤其是净出口规模接近 6 百亿美元

或以上的现有优势产业，例如，纺织、服装配饰、电子电器、金属制造品、

办公设备、一般工业设备、杂项制成品等。这些优势产业多为劳动密集性

产业，而其发展目前面临三重压力：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不断被

压降；二是由于东南亚等地劳动力成本更低，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向

外迁移；三是西方国际对于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关税压力有增无减。因此，

“长板”产业发展需要通过算法和软件的应用创新，提升其位于全球价值

链的位置，并增强与西方供应链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强化其在供应链上

的不可替代性。与此同时，不断增强的“长板”产业将有助于稳外贸，创

造外汇收入，为“补短”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因大国博弈导致的对于关

键领域与技术的封锁，使得过去一直采用的“引进技术——模仿改善——

化为己用”的模式将难以复刻。这也意味着需要自下而上“补短”，即由

基础科学理论向应用学科发展的基础研发比重将会逐渐上升，研发费用也

将随之提高。当前，中国研发占 GDP 比重为 2.1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与美国、德国、日本之间仍存在不小差距。今年国家工作报告中指出，

“延续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提高到 100%”，将针对性支持进制造业企业科技创新“补短”，持续的

技术创新，将是提高供应链韧性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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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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0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