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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基于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现状，我对全球供应链在贸易、科技、投资三

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中美供应链竞争涉及多个领域 

第一，贸易领域。从全球贸易的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份额从 2017

年以来不断提升、巩固。不过从美国的进口市场份额来看，2017 年中国在

美国进口的市场份额就已经见顶，达到 22%左右，去年降到了 18%，东盟

国家则从 7.2%提高到 10%，中国丢掉的将近 4 个百分点中有 3 个百分点

被东盟拿走。 

为了观察全球贸易中各国的产业链影响力，我们团队做了一个分析，

按照HS的六位码分类，全世界所有国家出口的关键产品共有 5，0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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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000 多种是中间产品。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了各国出口的关键产

品数量，这个数量越多，说明这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越大。（具

体地，我们参考了 IMF 2017 年一篇工作论文的网络分析方法，关键产品

的界定是：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越少，这个产品就越关键，进一步的分析

还可以结合一些高科技行业的分类。）结果显示，按出口的关键产品种类数

量来说，中国排在第一，但是领先优势并不明显。美国、德国和中国比较

接近，后面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如果中国跟美国

单独比较，在出口关键产品和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方面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如果去跟“五眼联盟”、“G7”、“瓦森纳协定”等国家的整体相比，

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处于下风。我们一定要避免跟所有西方国家对立，在

供应链问题上，一定要区分美国和西方，“美国”不等于“西方”。另外，

我们也经常讲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跟韩国非常接近，但是俄罗斯出口关键产

品的种类数，与韩国差距仍然较大。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方面要

获得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一方面要保障绝对安全及完全自主可控。

但是这两方面实际上难以同时兼得。 

第二，技术领域。我们团队对世界专利组织（WIPO）的专利合作协

定（PCT）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全球专利合作方向可以发现，中国跟其他

国家的专利技术合作在 2014 年达到峰值，当时中美合作专利占中国全部

合作专利的 50%左右（之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是 40%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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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9 年下降到 31%。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中国和

美国技术合作出现下降；第二，与德国、日本等中间国家的科技合作占比

在上升，这是好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跟美国合作下降的真空；第三，在

更新 2020 年的数据时发现总体情况不太乐观，2021 年后，中欧关系、中

日关系波折可能加剧中外技术合作的困难；第四，尽管中美合作有所减弱，

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科技合作伙伴，仍然明显领先于德国、日本等国家；

第五，虽然中俄关系很好，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技术能力也比较强，但中

俄每年的专利技术合作项目峰值仅 5 项，谷底为 0，平均 2 项。相比之下，

在过去十多年当中，中美之间专利技术合作的年平均值是 1，200 项，下

降以后也有每年 900 多项。中俄技术合作关系弱，一方面是主观原因、有

所保留；另一方面，尽管在军工等个别细分领域俄罗斯有优势，但是从宏

观上看，俄罗斯跟中国的科技差距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对于中俄科技合

作不要抱有太大期望。 

很多时候，我们对中国自身专利技术的国际地位也有一定误解，需要

客观认识。过去很多年，中国的 PCT 专利数量连续第一，进步确实非常大。

但如果从核心专利的角度来看，2019 年，美国占到全世界核心专利数量的

40%左右，日本是 23%，中国是 5.3%。跟 20 年前相比，我们进步非常快，

但是跟美国、日本差距仍然较大。具体体现在 34 个行业层面，我国偏科（偏

科是一个中性词，偏科会有利有弊，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比较明显，有 40%

的核心专利集中在数字通讯一个行业上，且与美国还有一定差距，是美国

核心专利数量的 75%，而美国的数字通讯专利数量，还不是美国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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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的行业，美国有 3 个行业的核心专利比数字通讯行业更多，分别

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制药。可以发现，中美差距越小的行业，就越容

易被制裁，最典型的就是数字通讯和电信行业。在发动机与涡轮机行业，

曾经受到制裁，但过了四、五个月又从制裁名单中移出来，这之后制裁压

力不大，因为美国发现在这个行业里能挣中国的钱，而且技术代差大，所

以没必要制裁中国。但是对中国而言，这些行业必须得自己做，做和不做

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投资领域。我们先来看最近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数据：商务部的

FDI 在今年初以来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增速。但是换一个口径来看，国际

收支平衡表项下的 FDI 有多个口径，我对照了最接近的一个口径，就是包

括股权和债权在内的非金融机构 FDI。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负增长，这跟当

时的“反垄断”、“双减”、“双控”措施有关，今年上半年又呈现正增

长，但只有 5%的增速（BOP 数据，非商务部数据）。另外，我们团队也使

用了跨境并购企业案例数据库进行加总，验证商务部的 FDI 数据。上述两

个口径都显示出，商务部 FDI 增速可能偏高，结合外资商会在近几个月的

调查来看，也支持我们的这种观察。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 FDI 的情况。 

二、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第一，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面对这个庞大市场，外资企业在华

业务可以分为外销与内销两类。2006 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销售额为 5，600

亿，是内销的 7 倍。而在去年，内销额为 1.4 万亿，出口额为 9，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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