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全球产业链重构的

趋势、成因以及对评级行业带

来的机遇与影响 

  



 

 - 2 - 

刘金贺 |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2022 年 10 月 29 日 

 

数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近年来呈现出停滞或转向的趋势，这

一变化曾被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用一个新创词汇来概

括，即称之为“全球化放缓”（Slowbalization）。这一趋势因近期出现的

疫情和地缘冲突等黑天鹅事件而有所加快，与之相伴的则是全球产业投资

和贸易格局的重构。重构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本轮经济全球化自身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自发产生的产业链调整要求，另一方面则来自地缘政治变化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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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政府引导下跨国企业对产业链由“效率导向”向“安全导向”的战略

转变。全球产业链重构，一方面对我国多年来融入全球化发展而形成的产

业链依赖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形成了使我国补强产业短板从而增

强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外部条件。同时，投资贸易区域化和产业链重构

亦为区域评级行业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全球产业链重构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转向的结果和表现。目

前产业链重构进程的推进，虽然地缘政治冲突和疫情爆发是其导火索，但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探究，却是本轮经济全球化开始转向的具体表现。全球

化转向和产业链重构是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因素之一：资本和技术

输出国国内贫富分化和失业等矛盾随着资本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

不断发酵。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全球化一方面来自国际垄断资

本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进而驱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

球进行的优化配置；其中劳动力因素是资本全球化配置的最主要的动力。

但伴随着资本和产业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地区的迁移，加剧了发达国家实

体经济的空心化，蓝领阶层失业问题加剧。尤其是进入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

对外开放加快，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

和技术迅速流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呈现了加速的态势，同时发达国家民众

和精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从全球生产要素禀赋配置的角度，全球化无

疑提升了生产效率。但效率和公平往往难以兼顾，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往

往伴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

50%底层人群财富收入同 1%富裕阶层财富收入的差距不断变大。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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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的两极分化，则是近年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国内民粹主义兴起主

要原因。国内民粹力量的不断壮大，导致在全球范围内民粹政府的上台以

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 

因素之二：新一轮工业革命将改变传统产业链全球配置的逻辑基础。

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 打印和物联网（IOT）等新型技术为代表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雏形正在形成，未来很大程度上将改变截止到目前为止

的全球产业链配置逻辑。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

前几次革命的最大特征就是，它不仅将替代人类大量的体力劳动，也将在

很多领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新技术革命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支持现有经

济全球化逻辑基础，也使很多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机器人技

术和智慧制造技术将替代人力，这也意味着推动发达经济体产业链全球化

配置基本逻辑之一的劳动力优势因素发生了改变。西方目前一个流行的词

汇叫“回岸生产”（Reshoring），就是指制造业由全球化配置向资本输出

国自身回归的现象。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深化，将颠覆过去几十年所形

成的全球产业链配置格局。 

因素之三：全球产业链配置的原则逐步由 “效率优先”

（Efficiency-oriented）向“安全优先”（Security-oriented）转变。本

轮全球化伊始，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几乎是资本配置的指南。但近年来这一

原则随着黑天鹅事件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了大的改变。新冠疫

情爆发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暴露了以往产业链全球化配置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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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俄乌冲突爆发则导致全球目前严重的能源和粮食危机，揭示了地

缘政治变化对世界能源和粮食供求格局的巨大影响。这些因素都促使世界

各国重新审视过去多年来所形成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惯性思维，进而以一

种新的理念重塑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新理念的导向之一是各

国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提升了产业链安全性的优先级别，而效率因素的优先

权则有所下降。这一理念的转变将给全球各国的产业链布局带来长期的变

化：从发达经济体的角度，不少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对中国

等新兴经济体产业链依赖的安全性并逐步调整其产业链布局；同时，俄乌

冲突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将改变其能源战略，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探索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安全性等。而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的角度，对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定位也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一方面是传

统上以市场换技术等产业升级的路子越来越难走，需要更多依靠自身科技

创新突破技术上“卡脖子”等问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产业链的收缩

对目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将带来长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

应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国内市场的拓展。 

下一阶段全球化的逆转，在国家层面将表现为由经济全球化向经济区

域化的方向演变，地区间贸易保护主义或有所抬头，传统上区域间贸易和

投资逐步向区域内转移。本轮全球化截止到目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源、

市场、技术的全球化配置弱化了区域位置的重要性，资本依据各国的比较

优势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跨区域配置。今后，随着产业链的安全

性逐步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政策和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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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由效率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并逐步被由意识

形态和安全考虑所主导区域性合作模式所取代。同时，区域伙伴的选择上

更注重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相容性。例如，欧盟的能源供应将由俄罗斯转

向意识形态更为一致的北美市场，从而加大了彼此的依赖和区域合作。世

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类似的分化。这一分化的结果是传统上区域间贸易和

投资转向区域内，区域间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将逐步下降。 

伴随着投资贸易的区域化，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着区域贸易投资主导权

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以亚太地区为例，一面是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等国共

同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另一面则是由美国主

导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旨在增强成员国之间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

如 5G 通讯和生物技术官民对话机制，并有意识制定共同准则减少各自产

业链中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目的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排他性”。此外今

年美国还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美国在上届政府退出“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重返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

增强其自身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可以说，亚太地区近年来的区域合

作框架之争呈现出了全球化退潮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 

与之对应，由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主导形成上海合作组织（SCO），

则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前我国增大区域经济

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该组织包含约34亿人口和占全球约三分之一GDP

的合作组织，是当前全球化转向大格局下新兴经济体寻求突破西方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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