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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1 问题聚焦

1、主要国家在新一轮产业转移

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区域

性转移是聚集或外溢？

3、从产业的角度看，主要产业

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受到哪些影

响？

从国家、区域、产业不同角
度如何看待新一轮产业转移？1、前几次的产业转移带给我们什么经

验教训？

2、全球产业转移出现什么新动向？

3、诱发新动向的原因有哪些？

全球产业转移出现哪些新动向？

1、我应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总体思路、

策略和举措

2、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具体应对策略

战略思考和系统应对策略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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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思路框架2

国家篇

中国：双重身份、四种路径

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另一面
“镜像”

新兴经济体：新一轮产业转移的
受益者

区域篇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量化评估

中西部与墨越印承接产业转移对比

政策篇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对新一轮产
业转移的思考与应对

以史为鉴：从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进
程中借鉴经验和教训

两个阶段：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
新趋势

生变动因：从经济、技术、政治三重维
度看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

总体篇

产业篇

人工智能：审查加大，内接受阻

纺织服装：时异势疏，外扩加速

电子制造：因地制宜，内外同步

新能源汽车：全链拓展，主动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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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总体篇-以史为鉴：从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中借鉴经验和教训3

第一轮
（19世纪下半
叶至20世纪40

年代）

• 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转移

• 英国：工人阶级得形成改变劳动

力无限供给的局面

• 美国：大量移民、技术改进、自

然资源开发

• 纺织、钢铁成为转移重点

第三轮
（20世纪70年
代至80年代）

第四轮
（20世纪80年
代初至2008年

金融危机）

第二轮
（20世纪50年
代至60年代）

• 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等西欧

国家的转移

• 对欧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对日实

施道奇计划

• 新技术的涌现：计算机小型化

• 日本承接了纺织、钢铁，并带动

汽车产业的发展

• 计算机技术被大量用在金融领域，

华尔街的崛起带动美国经济走向

金融化，美国制造业日益空心化

• 制造业成本快速抬升加上日本自

身产业结构升级促成了日本向以

亚洲四小龙为主产业转移

• 亚洲四小龙逐步将纺织服装、

轻工，包括一些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中低端产业转移至中国、

东南亚和拉美

• 美日贸易战爆发，日本经济大

衰退，部分环节被迫转移

p 从转移动因看，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交替主导产业转移，并遵循“先市场、后非市场”的时间线

p 从转移后果看，承接国基本完成了产业升级跻身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但随着这些承接国转变为转出国，空心化问题开始暴露

p 从转移方式看，前三次是产品产业整体价值链的转移，第四轮产业转移在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下演变为某一生产环节或工序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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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总体篇-五大趋势：政治化、多极化、双向化、绿色化、再垂直化3

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力在上升：一方面，“政府刺激”

在影响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因素中排名上升；另一方面，

“美中关系”走向成为外商投资的首要关切

政治化

“双碳”目标开始影响产业转移的行为逻辑，

绿色产业成为各国推动产业链的回流重要选择

绿色化
低技术产业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

亚等国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向以美国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回流并存

双向化

更多的转出国和承接国参与，中

国作为重要的一极深度参与第五

轮产业转移，并同时承担了转出

国与承接国的双重身份

多极化

产业链重构模式从“水平”重新转

向“垂直”

再垂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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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总体篇-从经济、技术、政治三重维度看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变化动因3

l 市场化路径失效催生各国“内卷”，政

治因素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l 美国对华的种种极限施压是非市场因素

上升的主要表现

l 俄乌冲突加剧东西方价值观走向撕裂，

迫使全球供应链加大重构力度，推动了

新一轮产业转移

l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涌现改变原有的

比较优势，使得部分产业回流成为可能

l 各国加大对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的兴起的争夺

l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收缩和

主体受益不均，逐渐破坏了主导全球产

业转移的市场基础

l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从高潮逐

渐回落，全球价值链进入缓慢下行通道

经济

技术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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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身份：从第四轮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到第五轮产业转移的主导者

p 借助第四轮产业转移，我国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业中心

p 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从国内向东南亚国家

转移，由此成为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导者之一

01

p 内接：虽然我国仍是国际资本的投资重点，但成本上升、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部分领域的

海外资本来华投资意愿下降，甚至开始控制和压缩在华产能

p 外扩：高科技海外投资受阻、劳动密集型主动布局节奏被打乱

p 外迁：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下，纺织、电子等产业的确出现被动外迁情况，但并非主流

p 内转：中西部核心城市承载力已经接近上限，内转整体速度放缓

四重路径：当前我国逐渐形成了“内接-外扩-外迁-内转” 的路径且暴露出一些问题
02

整体判断：新一轮产业转移给我带来的风险是局部性的
03

p 我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形成大市场、全链条、多人才、新基建四大内生优势

p 目前中国的产业转移有进有出，虽然不乏企业外迁的案例，但制造业并未成规模的“净外迁”

p 从横向比较看，“越南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都难以迅速替代“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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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篇-新一轮产业转移给我国带来的风险是局部性的，得益于我自身四大内生优势，很难出现成规
模的外迁和产业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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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再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的两难

p 伴随美国供应链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和演绎，产

业转移的路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p 美国三届政府企图实现在岸、近岸、友岸三种转移

美国：推动产业转移的非市场力量

p 欧洲“再工业化”战略未能扭转颓势：FDI呈大幅

回落，制造业在GDP的比重未出现显著提升

4 国家篇-美欧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导者

• 《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 TPP预期下，特别受是

“从纱线开始”的原产

地规则的影响，以美国

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纺织

企业开始迁往越南等国

• 税改推动制造业的回

流，一次性利润汇回

税方面，税改计划从

现行的35%降至10%

• 近岸受对华关税的影

响，部分企业被迫将

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

至墨西哥、越南

• 政府投资、补贴等促进

制造业关键供应链回迁

美国，如三大法案

• 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友

岸外包”概念后，越南

等友岸国家在美国供应

体系中日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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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反噬：俄乌冲突后，欧洲面临新一轮去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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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德国 欧盟

荷兰 意大利 西班牙

• 部分有能力的欧洲企业开始将产能向外转移，美国和中国

成为这一波转移的主要承接国

• 俄乌冲突以来，多家欧洲跨国公司选择扩大在华投资

奥巴马 特朗普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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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治站队下的多元布局、赴美投资与控制产能

p 疫情以来，韩国开始努力加大供应链的多元布局，越南、

印度成为主要选择

p 对美国以及美国近岸的投资均在增加

p 受《芯片和科学法案》的约束，韩国对华面临艰难选择

p 制造业回流趋势拉动日本国内投资

p 日本多元化布局加快，我国仍是其重要选择

日本：以回流为主，多元化为辅的转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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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篇-日韩：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跟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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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美国近岸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

投资方面

p 中国企业前往墨西哥，成为墨西哥FDI增长最快的国家

越南：美国友岸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

投资方面

p 2009—2021年，越南FDI年均增长4.4% ，2023

年增长32.1%

p 越南FDI主要投资于制造业，2020年占外资总额的

47.6%

4 国家篇-越南、墨西哥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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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面

p 2022年越南出口增速高达39.8%

p 家具、鞋类等产业在美市场的占比迅速上升
贸易方面

p 2023年替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

p 化学品、船舶、玻璃制品等在美国进口来源的占比

上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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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根据2012-2021年四大区域制造业31个细分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该行业全国主营收入的比

重变化来评估区域产业的聚集和外溢

l 中部地区的聚集效应最为明显，以纺织、皮革、

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l 东部地区聚集行业主要为医药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

l 东部地区外溢行业主要为文教工美体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电子设备制造

业

l 从各省份制造业转移情况看，江苏、

山东、辽宁出现外溢的行业较多

l 从制造业整体看，东部地区与中西

部地区呈“此消彼长”趋势

l 东部从2012年的60.6%微降至2021

年的59.4%

l 中部地区从2012年的18.8%增长1.8

个百分点至20.6%

l 西部地区从12%增长3.3个百分点至

15.3%

5 区域篇-我国区域性转移趋势：纺织、皮革、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聚集，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等向东部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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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部6省和西部12省的出口数据为分析样本，对标墨西哥、越南、印度，评估中西部与墨越印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效

国家/区域 2018 2022
2022年

较2018年
增幅

2018年倍数
（中国中西部
地区出口额/各

国出口额）

2022年
倍数（同上）

中国中西部地区整体 4130.0 7354.6 78.1% -- --

墨西哥 4509.2 5782.8 28.2% 0.9 1.3

越南 2437.0 4695.5 92.7% 1.7 1.6

印度 3240.0 4526.8 39.7% 1.3 1.6

马来西亚 2474.9 3531.5 42.7% 1.7 2.1

印度尼西亚 1802.2 2919.8 62.0% 2.3 2.5

泰国 2499.2 2841.1 13.7% 1.7 2.6

菲律宾 674.9 789.3 17.0% 6.1 9.3

l 从出口规模上看，2018年我中西部

18省出口额共计为4130.0亿美元，

是墨西哥出口额的0.9倍，越南的1.7

倍 、 印 度 的 1 . 3 倍 ； 2 0 2 2 年 为

7354.6亿美元，变为墨西哥的1.3倍、

越南的1.6倍和印度的1.6倍

l 从出口产品类型看，中西部与越南

均偏重中间品出口，墨西哥和印度

则分别偏重消费品和资源品；从双

方主要承接的产品看，有1/4的产品

重合度

l 尽管的确有产业外迁，但应充分肯

定中西部承接转移的效果

5 区域篇-中西部VS墨越印：双方承接转移是同时的，越南与我竞争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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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电子制造：因地制宜，内外同步

新能源汽车:全链布局，主动外扩

• 动因：政治因素影响人工智能对华投资暂缓

• 动向：美对华科技领域投资已经实质性下滑，

并流向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

• 风险判断：美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排华供应

链将使我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人工智能：审查加大，内接受阻
纺织服装：时异势疏，外扩加速

• 动因：尽管2018年以后受到非市场因素如

涉疆法案的些许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主

动外扩与被动外迁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清晰

地切割

• 动向：出现部分“被动转移”的情况，但当

前纺织产业转移仍以“主动外扩”为主

• 风险判断：出口订单受损、供应链溯源压力

增大等不利影响已经显现，但整体可控

• 动因：新技术带来的新赛道改变全球布局

• 动向：我国新能源新车产业加速向海外的拓

展的同时，吸引了大量外资品牌的来华投资

风险判断：政治风险一定程度干扰我新能源

汽车产业出口、外扩和内接节奏

• 动因：多因素交织促进电子产业的跨国和

国内转移

• 动向：我国电子产业的转移是内外同步的

• 风险判断：近期电子产业转移影响可控，

但长远看仍要未雨绸缪

6 产业篇-受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影响，人工智能、纺织、电子与新能源汽车出现了内接受阻、外扩
加速、内外同步等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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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用蓬勃发展的中高端

产业的“大市场”优势吸引更多投资，弱

化外迁带来的冲击

• 推进开放性制度改革，让更多外资企业

“在华发展、在华生根”

• 抓住下一个世界产业转移承接地尚未成熟

的时间窗口，务实推进国内的产业转移

潜在力

• 积极谋划提前布局，在助力新经济体工业

化中分享其发展红利

• 加快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创造

更加良好的经贸环境

• 借海外投资机会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

影响力

• 应充分认识到产业转移的整体作用是正面的、

积极的，但需要与自身经济发展的节奏相匹配

• 按照市场为主、政策为辅的大原则推动产业有

序转移

• 分类施策，应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

全局观
• 更大力度降低制造业成本，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 借助产业升级培育本土链主型跨国公司，把握

新一轮产业转移主动权

•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夯实“全链条”竞争力

竞争力01 02

03 04

7
政策篇-“一观三力”：构建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全局观，增强产业竞争力、挖掘承接潜在力、扩大
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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