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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全球的钱涌向中国是  
  大概率事件，百年不遇！（上） 

从全球来看，能
够接纳这部分资金并
满足回报需要的市场
并不多，中国市场目
前疫情控制的最好，
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
地方，所以全球流动
性涌向中国市场也是
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概
率事件。

1 、 中 国 在 疫 情
控 制 上 所 取 得 的 成
就，正在让世界产业
链的中心向中国市场
转移。

中国市场已经在
疫情冲击后逐渐恢复
元气，这对全球抗疫
都是一件大好事。很
多企业原本以为中国
的产业链因为疫情会
被其他国家抛弃、中
国会与世界经济被动
脱钩，但随着全球范
围疫情的扩散，其他
国家出现了大面积停
工，中国反倒成为了
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
定的地区、是现阶段

世 界 制 造 业 的 避 风
港，因此也必将获得
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制造业规模
现 在 已 经 占 到 中 国
GDP的 30%，在全球
制 造 业 中 的 占 比 也
近 30%，中国虽然被
称作世界的工厂，但
在制造业的发展质量
上受制于全球产业链
的原有分工，一直不
是很高。进入三月份
以来，中国制造业复
工复产的状况冷热不
均，很多企业由于欧
美订单的消失无法复
产、甚至面临倒闭；
但 我 们 看 到 ， 也 有
一些企业订单不但没
有下降，还有较大幅
度的增长，比如在苏
州、重庆等地的电子
制造产业。

究其根本，是因
为在这些地方已经形
成了产业链集群，电
子制造相关的配套零
部件，超过 80% 是在

本地生产的。这种集
群化的生产模式降低
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
所带来的风险，在疫
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
其竞争力。

也就是说，那些
在我国产业链集群比
较完整的行业，才会
在这次疫情中产生订
单增长的情况，一些
跨国公司也才会将其
本来拟在欧洲、亚洲
等其它国家生产的订
单转移给中国的这类
工厂。所以产业链集
群化是这次疫情中全
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
特征，中国已经形成
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
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
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
的基础。

2 、 世 界 各 国 为
抗疫和恢复生产所做
的努力，客观上会让
各种资源涌向中国市
场。

2020 年 3 月以

来，各国政府为了挽
救本国经济，都在纷
纷释放各种资源，不
断 向 市 场 注 入 流 动
性。

当大量资金进入
全球市场后，除了部
分财政性资金可以用
来购买抗疫物资以及
解决本国民众的生活
问题以外，大部分的
资金还是金融性的资
金 ， 是 一 定 要 和 产
业相结合并追求 5%-
10% 的回报率的。从
全球来看，能够接纳
这部分资金并满足回
报 需 要 的 市 场 并 不
多，中国市场目前疫
情 控 制 的 最 好 ， 也
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
方，所以全球流动性
涌向中国市场也是未
来一段时间的大概率
事件。

流动性涌入对中
国来说是机遇、也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需
要仔细应对。从实体
经济来看，中国接纳
全球产业链、打造产
业链集群的过程，将
会获得大量的国际低
成本的资金支持，从
而真正做到“引资补
链”、“引资扩链”
，加速完成中国四大
经济圈、九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集
群建设；从金融市场
来看，通过合理引入
外资，能够激发中国
金 融 市 场 发 展 的 潜
力，尤其是中国股市

会获得更多的国际资
本关注，为中国上市
公司发展带来国际资
金支持，从而更有利
于上市公司加快建设
产业链集群。

在 未 来 一 段 时
间 ， 随 着 疫 情 的 发
展，更多的外商将会
看到中国产业链市场
的发展前景，并且愿
意将资金投给准备加
入中国产业链集群的
企业，这种趋势将为
中国带来资本市场发
展和建立产业链集群
的百年不遇的历史性
机遇。

3 、 中 国 各 级 政
府要坚持扩大改革开
放 ， 加 速 优 化 营 商
环境，有条不紊地积
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
构。

中国目前已实施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在
四大经济圈等有条件
的地方，应尽快大幅
缩减负面清单，推动
现代服务业、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等高
端产业全方位对外开
放，允许外资控股或
独资经营，吸引更多
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
落户中国、加入区域
产业链集群。

地方政府要坚定
不移地发展产业链集
群，扶持引入全球龙
头企业成为产业链集
群的核心，在国外需
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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