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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文 章 来 源 于
凤凰网 ，作者凤凰网
作者

全 球 第 四 波 工 业
化势不可挡，20年内谁
会 成 为 中 国 的 竞 争 对
手 ？ 为 什 么 说 越 南 印
度 的 崛 起 ， 对 中 国 有
危 有 机 ？ 拜 登 发 起 的
供 应 链 挑 战 冲 击 大 于
特 朗 普 的 贸 易 战 ， 中
国 如 何 应 对 ？ 《 凤 凰
大 参 考 》 特 约 学 者 王
明远解读。

核心提要：
1 . 现 代 生 产 条 件

下，工业地理中心每
过20-30年就发生一次
转移，这是普遍的规
律。所以，最近制造
业外迁和新兴市场曝
光率越来越高，虽与
中美贸易战等意外因
素有所关联，但总体
上是客观规律使然。
我们对此既不能麻痹
大意，也不能对此感
到悲观，中国的崛起
受 益 于 这 个 经 济 规
律，崛起之后也必然
要面临这个规律的考
验。

2.越南无疑是下一

个工业化的“天选之
子”，它有很多明显
的优势，但是越南的
体量决定了它即便完
成工业化后，占全球
制造业比重顶多达到
4%左右，其上限是成
为一个大号的韩国或
是中国的珠三角。印
度虽然有种种问题，
但它具有全球四分之
一左右的劳动力，挑
选出一两亿支撑起工
业化的产业工人是绰
绰有余的，无疑是下
一 波 工 业 转 移 的 重
心；加上印度科技人
才多，印裔精英与西
方资本圈和政界构成
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同
盟体，印度对中国的
挑战将是全层面的。

3 . 目 前 新 兴 国 家
对中国的挑战主要体
现在技术含量比较低
的加工业，由于中国
在过去四十多年积累
了绝对的体量优势，
未来中短期内中国仍
旧是亚洲经济的领导
者，印度等国无法超
越 中 国 ， 预 计 2 0 年
后，印度、越南、印

尼三国GDP总和将达
到中国60%左右。

4 . 拜 登 政 府 的 供
应链转移计划对中国
的冲击将远大于特朗
普政府的贸易战。中
国的供应链体系虽然
庞大，但是仍处于价
值链的中低端，具有
很强的复制性和可替
代性，外迁的西方企
业在科技人才丰富的
印度等地，较容易培
育出新的供应链。因
此，创造良好的创新
条件，塑造一批具有
很强国际影响力，占
据价值链高端的一流
科技企业，是应对供
应链转移的最佳避险
方式。

5 . 亚 洲 新 兴 市 场
的 崛 起 对 中 国 并 非
完全是坏事。从经济
上讲，中国企业完全
在这过程中可以大有
所为；从国际大势来
讲，亚洲国家的崛起
必然引起西方世界的
相对衰落，鉴于中国
是亚洲独一无二的领
头羊人选，崛起的亚
洲有助于中国寻找强
有力的志同道合者，
重塑世界秩序。

作者｜王明远
《 凤 凰 大 参 考 》

特约作者

最 近 两 年 中 国 外
部 经 济 环 境 出 现 了 很
大 变 化 ， 除 了 中 美 经
济 关 系 日 趋 紧 张 外 ，
挑 战 最 大 的 莫 过 于 越
南 、 印 度 等 新 兴 市 场
的 日 渐 崛 起 。 对 于 这
些 新 兴 市 场 对 中 国 的
影 响 到 底 有 多 大 ？ 乐
观 派 认 为 ， 无 损 中 国
的 经 济 地 位 ， 而 悲 观

派 认 为 ， 这 有 可 能 取
代 中 国 作 为 制 造 业 中
心 的 地 位 。 那 么 ， 中
国 到 底 面 临 多 大 程 度
的 挑 战 ， 未 来 二 十 年
面 临 的 经 济 环 境 到 底
如 何 ， 本 文 将 做 详 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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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 后 第 四 波 工

业化势不可挡
二 战 结 束 之 后 ，

工 业 化 开 始 向 西 方 之
外 的 地 区 外 溢 ， 东
亚 日 渐 成 为 全 球 的
工 业 重 心 。 至 于 为 什
么 是 东 亚 ， 而 不 是 经
济 基 础 更 好 、 与 西 方
关 系 更 密 切 的 拉 美 、
南 亚 ， 这 是 非 常 值 得
探 讨 的 话 题 。 简 单 来
说 ， 从 内 部 来 讲 ， 东
亚 虽 然 落 后 ， 但 是 劳
动 力 素 质 高 、 储 蓄 意
愿 强 、 国 家 能 力 强 ，
它 们 具 备 了 工 业 化 的
两 个 非 常 关 键 的 要
素 ： 劳 动 力 、 资 本 ，
而 其 他 地 方 劳 动 力 虽
然 丰 富 ， 但 是 不 能 转
化 为 劳 动 力 资 本 ， 国
家 能 力 和 人 民 储 蓄 意
愿 低 ， 也 使 得 很 难 聚
集 起 持 续 不 断 推 动 工
业化的资本积累。

从 国 际 大 环 境
讲 ， 除 了 中 国 大 陆 以
外 的 东 亚 地 区 ， 基 本
都 被 纳 入 美 国 主 导 的
亚 太 秩 序 中 ， 它 们 与
美 国 形 成 良 好 互 动 的
大 市 场 ， 之 后 ， 中 国
在 改 革 开 放 中 ， 也 积
极 加 入 到 这 个 经 济 体
系 ， 因 此 ， 东 亚 在 战
后70多年时间里，幸运
地 成 为 全 球 工 业 化 的
传递者。

从 地 理 和 时 间 上
看 ， 二 战 后 东 亚 的 工

业 化 ， 前 后 发 生 了 三
波 。 第 一 波 是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日 本 工 业 化 ；
第二波是60年代中期开
始 的 亚 洲 四 小 龙 工 业
化，其高潮是1980年前
后 ， 同 期 菲 律 宾 、 泰
国 和 马 来 西 亚 也 发 生
了 工 业 化 ， 但 是 由 于
文 化 及 政 治 的 原 因 ，
这 些 效 果 远 远 不 及 四
小 龙 ， 长 时 间 停 留 在
半 工 业 化 阶 段 ； 第 三
波 是 中 国 大 陆 的 工 业
化 ， 这 是 人 类 历 史
上 ， 最 大 规 模 的 制 造
业转移，中国用短短30
余 年 的 时 间 ， 从 基 础
薄 弱 的 农 业 国 ， 成 为
世 界 工 业 中 心 ， 进 而
成 为 重 要 科 技 研 发 中
心 ， 这 是 全 球 经 济 发
展史上的奇迹。

在 现 代 生 产 条
件 下 ， 工 业 地 理 中
心 每 过 2 0 - 3 0 年 就 发
生 一 次 转 移 ， 这 是 普
遍 的 规 律 。 从 成 本 上
讲 ， 当 一 国 用 2 0 年 左
右 时 间 完 成 工 业 化
后 ， 必 然 会 发 生 城 市
化 及 中 产 化 的 社 会 结
构 性 改 变 ， 因 此 ， 工
资 水 平 也 会 大 幅 提
高 ， 对 资 本 来 说 越 来
越 缺 乏 吸 引 力 。 从 国
际 竞 争 角 度 来 看 ， 尤
其 是 像 中 国 、 日 本 这
样 的 大 国 ， 一 旦 完 成
工 业 化 ， 对 西 方 传 统
经 济 强 权 冲 击 也 是 巨
大 的 ， 仍 然 站 在 产 业
链 顶 端 的 西 方 国 家 也
会 积 极 布 置 转 移 生 产
链 ， 培 育 新 的 经 济 合
作 伙 伴 ， 来 抵 消 这 些
新兴国家的影响力。

因 此 ， 最 近 制 造
业 外 迁 和 新 兴 市 场 曝
光 率 越 来 越 高 ， 并 不

如何看待美国“重塑供应链”，与东南亚崛起？

印尼有望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一)

当下越南制造并不能撼动中国的“世
界工厂”地位；但中长期来看，欧美
日“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将为越南

等新兴制造国提供绝佳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