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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扮演了关键角
色。

特 朗 普 任 内 为
了 削 弱 中 国 制 造
业，同时为了为了
减少与中国贸易的
逆差，提出了制造
业回归的政策，但
是执行起来没有什
么效果，原因就是
美国的企业离不开
中国的供应链。拜
登的民主党团队认
识到了这点，他们
看到解决中国贸易
逆差和削弱中国制
造业的关键不是打
贸易战，而是来一
个釜底抽薪式的挪
移——转移美企的
供应链。拜登上任
后不久就签署了《
关于供应链的行政

法令》。最近，拜
登在访问日韩的时
候，又提出了印太
经济框架，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重
塑供应链。

美 国 重 组 供 应
链的如意盘算是，
形成一个美国——
日韩（或许还有中
国台湾）——印度
+ 东 南 亚 供 应 链 系
统，来取代以前的
美国——日韩中国
台湾——中国大陆
的供应链系统。由
于美国在西方世界
掌握经济话语权，
一旦美国企业布局
供应链转移，欧洲
企业也就紧跟，就
像当年美企把供应
链 布 局 在 中 国 大

陆，德企、法企也
会同步一样。

很 多 经 济 学 家
分 析 认 为 ， 中 国
大陆已经形成世界
上最庞大、最完备
的供应链体系，因
此，美国重构供应
链 的 计 划 很 难 实
现。笔者认为，这
只是静态的一个优
势，并不意味着这
是 中 国 永 恒 的 优
势。

第 一 ， 我 们 应
该看到，中国大陆
的 供 应 链 虽 然 强
大，但是这些大大
小小的供应链企业
都是围绕西方跨国
企业运转的，一个
个供应链生态系统
的最高猎食者和主
宰 是 西 方 跨 国 企
业。最终来讲，这
些西方企业在供应
链 布 局 上 有 主 动
权，是它们更有权
力去选择下游供应
链企业，而不是下
游供应链企业更有
权 力 去 支 配 这 些
西方跨国公司。因
此，当这些西方跨
国企业开始布局新
的加工基地和供应
链系统的时候，原
来的供应链企业可
能 被 逐 步 剔 除 出
去。

第 二 ， 我 们 从
价值链的角度看供
应 链 问 题 。 我 国

的供应链体系，仍
处于价值链的中低
端，具有很强的复
制性和可替代性。 
以苹果为例，在其
2 0 0 家 最 重 要 供 应
链企业中，中国大
陆公司虽然数量最
多，几乎占了半壁
江山，但是都集中
于耗材、包装等价
值含量比较低的层
面，约占其价值链
的4%，相比之下，
美国和日韩仍然占
据大头。

所 以 ， 中 国 大
陆的供应链虽然强
大，但是多数的技
术门槛都不太高，
在新兴市场国家，
尤其是人才非常多
的印度，很容易复
制，建立起与中国
相竞争的供应链体
系，那么这将极大
促进他们的工业化
水平，帮助他们建
立起与中国竞争的
工业体系。因此，
相对于制造工厂转
移，供应链的转移
的产生的影响是更
深远的，是更具有
致命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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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如何看待

和应对新的挑战？
虽 然 中 国 是 个

文 明 古 国 ， 但 是
我们在国际经济竞
争中又是个新手，

最近两年外部的变
化，让刚刚完成现
代化成人礼的中国
有点措手不及。那
么中国应该如何更
安全渡过成人礼后
的第一次大考呢？
如何避免在经济环
境的剧变中走向停
滞、边缘化呢？笔
者认为应该立足以
下几点。

第 一 ， 中 国 要
认清自己的优势和
抗压性，中国有世
界上最大的市场、
最 齐 全 的 工 业 体
系，科技创新也形
成一定规模。中国
不像过去的挑战者
日本或德国那样脆
弱。因此，对中国
未来发展更具有决
定性的不是外部环
境，而是能否延续
过去的发展机制，
去继续释放市场活
力，维持经济的增
长。

现 在 国 际 上 的
一 些 右 翼 反 华 势
力，妄图通过蓄意
恶化中国外部经济
环境，让中国主动
与外部脱钩，进而
让中国封闭化、保
守化，对于这些阴
谋我们应该保持头
脑清醒。越是国际
风云变幻，我们越
应该坚定信心继续
保持开放与合作，
继续完善健全市场中国在产业链中的优势

如何看待美国“重塑供应链”，与东南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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