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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这才是
中国强大的定海神
针，也是反华势力
最忌惮的。

第 二 ， 对 于 美
国发起的印太经济
框架等围堵孤立中
国的措施，中国一
方面应该继续高举
全球化大旗，团结
全世界一切进步的
力量；另一方面也
应该构建自己主导
的区域经济框架，
来抵消美国主导框
架的冲击。 至于
区域框架伙伴选择
上，仍旧应该重点
考虑日本、韩国、
印度、越南这些美
国依赖的“盟友”
。从产业上来讲，
这些国家与中国契
合度更高，贸易量
也更大，中国几乎
是所有印太框架国

家 的 最 大 贸 易 伙
伴；它们对中美经
济竞争也并非一边
倒的态势，因此，
仍应该争取这些国
家，才能达到分化
对手，甚至做到把
对方构建的区域框
架的覆盖或替代。

第 三 ， 积 极 心
态对待新兴国家的
崛起。 我们应该
看到，印度、越南
这些国家的崛起对
中国并非完全是坏
事。从经济上讲，
对中国也意味着机
会，他们的崛起离
不开中国的投资、
技术、产品，中国
企业完全可以在新
兴市场大有所为，
小米、华为等都是
成功案例。从国际
格局大势来讲，随
着 亚 洲 国 家 的 崛

起，西方国家在全
球经济的占比会进
一步下降，预计到
2050年前后，美国
和欧盟经济产值全
球 比 重 会 下 降 到
3 5 % 左 右 ， 而 亚 洲
国 家 会 上 升 到 5 0 %
左右。从文明层面
上讲，亚洲国家与
中国虽然目前有摩
擦，但是不存在那
种根本性的东西对
抗，因此，亚洲的
崛起最终有助于改
善 中 国 的 国 际 环
境。鉴于中国是亚
洲独一无二的领头
羊人选，崛起的亚
洲也有助于中国寻
找强有力的志同道
合者，重塑世界秩
序。

第 四 ， 关 于 供
应链问题，中国一
定要继续努力创造

有利于科技创新的
社会环境，培育核
心竞争力，塑造一
流的中国品牌。 如
果中国像日本、韩
国那样，拥有一批
在国际上具有很高
品牌知名度，拥有
价值链高端环节核
心 技 术 的 企 业 的
话，那么我们也没
必要担心加工业和
供 应 链 转 移 的 问
题。

因 为 ， 对 于 全
球头部企业来讲，
它们处于赢者通吃
的地位，无论供应
链转移到哪里，最
重要的获利者仍旧
是它们。然而，如
果一国科技创新没
有做好，企业核心
竞争力不是很强的
时候，发生加工业
和供应链转移，就
会发生经济空心化
的危险，也就是说

高 端 的 没 有 做 起
来，而中低端的被
掏空。

因 此 ， 我 们 要
趁着加工业和供应
链转移的窗口期，
把中国的科技企业
做大做强，中国工
业整体竞争力达到
日韩的水平，这样
新兴市场更多地是
为中国企业创造价
值，而不是中国企
业的同等水平竞争
者。

但 是 最 近 中 国
独角兽企业数量减
少，科技创新风险
投资也急剧减少，
很多新经济产业企
业都是躺平心态，
这 是 一 个 严 峻 信
号。我们要创造创
新的宽松环境，延
续中国科技高速发
展的态势，才是最
好的避险方式。（
完）

近日，中国通信院发布了《全球
5G专利活动报告（2022年）》，

其中华为5G专利全球第一。
2020年2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东盟外长

亲自会晤。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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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