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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将撤出？全球供应链短期

内与中国“脱钩”不现实 

 

近期，少数欧美政客借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鼓噪“供应链

与中国脱钩”，部分国家推出相关政策驱动供应链回迁。但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供应链不仅无法与中国“脱钩”，甚

而因为疫情可能在某些方面会连接得更紧。 

随着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现进入全面复工复

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没有因为短期外部冲击而改

变。诸多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在供应链

领域实施与中国“脱钩”面临着经济上、技术上的极大困难，

全球供应链短期内与中国“脱钩”并不现实。而跨国企业撤

出中国也并未大规模出现，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不明朗、中国

巨大的市场及潜力与重构供应链面临的巨大挑战等多重因

素决定了跨国企业不会轻易撤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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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将撤出？全球供应链短期内与中国“脱钩”不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迫使世界各地的工厂减产或停产。这种减产状况正在扰乱全球供应

链。部分别有用心的欧美政客借疫情危机以“维护经济主权”或者“保证供应链多样性”等理由，

抛出所谓“跨国企业应从中国撤出”“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等论调。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供应

链不仅无法与中国“脱钩”，甚而因为疫情可能在某些方面会连接得更紧。 

一、对两条新闻的误读引发“外资企业撤出中国”担忧 

4月上旬两条新闻报道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一，安倍晋三4月7日主持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其中2435亿日元（约22亿美元）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在海外

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去，这笔钱主要用于日本企业建厂房和购买

设备的补助之用。其二，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4月9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表示，一种可能吸引美

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政府允许企业将搬家成本百分之百费用化。这两条新闻受到了持续而

广泛的关注，“以美日为首的跨国企业撤离中国”论一时甚嚣尘上，“搬迁、撤企、断链、脱钩……”

成海内外媒体的重点关注词。 

实际上，部分媒体有关上述新闻的报道内容并不十分确切，公众也对这两条新闻存在一定的误

读。日本政府的完整表述是“对于某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回归日本国内，以及对向

东南亚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的企业，日本政府将对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2/3的（搬迁）

补助，大企业提供1/2的（搬迁）补助”。该文件条款并未出现单独针对中国的表述，而仅仅是对

日本跨国企业的一个方向性建议，并没有强制力。日本企业是否搬迁在中国的工厂，取决于自身决

策。有日本企业界人士表示，日本企业是否撤出中国，并不会因为近日出台了补助政策而有明显变

化。补助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帮助企业维持活力，分散供应链风险，而非撤出中国。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应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发

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即减免这类企业部分税收。值得注意的是，这

位美国政要在讲话中使用的是虚拟语气，这些意见都只是设想与建议，且美国政府也尚未正式出台

相关政策。特朗普政府内部分要员的“脱钩论”在本国也受到了批评。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

发表文章称，美国承担不起中美两国经济完全脱钩的代价。突然开始流行的中美两国经济完全脱钩

的想法不是政策，而是使性子。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认为，将生产链等从中国转移走，最

起码也是困难重重、代价高昂的事。显然，闭关自守不符合美国或美国民众的利益。走这条路只会

加剧而非减轻当前的危机。所以，（脱离中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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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诸多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随着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后实现全面的复工复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仅没有

因为短期外部冲击而改变，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这是多方面优势共同发挥所起到的作用。商

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有关“日美企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表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当前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国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

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

变的。 

从多个维度着眼分析，诸多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全球供应链短期内与中国

“脱钩”并不现实： 

首先，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41个大类、207个中

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据世界第一。 

其次，良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较上

年提升15位。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是全世界大企业在中国建立工厂的重要考量。 

第三，高素质且相对价廉的劳动力。中国庞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是成就中国世界工厂的重要因

素之一。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964亿人，仍然是全球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从

1999年大学扩招到2019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预计到2030年能够达到2

亿，这个规模仍然是世界第一。高素质人口也是跨国企业青睐中国的因素之一。 

第四，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高铁规模世界第一，高铁营运里程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

高速公路规模世界第一，达14.26万公里；世界十大港中，中国占了七个。2018年中国物流绩效指

数在全球排名第26名，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此外，中国持续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从修订外贸法规、取消贸易经营权限制、削减关税，到开

放服务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中国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三、多重因素决定了跨国企业不会轻易撤出中国 

事实表明，跨国企业撤出中国并未大规模出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言人袁达回应有关“日美企

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表示，随着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外资基本盘总体上是稳

定的，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逐步走向正常，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外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

一批外资新项目即将落地，充分说明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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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商会机构近期所做的调查也显示，

今年3月以来，在华美资、日资企业生产经营趋于好转，投资意愿比2月份明显增强，考虑调整产业

布局的企业数量很少。 

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则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改该告指出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

迁之声不绝于耳，而我们的观察角度不大一样，我们跟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交流

较多，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

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原有的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

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跨国企业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

资，而非新资本开支。我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

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也意味着跨国企业不会轻易撤出。改革开放以后，跨国企业云集中国，一

方面是源于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成本洼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市场待发掘。时

至今日，中国市场空间不断释放和扩大。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

义增长8.0%。如此庞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是任何跨国企业都不愿轻易放弃的。 

跨国企业深知脱离中国重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大多不具有建立

独立产业链的能力，而欧美发达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内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一直实行去工业的政策，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现在这一进程基本已经

完成，很多产业已经断代。发达国家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并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将面临着多

方面困难。我们仅分析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就会发现，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导致年轻人去从事金融、

房地产等行业，制造业缺乏年轻的工程师、工人，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解释苹果公司为什

么要在中国生产iPhone手机——中国已经进入非常先进的制造业领域，因此你在中国会看到工匠技

能、尖端机器人技术与计算机科学世界的结合。美国没有足够制造智能手机的工程师。美国能否培

训出足够的模具工程师在国内生产iPhone手机，以及如果能做到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这都是很难回

答的问题。 

四、结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动

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部分西方政客、机构、媒体也将持续鼓噪所谓“脱钩论”，企图借疫情危机

加速实施供应链与中国“脱钩”。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可能还会推出相关政策驱动

供应链回迁，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企业、市场的博弈和挑战。我们要像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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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需要

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要在供应链领域实施

与中国“脱钩”面临着经济上、技术上的极大困难，跨国企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的可能性很小，全

球供应链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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