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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彪

当前，以中国为输出国的第五次国际
产业转移正在加速。和前四次产业转移相
比，第五次产业转移虽然发展路径基本相
近，但也有三点变化。

第一，国别更加多元。前四次转移主
要是由发达工业化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
的单向转移。此次则出现了明显的“双向
转移”现象，低端链条继续向成本更低的发
展中国家转移，像越南、印尼、印度就是最
大的受益者。另外，产业高端链条出现回
流，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企业选择将海外
生产基地搬回本土。

第二，动机更加复杂。前四次产业转移
主要是基于成本、市场等经济因素考虑，而
本轮转移的政治和安全考量凸显。不少民
营企业反映，境外客商要求国内一些企业在
境外设厂，如不具有海外生产基地，就会丢
失订单。美国政府强推“中国+1”和友岸外
包战略，墨西哥、加拿大是最大的得益者。

第三，节奏更加迅猛。除第一次产业
转移的时间跨度较大外，第二、三、四次产
业转移大致为 30 年左右，并遵从劳动密集
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梯度化转移路径，且间隔都要在 10 年
左右。但本轮转移的产业间隔变短，呈现
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转移同步
并轨的态势，且已从短链条、低附加值的制
造业向长链条、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
业蔓延。

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往往是并行的。
产能转移出去，供需结构势必调整，价格杠

杆发挥作用，带来边际报酬的变化，这样会
影响企业的财务报表，从而倒逼企业去发
现新的产业机会。这不仅是个理论循环，
也是过去历次产业转移的已然事实。

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于产业转移不宜
过分悲观，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正确理解双循环的要义，利用海
外扩表对冲国内缩表。建议依托浙商全球
网络资源和完备产业链优势，以RCEP、“一
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抓手，以海亮、青山等
跨国大型民营浙企为龙头，构建“浙江+N”
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从“贸易强省”向“对外
投资强省”转变。不要过分担心产业空心
化，但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海外投资收益
回流省内。

第二，利用产业转移腾出的新空间，大
力发展高科技、创新型产业投资。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台湾地区对大陆的大规模
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
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企业
主动将低端生产环节向海外迁移，可以为
浙江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第三，把握产业转移后的黄金赛道，大
力投资与新消费相适配的商品。如今，企
业为了生存，开始变着法儿搞产品创新，想
激 发 消 费 者 对 于

“ 新 ”生 活 体 验 的
渴望。

（作者系浙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新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

产业转移，腾出发展新空间

宁波帕瓦莱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
面临一道选择题。

帕瓦莱斯是一家位于奉化的光伏零
部件企业，公司的海外大客户最近明确
要求：去其“家门口”建厂。去，无疑需要
一大笔投入；不去，和大客户的合作可能
受影响。怎么办？帕瓦莱斯高管层进行
了慎重考虑和反复讨论。最终，大家一
致决定：由合伙人之一、阿根廷华裔费尔
南多·奥斯卡刘，在龙年春节期间去海外
实地考察一番。

帕瓦莱斯的遭遇并非个例，当前全球
产业链的逻辑变了——因疫情冲击、地缘
政治扰动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全球产业
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发展趋势明
显。这一趋势，在不久前召开的首届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愈发明晰。链
博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
示，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

“区域化”。
浙江是较早意识到产业链重要性的

省份，从疫情中的产业链复工，到疫情后
段针对浙江主导产业链的“十链百场万
企”系列对接活动，稳链固链，浙江一直在
行动。虽然有所准备，万千浙江企业仍不
得不直面产业链变化带来的挑战。众多
浙企处境如何？挑战中是否也蕴含着新
的机遇？应怎样应对？记者走进各地企
业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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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本土化形成趋势，企业走出去
的脚步在加速，舆论一度出现“产业空心
化”的焦虑。对此应如何看待？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全
球化布局的需求。”位于宁波的激智科技
董事长张彦认为，无非现在全球产业链
本土化加速了企业海外布局的步伐。尤
其浙江，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居多，跟随
链主企业转移变得难以阻挡。当前，企
业不出去意味着与产业链脱钩。他告诉
记者，公司正计划在马来西亚选址布点，
以便就近配套、协同所在光伏产业链上
的链主企业。

“走出去不是不回来了，希望政府出台
有效政策引导、吸引企业将海外的利润反
哺国内，强化本土创新力、做强品牌影响
力。”奥斯卡刘说，这方面，日韩的相关经验
可以借鉴。

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调研中，不少企业
透露，现有供应链中日韩美占比还很高，尤
其是高端产品。产业链本土化的强烈需
求，为更多中国企业不断创新、突破进口替
代提供了契机。

这些年来，张彦一直扎根宁波做两件

事：一是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并用最
低的成本做出更优的产品；二是沿着自身
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布局了近 20 家企业。
比如2014年投资的象山勤邦，解决了激智
科技主打的膜产品的原材料问题。

“企业要顺应产业链区域化趋势，推动
先进制造领域的产业链本土化，主要是国
产化补链强链，以科技创新作为有力支撑，
优化、提升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张彦说。

无独有偶。位于天台的银轮机械，一
边加大国际化布局，一边培育本土供应
链。早在 2018 年，银轮所处的天台县，就
组建了大车配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由银
轮担任大车配产业链“链长”，将全县汽
车、轨道交通、航天等 698 家相关的上下
游企业连接在一起，合力提升大车配产业
创新力。从 2018 年到 2023 年，银轮研发
费用年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此外，受访企业还清醒地认识到，产业
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下，创新合作和人才
招引仍要坚持国际化。

“技术、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技术人才的交流
合作绝不能中断。”一家受访的宁波企业表
示，希望政府部门出台更大力度的政策招
引人才、留住人才。

科技创新 向高端产品发力

在全球产业链变化的新逻辑下，浙
企已有变化。

帕瓦莱斯的管理层已统一思想，计
划进一步提高本土供应链的比重。“目
前我们最近的供应商就在 2 公里范围
内，沟通起来非常方便，物流时间也
短。”奥斯卡刘告诉记者。

决定织密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网络
的浙江企业，不止帕瓦莱斯。

寒冬时节，位于平湖市的浙江欧迪
恩智能制造基地车间里分外火热。生
产线上，最新研制的等速驱动轴产品鱼
贯流转。“这是为桐乡合众新能源汽车
最新车型配套的，今年刚开始批量供
货。”欧迪恩配套营销部长毛磊介绍。

欧迪恩“链”上合众，源于平湖市汽车
协会组织的一场面对面对接会。平湖市
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林飞告诉记
者，去年协会借力全省“十链百场万企”系
列对接活动，组织了平湖市内18家汽车
零部件制造业企业，抱团赴位于嘉兴的合
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接。“最终促成
9家企业与合众达成意向合作，合作成功
率高达50%，推动合众新能源本地配套
率提升5%以上。”林飞说。

事实上，在疫情初期的复工复产
中，浙江已经在实践中发现，一家链主
企业能否迅速复工复产，往往取决于产
业链上的配套企业，所以较早采取了稳
定本地产业链的行动，推出了产业链式
复工法。

到了疫情后期，产业链供应链断链
断供问题愈发突出，浙江从 2022 年起
开展“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聚
焦省内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供需对接，以及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让本土产

业 链 更 有 韧 性、更 安 全 。 刚 过 去 的
2023 年，全省共组织“十链百场万企”
系列活动 346 场，参与企业 2.88 万家

（次）。活动后，企业加快跟进对接成
果，经统计已对接订单1896亿元，融资
1322 亿元，专业人才 9122 名，投资或
研发项目合作616个。

“通过持续强化本地主导产业链的
上下游合作，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区域产
业链，最终形成更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
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不管外部环境
怎么变，区域经济屹立不倒的关键在于主
导产业链够不够稳定、强韧、安全。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在
“十链百场万企”的启发下，围绕各自
主导产业链，推动各自区域内产业链
供应链的加速互融。比如宁波市奉化
区经信局联合当地工业协会、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2023年成立了“工链
圈”，聚焦供给侧和需求侧对接，广泛
开展产业链专题对接、供应链动态对
接等活动，帮助企业就近就获得订单、
达成更多合作，目前有超 2000 多家

（次）企业参与。
帕瓦莱斯构筑本土产业链的设想，

也得到了“工链圈”平台的大力支持。
“‘工链圈’为我们做了一个专场推介，
吸引了不少宁波零部件供应商前来对
接，部分已经下订单，开展了实质性合
作。”奥斯卡刘对此赞不绝口。

“产业链本土化，为浙江对现有产
业链梳理、提升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
所所长宋婷认为，当前，浙江需要借助
企业深度对接，推动产业链水平分工、
垂直整合相互促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
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做强本土 让产业链更坚韧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帕瓦莱斯的两
难处境在浙企中颇为普遍——他们收
到的海外客户邀请，背后都有隐忧：不
出去，合作可能就会终止。

过去，在产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下，
经济分工明确。因高效的政府、劳动
力优势以及庞大的市场，中国成为全
球不可或缺的制造加工端。然而，近
年来各种不确定因素交织，远距离的
全球分工存在风险，“产业链从过去的
主要强调效率，调整为强调效率的同
时还要兼顾安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疫情之后，大家
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产业
链本土化，意味着产业链各个环节之
间的距离在缩短，距离目标市场的半
径在缩短。

常年在市场风浪中闯荡的浙企和
浙商，已经见惯了各种变化。他们在产
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中成长壮大，如今面
对的是产业链区域化。对于这个变化，
他们迫切地想求解、突破。

其实，变化中也蕴藏着希望。有专
家分析，如果走出去的浙企能从被动走
出去变为主动嵌入国际产业链，在当地
不仅制造产品，还能掌握物流和消费终
端，这显然是巨大的机遇。

杭州时代电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罗训强，在链博会上布展时就格外关
注国际参展商。他说，公司生产的分布
式驱动产品是整车体系中重要的核心
零部件，量产前需要客户的试用和验
证，因此产品黏性很强，如果企业走出
去，只要能嵌入当地产业链，就会迅速
形成规模，也能提前对一些重要资源进
行前瞻性布局。

“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浙江省
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告诉记
者，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
程，这是浙江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的重要机遇。对浙江企业而
言，一定要力争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做
到不可替代，具体到一个区域，就是要
建立紧密型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网络
体系。这也考验着企业，能否在产业
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练就掌控力，比
如企业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硬核技术
等综合实力。

“我们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我们，
要通过走出去与世界共享机遇。”奥斯
卡刘的足迹遍布全球，他认为，“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要在嵌入当地产业链的基
础上，试图与当地达成一个互生共赢的
关系，这很关键。”

主动出击 和世界共享机遇主动出击 和世界共享机遇

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明显——

全球产业链变局，浙企如何出招
本报记者 夏 丹 郑亚丽 王凯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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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届链博会上杭州时代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 本报记者 郑亚丽 摄

2 2023 年 12 月 1 日，参观者在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展台了解新能源汽车智能换电系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3 银轮股份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

4 浙江“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现场。 省经信厅供图

5 激智科技的工厂车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