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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报告主要探讨全球产业链的历史、现状以及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变化。 

 全球化基础为产业链国际分工，中国处于“微笑曲线”中间位置 

全球化的基础是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从近 500 年的历史看，经济全球化共经历了

三个黄金时期：西班牙、荷兰引领的 15 世纪-17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引

领的 18 世纪-1914 年“日不落帝国”时代、美国引领的战后时期。19 世纪以来，

全球共经历了五轮产业链重构，产业链布局沿着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亚洲

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印度&越南等东盟国家的路径转移， 随着后进经

济体的发展升级，转移产业一般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的顺序更迭。 

根据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驱动力，可将各大经济体分为资源国、工业国与消费国，

其中资源国以澳大利亚、巴西、中东与俄罗斯为代表，工业国以中国、印度、东

盟、墨西哥为代表，消费国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中国是农业

的主要消费国，传统制造业的中心，新兴制造业的中下游，处于全球产业链“微

笑曲线”的中间位置。 

 金融危机后产业外移，中美猜疑有所加重 

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了深远影响。在产业链方面，我国纺织业、电子零部件制造

和组装等低附加值产业逐步向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中美贸易战中，电子零部

件等中间品是美国的重点征税领域，随着征税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相关产业对外

转移的动机加强；但是，中国产业转移仅限纺织业、电子加工等部分领域，尚未

出现大规模产业向外转移的现象，短期对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在地缘政治局势

方面，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趋势抬升，这还伴随着中美之间的猜疑加重以及中美

关系的转变。 

 新冠疫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了以下四点变化。第一，中国、越南的国家治理能力

得到国际范围认可，制造中心地位得以巩固；第二，长供应链产业将得到整合，

供应链将缩短，重要战略性产业未来分布将逐渐本土化与周边化；第三，在政治

极端化加剧的背景下，各国均有加强“自主可控”的动力；第四，中美关系波澜

再起，两国在地缘、科技领域的博弈有所升温，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坚持改革开放，加强自主可控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应继续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在立足自身的基

础上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治理优势，尽快补齐金融领域与直接融

资的短板，化危为机，在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同时，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

主可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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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与现状 

1.1 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从大航海时代到日不落帝国，冷战后迎来全球化高峰 

全球化的基础是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共经历了三个黄金时期。在第一阶段（15

世纪-17世纪），造船业的发展以及火药、指南针的出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欧洲诸帝国以殖民地

为基础建立起全球供应链，以农副业与手工业为主导产业，西班牙、荷兰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引领

者。在第二阶段（18世纪-1914年），18世纪末英国成为全球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通过两次

工业革命实现了产业的替代升级，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行业也升级为工业制造业，法国、德国等也是

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在第三阶段（1946 年-2020 年），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全球化阶

段性停滞；战后全球化重启，在 1989年冷战结束以及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化进入高峰，主导行业

为电子、汽车、机械等，引领国为美国。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减缓了全球化的进程。 

图表1 经济全球化的三大阶段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全球产业链历史沿革：要素禀赋差异促进产业分工，产业链重构遵循经济
规律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理论基础。资源、人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差

异以及技术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经济体之间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分工，当比较

优势格局发生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也随之重构。19世纪以来，全球共经历了五轮产业链重构，产

业沿着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印度、

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路径转移；随着后进经济体的发展升级，转移产业一般按照“劳动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顺序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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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全球产业链的转移路径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平安证券研究所 

 

1.3 全球经济体的上中下游 

1.3.1 全球产业链之上游：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拉美等为主的资源国 

根据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驱动力，可将各大经济体分为资源国、工业国与消费国，其中资源国以澳大

利亚、巴西、中东与俄罗斯为代表，位于产业链上游。在石油、矿产品以及农产品三类主要大宗商

品供给领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石油供给主要由美国、中东和俄罗斯所主导，

三者 2019年的石油生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近 70%；矿产品中，澳大利亚和巴西是铁矿石的主要出

口国，智利和秘鲁是铜矿的主要出口国；农产品供给领域，小麦由阿根廷、澳大利亚所主导，稻米

由印度、泰国和越南所主导；大豆由巴西和美国所主导。 

图表3 各大资源国及其产出的主要大宗品类 

经济体 主要出口大宗品类 经济体 主要出口大宗品类 

澳大利

亚  

铝、煤、铅、锌、铁矿石、棉花、

羊毛、羊肉等 

中  

东  

沙特 

原油、天然气 

俄罗斯 原油、天然气、煤、铝、小麦等 阿联酋 

巴西 铁矿石、大豆、玉米、白糖等 巴林 

阿根廷 大豆、豆粕、小麦、牛肉等 科威特 

智利 铜、海鲜、鲜果等 埃及 

印尼 LNG、原油、橡胶、棕榈油、镍等 伊朗 
原油、天然气、铁矿石、

铜、锌等 

马来西

亚  
LNG、原油、棕榈油、锡、橡胶等 土耳其 

硼、铬、铁、铜、铝、

煤等 
 

资料来源：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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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全球产业链之中游：中国、东盟为代表的工业国 

工业国以中国、印度、东盟、墨西哥为代表，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主要出

产劳动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品，包括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鞋靴）、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杂

项制品（主要是玩具）以及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墨西哥的主要产出类似，但在劳动密集型工

业品产出方面不及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印度在仿制药产出上具备一定优势。 

图表4 各大工业国以及主要出口产品 

经济体 主要出口工业品类 经济体 主要出口工业品类 

中国 

机电设备、纺织服装、鞋类、玩

具、家具、电器、电子产品、机
械、金属制品、原料药等 

东
盟  

菲律宾 
电子、机械、运输设备、
水果制品、矿产品 

印度 

化工、珠宝、机械、仿制药、金
属制品、棉花棉纱、电子、塑料、

钢铁、农药等 

柬埔寨 
服装、鞋类、橡胶、纺织

品 

泰国 
机械、食品、化工、原材
料、矿产 

墨西哥 

机电产品、机械、矿产品、医疗
设备、金属制品、植物产品、食

品饮料、家具等 

越南 

机械、运输设备、杂项制
品、食品、原材料、石油

产品、化工、钢铁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3.3 全球经济体之下游：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消费国 

消费国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根据 2018 年数据，美国

居民消费占 GDP比重为 68%，英国、意大利也高于 60%，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也高于 50%，

显著高于中国 39%的水平。 

图表5 2018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占 GDP比重（%）  

  

图表6 2018年全球经济体出口商品分类全景图（%） 

 

资料来源：UNCTAD,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NCTAD,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4 全球产业链现状：农业、传统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 

1.4.1 农业：中国为主要消费国，大多农产品实现自给自足 

农业产业链比较简单，分为产出国（出口国）和消费国（进口国）：农业产业链可分为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配送、销售四个环节，中间加工环节通常与生产或销售在同一区域，一般不会有单独的加工

68%

63%
60%

57% 56% 54% 52%

39%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美国 英国 意大利加拿大 日本 法国 德国 中国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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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中国是主要的消费国：对大豆等经济作物的进口依赖度较高，稻米、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图表7 主要农产品产业链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4.2 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相对较短，中国为制造中心 

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相对简单，主要行业包括：纺织皮革制造、家具制造、造纸、金属冶炼、机械设

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中国是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中心，拥有完整的生产链条，在机电设

备、纺织、造纸、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和金属冶炼等方面优势明显，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

能力尚不足以取代中国。 

图表8 战略性新兴行业全球产业链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1.4.3 新兴制造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中国处于中下游环节 

新兴制造业一般具有研发壁垒高、附加值高、产业链条复杂等特征，主要包括：半导体芯片、电子、

通信、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精密仪器、汽车发动机、飞机制造等。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

主要处于中下游环节，近年正在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攻坚。新兴行业上游为掌握高附加值的研发设

计环节与核心品牌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中下游主要有中国、越南、印度、

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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