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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意义重大 

——评 2 月 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21 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从会议精神看，防疫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依旧不可放松。在防疫取得初

步成效的情况下，实现全年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完成各项工作在今年内的

完美收官逐渐上升到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 

  根据央行最近在其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分析，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

击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晚复工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几个提法均值得关注：如要求

“消费回补”，要求发挥好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求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

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但最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提出了“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这是一种新的提法，值

得关注。会议指出；“要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

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这一提法让我想起了去年读到并引用过得世界银行得一篇报告。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 5 月的《中国经济简报》，该报告比较了 2015 年和 2005 年的出口总额中

增加值得结构数据，认为中国经过 10 年的努力，中国出口总额中中间产品出口

得增加值已经得到了很大得增长，从 40%增加到 45%，接近了发达国家得水平，中

国已经不是处在世界经济产业链得末端，即从事简单得加工再出口的地位，中国

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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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05年与 2015年各国出口总额中增加值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的报告还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制造业中心，另外 2个中心是美

国与德国。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中排名 26位。 

图表 2：全球三大制造业中心-2016年中间产品贸易网络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从行业看，如果用出口中包括的国内增加值进行衡量，2005 年到 2015 年，中

国不仅在劳动密集产业中保持优势，获得较大提升，全球市场份额从 25%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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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而且，在高技能创新（计算机、电子、光学、医学等）、中等创新行业（机

械、电器、运输设备等）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高技能创新行业的占比从 15%

提升到 29%。产业结构也在优化中。这张市场份额也在一定意义上表述出了中国

各行业的参与国际化分工的程度。 

图表 3：2005年到 2015年中国各行业在全球市场百分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参与国际分工不仅体现在出口上木叶体现在进口上。根

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终需求的来源。特别是成为东盟国家

最终需求来源。如下图所示，2005 年和 2015 年比较，东盟国内增加值来自中国

的需求从 3.2%提升到 5.5%。其他地区也是有一定增长。 

图表 4：2005 年到 2015 年来自欧盟、日本、美国和中国的需求在世界各地区

国内增加值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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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这一数据，也适合近阶段中国海关等公布的数据相符合的。中国对东盟和欧盟

的贸易发展迅速。 

图 5：中国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银河期货研究所 WIND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如中国不能及时取得防疫战的胜利，尽快复

数据来源：Wind

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情况

欧盟:贸易差额:当月值 俄罗斯:贸易差额:当月值 东南亚国家联盟:贸易差额:当月值 日本:贸易差额:当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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