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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绘制。

进入2020年，21世纪的前20年即将迎来终结。回顾过去，高歌猛进的兴奋与铩羽而归的失落

并存。留下的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也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金钥匙。

在过去，互联网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体，它带来的是新的市场，新的就业，新

的利润，所以任环境如何变化，都无法阻挡它的蓬勃发展。而进入新时期，互联网与中国实

体经济的连接更加紧密，二者密不可分。其经济体量对中国来说举足轻重，因此它独善其身

的超然身份，也将就此终结。宏观环境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未来互联网乃至新科技行业发展的

20年。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将面临全球身份定位的变化，内部社会老龄化及智能化的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都将关注中国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业生产与制造的改造，这不单是中

国适应新国际环境成功与否的标志，也是未来其它国家与地区实现富强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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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止：宏观经济窗口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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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年轻的国家

人口红利是外界经常提起的一个话题，这给社会造成了一种错误认识，即：只要人口持续增长，就必然有人口红利。实际

上自联合国有记录以来，亚洲主要劳动输出国家的人口始终处于一种高速增长的状态，但几乎只有中国享受到了这种人口

红利。这有赖于一系列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于1978年施行改革开放政策，那时候中国有大量年轻又不熟练的青壮年劳动

力，他们在过去与发达的西方经济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分隔状态，西方经济体整体富裕乐观，有较高的信贷杠杆，有现金购

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所以中西方之间生产与消费形成了一组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这才是中国之所以存在人口红利的根本

原因。而现在中国这批劳动力在迅速的老化，并且随着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影响力的增强，上述这种融洽的关系已经

不存在。导致一些基础工业岗位流向越南等劳动报酬更低的国家，这种全球局势变化，使所有曾经因成为“世界工厂”而

发展壮大的国家，必然且不得不走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状态，以适应环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统计司。人口和生命统计报告（不同年份），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调查报告和其他统计出版物，欧盟统计
局：人口统计，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统计和人口计划，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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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2018年亚洲主要劳动输出国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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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千万） 菲律宾（千万） 越南（千万）

1982年
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必然走向更高级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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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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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82年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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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的压力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中西方生产与消费的融洽关系正式告破。事件直到2018年10月左右才有反应，中国对美出口

和对全球出口同比增长率骤降。5个月后到2019年3月，中国消化贸易战带来的出口压力才初见成效，对外出口整体同比基

本维持原有水平。但同期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始终处于下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找到新的市场，

由此，便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工业生产以及科技研究的问题。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万得。

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出口压力正在艰难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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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差持续扩大，说明中国寻找美国外
市场的努力一直在继续，并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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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对手的转变

一直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比始终比对美贸易低，但2019年12月，中国对东盟贸易额超越了美国，在两年间，

中国对美贸易总额占比整体处于下降趋势，而对东盟贸易却呈现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印证了上文，基础工业制造向生产成

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中国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了基础商品的需求方；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维持固有庞大的国家轻重工业找到了

新的平衡点，不至因贸易战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这关乎中国国内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使命。

除了维持固有产业以外，新环境也为未来中国向世界输出什么提出来了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国内的工业

生产也必然受到影响。目前来看，更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在制造过程中更加降本增效的技术管理手段，变成了我们面临的

另一个更严峻的使命。这二者均可以在2018和2019年互联网及新科技产业的变化中，找到印证。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万得。

维持庞大的国家工业体系与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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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效率问题集中凸显
隐藏极深的制造业效能问题，将大过于用户端的资源问题

来源：《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 Divergence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a Typical Worker’s Pay》，经济政策协会EFI、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劳工局BLS，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统计局。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1970年后信息科技突飞猛进，在美国工业体系内出现了诸如：通信，计算，检索等新系统，美国工业智能化的第一步电子

化就此展开。随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与劳动力小时时薪增速剪刀差逐年扩大，此轮技术红利美国一直受益到今天。如前

文所述，此轮技术红利在中国被用于解决用户端和消费端的核心矛盾，制造业效能问题被搁置。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面

临的效能问题已变得尤其突出，消费端用户体验的改善，加之民间信贷杠杆的提升，中国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实质上已有一

定成效，只是意识上还有断层。而这种状况会加剧供给端的问题，所以未来很长时间内，解决生产端的问题都将是产业发

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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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2014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小时时薪

增长率对比

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美国小时薪酬增长率（%）

285.7%

441.7%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04-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员

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对比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制造业员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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