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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摩擦下探索持续增长之道
2019-2020年亚太地区内的商贸往来

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评估了国内企业如何适应全球贸易新
常态下的新经济现实。今年，我们继续这项评估，并深入研
究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探索持
续增长之道。.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2019年亚太地区商业领袖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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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谈判陷入僵局
或破裂导致收入减
少

金融市场波动、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化转型、气候变化以及最重要的因素—— 全球贸
易的新形势，已经不足以概括商业领袖在亚太地区这个占全球60%以上贸易活动的区
域所面临种种挑战和复杂情况。

作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市场之一，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一年前相去甚远。 全球贸易形势复
杂而严峻，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以及新情况涌现的速度之快，导致工商界举步维
艰。

中国商业领袖对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的看法也出现分歧。在预测未来12个月所在公司的
跨境贸易活动时，预计公司收入将因为贸易谈判陷入僵局或破裂而减少的受访者
（35.6%），比例稍微高于预计新贸易协定将带来更多收入机会的受访者（33.1%）。

无论结果如何，达成最终贸易协议的前景仍遥遥无期。虽然最近一轮谈判取得了切实
的进展，关税战出现暂时缓和，但是双方尚未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根
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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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第10期亚太地区跨境营商状况报告

2019-2020年亚太地区内的商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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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管全球贸易不明
朗，商业前景仍有
所改善

贸易壁垒导致
投资方向和供
应链重新调整

劳动力自动化在提
升竞争力方面显现
潜力

通过提升技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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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商业领袖和决
策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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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贸易不明朗，商
业前景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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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贸易不明朗，商业前景仍有所改善

2019-2020年亚太地区内的商贸往来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2019年亚太地区商业领袖调研

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持续将
近一年半，美国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而中国也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反制。

作为贸易纷争的中心，中国经济增速降至近30年
来最低水平，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
6%，低于第二季度的6.2%。1-9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2%；1-9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去年同期为6%。i

然而，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和贸易环境，相对而
言并没有很大程度打击中国工商界的乐观情绪。
调查结果显示，36%的中国企业高管对所在企业
未来12个月的收入增长前景表示非常有信心，较
去年创下的最低水平（31%）有所回升，也略高
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受访者（34%）。

5

您对贵公司未来12个月的
收入增长前景信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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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营商环境尚能抵御外部冲击，因为中国
在破除营商障碍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工商注册、合
同执行和建筑许可证等领域皆不乏实例。我们从世
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也可以看出这
一点。该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去年
的46位上升至第31位。ii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保持
了去年的成绩，排名榜单第28位，中国香港（“香
港”) 排名第3，比去年上升4位，仅次于新加坡和
美国，这有赖于各界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而付出
的共同努力开始看到成效。

中国工商界对前景的普遍信心由外部因素带动。
自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过去15个月内中国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缓解措施，包括减税降费2万
亿元，鼓励银行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以及随后
多次放松货币政策。

尽管全球贸易不明朗，商业前景仍有所改善

2019-2020年亚太地区内的商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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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壁垒导致投资方向和供
应链重新调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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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亚太地区内的商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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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纷纷调整运营战略以应对贸易冲击

大部分中国企业重新制定运营战略，以抵御
全球贸易冲击。68.5%的企业（31.4%：大幅
调整；37.1%：略有调整）表示，由于关税和
出口方面的跨境贸易政策有所改变，他们适
度调整了相应的战略，而63.5%的企业
（27.7%：大幅调整；35.8%：略有调整）提
到，为应对外商投资政策的变动，企业已调
整其商业模式。

但中国高管展望未来12个月企业跨境
经营活动将有何变化时，31.9%的中国
高管认为最大的难题是聘请国外劳工，
其次是数据跨境流动障碍增加（31.3%）
以及商品贸易壁垒增多（30.7%）。然
而，由于中美近期重新协商的贸易协议
有望恢复正常经济秩序，33.1%的受访
者认为市场仍不乏提高企业收入的机会。

各国政策在以下领域存在
差异，为此贵公司对运营
战略进行过多大幅度的调
整？

网络
安全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2019年亚太地区商业领袖调研 中国 亚太地区

大幅调整 略有调整

客户隐私和
数据保护

劳动力流动 -

贸易政策
（关税和出口）

外商投资政策

环境/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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