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国强谈中国产业链出路：抓

住数字化绿色化新机遇，加速

推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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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抓住数字化、绿色化新机遇 

中国未来发展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但是也存在一些新的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正值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歌猛进之际，中国是经济全球化

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但从 2008 年起，经济全球化从高歌猛进的

阶段进入了深度调整期，这实际是对前期的经济全球化作进一步调整——

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以及相应的贸易、投资保护主

义政策等。近几年，叠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等冲击，大家更加关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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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产业链的安全，从过去主要关注效率转而强调安全因素和产业链韧性，

这是国际环境基本面的变化。 

但同时，中国还面临激烈的大国博弈。随着中美实力逐步接近，美国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刻意围堵打压中国。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是要拉开中美差距，特别是技术领域的差距。

从布林肯演讲所宣示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一是投资自己，让美国加快技

术研发，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继续占领技术前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二是遏制中国，既在双边层面上遏制中国，也注重团结美国的盟友一起遏

制中国，让中国的技术进步更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技术领域筑起“小

院高墙”来防止中国的技术追赶。对于技术追赶领域已有建树的中国企业，

美国正通过实体清单、长臂管辖等一系列手段进行定点打压，总之根本目

的在于围堵、遏制中国追赶的步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未来发展所

面临的外部环境确实比以往更加复杂、严峻。 

但是，当今世界还有数字化和绿色化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对于中国

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机遇。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后发国家都是把握了

技术进步的战略机遇，才能实现后来者居上。因此，如果中国抓住了数字

化、绿色化新机遇，我们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唯一出路是加速升级 

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竞争格局，加速升级

产业竞争力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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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是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的

劳动力。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劳动

密集型产业，使得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大国。中国在总

量上是第一大制成品的出口国，由此形成了全球最庞大、最齐全的制造业

体系，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里面居于重要地位。套用金融领域的概念，

中国是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 

事实上，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战后，劳动密集型产

业不断从高成本国家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

而从 2010 年起，中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这是不可避

免的规律。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中国还面临智能制造的新机会。如果抓住

这个机会，那么中国能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成资本密集的产业，也

可能留住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过去二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认

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这也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叠加中

美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产品大幅加征关税等因素，一些产业会向越南、

印度等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可以说，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不可避

免。而受新冠疫情影响，一些企业出于产业链安全的考虑，提出“中国+N”

策略以增加产业链韧性，比如供应商多元化、产业链的短链化或集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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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度之间的调整，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借此机会大肆宣扬和推动产业链

的去中国化，这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挑战。 

对中国来说，从国际市场上来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受到越来越多更

低成本国家的竞争。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越南占美国市场份额近年来明

显提升，而中国所占份额则有所下降，其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如此。 

此外，从先行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

力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不得不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的产业转换来推进产业升级，升级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

的竞争压力。也就是说，我国产品在当前的国际市场上面临“两头受挤压”，

我们面临的竞争态势是前有阻挡、后有追兵。要打破这种困境，主要依靠

加速竞争力的升级。 

应加快培育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中国需要内外兼修，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何为“内外兼修”？ 

从对外来说，全球化处于调整期，有很多新的变化和挑战，特别是中

美博弈让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所以中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来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已经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了经贸大国，

经贸小国的能力往往是在国际环境中发现和捕捉机遇，而经贸大国是有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