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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新阶段下，中国科技硬件企业运筹出海新布局在后疫情时代，

智能手机，通信设备，智能车在内的科技硬件产业链正处于从“低成本、

低库存、高效”向“供应链稳定与安全”，从“全球化生产”向“区域化

生产”演进的新阶段，此前深度耦合的全球产业链或现分化：1）对智能手

机，PC 等传统优势行业，中国企业正从遍地开花转向根据不同情况的差异

化布局，2）对蔚来、小鹏等造车新势力来说，欧洲有望成为出海的第一站，

3）对电子制造业来说，立讯、歌尔、舜宇等龙头一方面继续扩大国内品类

份额，一方面发挥技术优势，配合大客户在越南、印度等地建厂，把握供

应链调整的商机。 

趋势#1：中国电子制造业配合供应链需求全球布局在疫情和贸易摩擦

背景下，我们看到“供应链稳定与安全”和“区域化生产” 

已成为苹果、三星等跨国科技公司供应链管理的新趋势。长期看，全

球电子制造业可能区域性分化为多条供应链。对中国内地企业，短期的机

会在于扩大在中国内地市场销售产品中能够提供的附加价值和份额，立讯

等切入 iPhone 手机组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期来看，如何克服语言/文

化，及当地监管政策等方面的困难，实现本地化生产是挑战。工业富联，

环旭电子，鵬鼎等企业，依托母公司全球化网络，总体全球化布局相对较

快。立讯、歌尔，舜宇等企业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发展相对顺利。 

趋势#2：中国手机品牌从遍地开花到差异化布局过去十年，以华为、

小米、VIVO、OPPO，传音为代表的中国手机品牌或以创新产品、或以极



 

 - 3 - 

致性价比，主动走出本土市场，相继在东南亚、非洲、西欧、中东欧和拉

美市场站稳脚跟，占领市场，实现了从渠道，商标，再到品牌的出海。21

年中国品牌在印度，欧洲，非洲的市占率分别达到 77.4%，36.8%,64.8%。

展望未来，受部分贸易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在印度等地经营目前面临一定

阻力。我们看到在压力下，手机品牌公司改变经营策略，在印度地区追求

更高质量经营，而在东欧、拉美等新兴市场着重布局抢占市场。 

趋势#3：欧洲有望成为中国智能电动车出海第一站据 Marklines，

2022 年 1-9 月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 110%，是全球新能源车第一大

国，中国市场销量占全球比达 61%。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在快速推动车企

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让蔚来、小鹏等造车势力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挪威是蔚来、小鹏出海的第一站，目前公司出海仍处于起步阶段，产

品智能化水平占优，但在盈利能力、服务、运营上仍面临挑战。目前公司

正在欧洲快速拓宽产品矩阵，并建立覆盖广泛的用户服务体系和全球化研

发基地，加速海外布局。相信智能电动车会成为中国科技硬件企业出海的

重要产品之一。 

风险提示：全球衰退风险，海外政策风险，品牌渗透和本土化不及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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