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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疫情还在发展之中

当前，世界疫情依然处于快速

发展之中，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

和巴西的疫情人数曲线都有继续

向上的趋势，但是疫情滞后的效应

还没有完全体现。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根据华盛

顿大学的模型预测，到 10月 1号，

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达到 17万

人。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总数已经

超过 4400万人次，加起来这相当

于美国就业人口近一半。由于美国

习惯性信贷消费，储蓄不足，失业

带来的收入锐减会快速传递到（消

费）金融、传导到房地产，进而形成

系统性的经济风险，速度非常快。

目前还没有看到疫情影响的失业

传导到房地产之后再传导到金融

领域。如果三个月之后还是这样，

那么将支持这样的判断 - 疫情对

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比金融

危机的时候要严重得多。

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角度来

说，任何单一供应链要素的缺失或

者单一供应链环节的断裂，都会把

整个供应链循环彻底打破，从而导

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停摆。供应链

管理专业协会（CSCMP）6月 23日发

布第 31 次《美国物流年报》报告，

它的标题是《韧性的检验———全球

供应链遭到重创，但没有断裂》，实

际上隐含的意思是，全球各国产业

链都受到打击，但没有出现根本性

断裂的情况。

二、中国出现产业外移情

况

从对中国的影响来看，贸易战

和新冠疫情对我国的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造成产业

外移的影响有多大？可以从一些研

究报告看到量化的指标。引用一下

2020 年 4月份科尔尼发布的第 7

次《回流指数报告》。这个“回流指

数（Reshoring Index）”是指产业

转移从离岸到近岸再到在岸的过

程。这个报告揭示出一个最明显的

变化，发现回流指数在 2019年出

现了非常大的折转。这种折转的背

后是中国的进口占美国制造业的

比例首次在 2018-2019 年出现剧

烈的下降。那么中国的对美出口占

比下降的份额究竟到什么地方去

了？该研究报告发现，从中国流走

的份额大部分去了越南和墨西哥，

中国大概是损失了 900亿美元。流

向低成本的亚洲其他国家 310 亿

美元，流向墨西哥 130亿美元。在

流向亚洲低成本的国家的 310 亿

美元中，越南占了一半。

中国产业外移的情况也反应

在该报告的中国多元化指数（CDI）

中。在过去六年中，中国多元化指

数出现一个连续下降的情况。从

2013年到 2019年下降 800多个基

点，等于中国对美出口少了730亿

美元，2013-2019年，下降 1227个

基点，丢失 930亿美元。从这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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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

供应链是有外移是有流失的。

三、供应链不会完全离开

中国

世界上各国和地区都在采取

制造业回流的措施，中国面临制造

业分流状况，但长期向好趋势不

变。在贸易战开始之后，疫情加重

期间，实际上不管是美国、日本、韩

国，还是我国台湾地区都相继制订

了要让制造业回归的措施。在疫情

和贸易战的影响之下，产业链有外

移，已经有加重的趋势。但是也要

看到中国的制造业作为本身所拥

有的特殊优势是不会让它完全离

开中国的。中国拥有庞大的技术工

人队伍、深度供应商网络、政府对

制造业的大力支持，还有可靠的基

础设施的保障。

瑞银集团（UBS）的报告支持了

上述观点。2020年 5月，瑞银发布

《中国 CFO证据实验室调研报告》。

该报告显示，疫情对中国主要产业

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和教育部门。

新订单最少的、可能影响最大的还

是制造业，以及日用消费品，而 IT

和卫生健康产业可能出现增长。

这个报告主要调查了在疫情

期间企业移出中国的意愿。跟前几

次调查相比，企业移出中国的意愿

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大的变化。

50%的制造商说已经将生产部分移

出中国，60%认为将要或继续移出，

但是 27%的企业没有任何动作。该

报告认为，疫情是工资和生产成本

上升的市场因素所造成的（外移）

趋势的加速器。虽然现在 80%的出

口制造业企业已经在中国大陆以

外有生产地点，63%的资本支出仍

然留在中国。

从日韩台对中国的投资情况

来看，2016年到 2019年还是呈现

一个增长的趋势。

所以，最终决定中国在全球供

应链地位的力量是全球贸易长期

演化的趋势。企业看到的是新的市

场机会、新的技术和财富模式的变

化，并不是因为政治因素会决定企

业的。这也正是特斯拉这样的企业

在中国投资，日韩对中国投资还在

增加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原因。

四、疫情下供应链发展出

现新趋势

从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和冲

击来看，增强供应链韧性成为趋

势。在过去 30年，所有的供应链所

追求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和提

升生产率。在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供应链的重心就从低成本和单一

的供应商采购转移到预防风险，那

么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供应链的

重心又从预防风险转移到增强韧

性。所以从成本维度到安全维度，

从安全维度到供应链韧性（也可以

说成弹性）维度，这是贸易战和新

冠疫情对整个供应链运行方式所

产生的最大影响。

当供应链安全风险成为影响

供应链运行的主要因素，就涉及企

业的安全、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和国

家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一是供应链

的时间周期在缩短。所以疫情期

间，航空货运的运费增加了 3倍，

航空的时效性在整个疫情前后期

间得到非常大的重要的体现，实际

上是供应链的周期时间在缩短。二

是地理空间缩短，为什么现在看从

离岸到近岸到在岸的趋势已经在

出现并还在发展，就是说要让供应

链离我越近越好，这样我抗风险、

防止断裂的能力就会越强。三是供

应链的地理格局的变迁。现在有提

过“三大板块论”，供应链将“回归”

大陆，形成美洲板块、欧非板块和

欧亚板块，实际上这也都跟疫情所

带来的对风险和韧性维度的关注

有很大关系。

五、我国的对策思考

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角

资料来源：科尔尼《第七次回流指数报告》，Kearney’s 7th annual Reshoring Index, April 7，2020。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专 稿

度，可能有几个方面需要采取行动。

第一，就是建立供应链风险防

范体系。供应链风险管理有四个阶

段。首先，是断裂前期，在预警阶

段。其次，是断裂点的前期。到这个

点上，关键原材料供给已经停止。

第三个是缓冲期，缓冲期用的是库

存的原材料在生产。如果库存的原

材料也用完的时候，就进入到断裂

的第四期 - 多米诺期，整个供应

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看图中

的四种情景模式，如果你在前面的

预测期做得好，你在断裂期的前期

能够有很好的反馈的话，就不会产

生多米诺期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个

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四个阶段。

第二，保持供应链的韧性和连

续性。韧性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是抗

打击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灾

害发生之后、断裂发生之后自我恢

复能力。图里的情景 1、情景 2和情

景 3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供应链韧

性。第一种韧性弱的时候影响就很

大。第二种韧性稍微强一点，它的

影响和冲击较小、恢复比较快。第

三种情况，供应链韧性非常好，可

以保持供应链不断裂。

如何保持供应链的韧性和连

续性呢？这里提出保持供应链的韧

性和连续性的一个矩阵。这个矩阵

可以分为预警能力和恢复能力两

个上下的维度，也分成断裂前期和

断裂后期，前后两个时间的维度。

这样的矩阵，形成风险评估能力、

风险预警能力、灾害恢复能力和保

持供应链连续性能力四种能力。

另外一个特点，保持建立安全

防范体系，保持供应链的韧性之

外，就是加快颠覆性技术在供应链

中的步伐。数字技术在供应链的应

用是指从计划、采购、制造、销售、

回收完整的这样一个供应链过程

要真正地实现数字化。

第三，加快颠覆性技术在供应

链中的应用。经过几轮的技术应用

改造，供应链已经从数字化供应链

进入到一个认知型供应链的阶段，

就是供应链智能化。供应链自身具

备自我学习认知、自我改正能力。

当一个供应链网络规划路径走不

通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链路绕过

去。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应用问

题。因为疫情加重了非接触需求，

资料来源：自科尔尼《第七次回流指数报告》，Kearney’s 7th annual Reshoring Index, April 7，2020。

资料来源：瑞银集团《证据实验室 CFO调查报告》，2020年 5月 17日。

资料来源：彭博财经，转引自日本财政部，韩国进出口银行，台湾“经济工业部”（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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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包裹站，配送站和自动化配

送的设施，这些都在疫情里面起到

很大的作用。第三个技术的应用就

是区块链技术。大家看到这个图，

从供应链金融、到产品溯源，到供

应链的流程协同、到存证和信用，

区块链都有非常大的应用空间。

第四，以特殊的政策来实现关

键要素的位移。目前，我国在半导

体产业、电子信息行业方面，深圳

是非常强的。但是深圳目前为止没

有一条 8纳米的晶圆生产线，在电

子信息的上游环节，晶圆、高纯气

体、光刻胶等环节方面也有巨大缺

口。因此，能否通过零关税甚至零

所得税的突破性的政策，让这些关

键环节的生产制造在我国的自贸

区、自贸港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落

地。不征收关税和所得税，只要产

业链位置离我国比较近就行。所

以，能否有特殊的政策给特殊的关

键的“卡脖子”行业，让我国能够加

速构建这个缺失产业链。

全球疫情还在发展的时候，对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应

该说中国最早走出疫情的影响，

最早的进行复工复产，其他的国家

还在疫情发展到过程中，还有甚至

有一段时间才可以复工，所以在这

个关键的窗口期里，如何把核心技

术运用这些特殊的政策，把它位移

进来是我国应该考量的因素。

希望企业能够建立一个满足

最低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的这样

一套流程的体系。在这个流程里

面，对采购的战略标准，就有一句

话：“对任何一个已知供应商都有

一个备选供应商”。如果说芯片环

节里没有一个备选供应商怎么办？

最后只能进入到一个多米诺期这

样一个阶段。

综上所述，贸易战、新冠疫情

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确实有影

响，疫情加重了全球供应链摆脱

中国的趋势，但是没有改变中国制

造的根本格局。在风险和灾害面

前，强身健体是根本。但是怎么去

强身健体呢？从微观到宏观层面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国要建立一

个供应链风险防范体系，要建立

供应链的弹性、供应链的韧性和供

应链的移动能力；要加快技术创

新，加快大数据、AI、区块链在供应

链的应用；要通过特殊的政策把控

核心要素“位移”到中国。▲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

2020年第二期）

资料来源：彭博财经，转引自日本财政部，韩国进出口银行，台湾“经济工业部”（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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