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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国际产业格局变化
打造云南产业升级版

当前，结合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云南省

扩大对外开放处于黄金期、桥头堡建设处于加速推进期而

言，打造滇中产业新区可谓“四两拨千斤”之法。在充分认

识我国又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关

键时期的基础上，当务之急应充分发挥滇中产业新区在环

印度洋地区的国际比较优势，抓住国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的机遇，积极衔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综合考

量现有产业技术基础、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加快

培育生物、电子信息、汽车与高端装备制造、轻纺家电、节

能环保、新材料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为主的中高端产业体

系，以技术领先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有效发挥它们

对其他产业的重大带动效应，让新区形成对“环印度洋区

域”具有引领、支撑和辐射作用的高技术产业基地。与此

同时，要努力提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知识产权，在新

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夯实核心竞争力。通过引入国际创新

资源，拓展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开展科技和产业布局国

际合作，把滇中产业新区打造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

产品与技术出口重要新高地。

过去20年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化

某种程度上讲，过去20年间世界产业格局的变化主要

是在中国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工业化过

程进入到全新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成为全

球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量的国际生产能力转移

到中国，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性制造业基地和中心。也是在

中国的影响下，一些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产

出中的份额相对下降，而一些和中国经济共同成长的国家

则份额共同成长。

在1990—2011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制造

业产出中的比例，从24％上升到46％，提升了22个百分

点。其中，中国从2．7％上升到19．9％，提高了17．2个百分

点，贡献了新兴市场经济份额增长的78．18％。值得强调的

是，2011年，中国所占比例首次超过了美国。这是一个历

史性的变化，不仅标志着一个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且也标志着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美国首次失去了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桂冠。

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份额也在增长。

其中，巴西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份额从2．2％上升至

2．9％；印度从1．1％上升至2．3％。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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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份额也有所上升。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

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改变影响有限。

有趣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关系

密切。其中，韩国和台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成为中国加

工贸易最主要的投资来源以及零部件供应方；而巴西和印

度则成为中国原材料和矿物质的重要进口来源。

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不断的

工业化努力，并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利用国际有利条件，

实现了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融合。首先，20世纪90年代

中国工业通过改组改造以及对外开放获得了快速发展，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不久，中国工业化就进入

新的阶段，钢铁、机械、化工以及矿产品产业蓬勃发展。

其次，从1993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

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产出的1，4—3，4、对

外贸易的40％左右都是外资企业贡献的。质优价廉、供应

丰富的劳工队伍，完整配套的产业体系，稳定的政治和经

济环境，灵活快速的供货反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身

处亚洲最活跃经济圈的中心地带)以及文化上的密切联

系等条件，使得中国成为跨国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尽

管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在其中某项因素上占有优势，但

是，除了个别因素之外，中国却在其他所有方面具备非常

平衡的综合优势。

制造业净回流发达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处在了重大的调整

和变革过程中。而纵观全球，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机

遇大于挑战的时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日本、法国

等相继提出和实施了“再制造业化战略”，美国总统奥巴马

曾发表讲话，要用5年时间重新打造美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和强国。很显然，这将对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形成冲

击。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咨询公司海克特集团的研究发现，在2012—2014

年间，全球制造业布局将发生较大的调整，样本企业中大

约75％的产能将受到影响。其中：23％的制造业产能将从

高成本的发达国家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动；

24％的制造业产能将在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之间流动；9％的

产能将在高成本国家之间流动。引人注目的是，从低成本

国家和地区向高成本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将占制造

业产能的19％。该集团研究的样本企业是2010年销售收

—————————————————————————————————————————————————————————————————————————一扯会主』沦在·2014·01 53L
万方数据



@啦匦衄。丛 l地迭接塾堡建麴

益在10亿美元以上的4700多家企业，关注的重心主要是北

美和欧盟国家。

与前一个时期(2009—2010年间)的类似研究相比，这

次制造业调整的范围扩大，受冲击的制造业能力从57％上

升到75％。尤其重要的是，向高成本发达国家的转移比例

增加最快，增加了1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之间的转移增

加3个百分点；回流增加10个百分点)；而从发达国家向低

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移则下降了3个百分点。同

时，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也增加很

快，提高了8个百分点。

但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所期望的制造业

净回流并没有如期而至。总体上讲，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

的制造业能力仍然多于回流的制造业能力(23％对19％)，

同样的结果也可以从企业制造业筹供战略的运营周期中

得到验证。目前，处在实施阶段的、将制造能力从发达国

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有35％，而将制造能力

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企业则只

有20％。

与欧美制造业的回流相反，金融危机中，日元仍然保

持强势。同时，受2011年大地震、海啸及随后核电站爆炸

所引发的停电等因素影响，日本本土制造业遭受重创。虽

然详细的走势有待观察，但是，至少日本制造业没有回流

的迹象，而是本土制造业的重建，甚或向外进一步转移。

综合欧美日国家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制造业从低

成本国家和地区回流发达国家并没有成为一种趋势。我

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环印度洋地区正形成全球未来增长新引擎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正呈现出以下新变

化：一是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二是世

界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三是世界经济发

展主题紧紧锁定在“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上。为了紧

紧把握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变化的新趋势，2013年3月，中

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建设滇中产业聚

集区(新区)的决定》，明确把滇中产业新区打造为桥头堡

建设的核心区、产业发展的聚集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产

城融合的示范区、科技引领的创新区和绿色发展的样板

区。立足云南来谋划，跳出云南来考量，滇中产业新区建

设，不只是为云南的跨越发展找到一个新的引擎，也不只

是谋求一省经济总量和发展实力的提升，而是力图发挥云

南独特的区位优势、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为桥头堡建设

服务，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独特的贡献。

2011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

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要深化面向

“环印度洋区域”的开放合作。从经济地理区位看，云南省

地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和交汇点上，是中国一

南亚一东南亚三方的交通运输枢纽，具有面向“环印度洋

区域”开放的区位、地缘、文化等多方面优越条件，而包括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泰国、

老挝、缅甸等，以及地处中东的阿联酋、也门、卡塔尔、叙利

亚、伊朗和广大的东非地区等“环印度洋区域”国家，基本

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面临共同的任

务和愿望。

美国从19世纪逐步赢得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经

济”优势，20世纪便崭露头角。进入21世纪以来，以印度为

中心，东起澳大利亚、东南亚部分国家，西至伊朗、沙特等

中东国家，南到肯尼亚、莫桑比克乃至南非等印度洋沿岸

地区，正形成一个“印度洋经济圈”，这是一个面积近1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9亿的“超级市场”。由于中国和印度

两国加起来，人口规模超过21亿人，是已实现工业化的国

家人口总规模的两倍，于是当该地区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

工业化阶段后，全球资源、能源的供求关系必将迎来重大

整合。基于此，以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为轴，连接中

国东部沿海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三大经济

力量，延伸至西亚和北非东部等地区，带动我国大西南乃

至西北地区腹地，在广阔的环印度洋地区便形成了一个巨

大的世界新兴贸易圈，对于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其前景亦不可限量。由此可取得这样一个认识：由云南省

通往南亚次大陆及其所面对的印度洋，绝不仅仅是一条新

海路的开通，而是未来全球繁荣新动力之所在，它正以前

所未有的人口优势和巨大的资源潜力，奠定其成为未来全

球增长新引擎的基础。o
(责任编辑从永刚)

云南省首家魔络理论宣传网站——云南理论网开通

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云南理论网2013年12月26日在云南网正式上线运

行，阿址为h拄p棚w．yu触鞠．cn。
云南理论网将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宣传全省各地全新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增强理

论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高理论宣传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效。耳前，云南理论网初步设置了

理论前沿、理论教育、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干部论坛等十大栏目，原剖或首发稿件厝多，本地特点突出。

今后云南理论网将根据宣传思想工作的需要，不断整合全省社科理论界、高校党校的理论研究力量程《云南

日报聪社会主义论坛》等报刊理论宣传资源，努力把云南理论网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交流实践经骏、推动科

学发展的重要阵地。o
本刊记者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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