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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受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
供应链顺畅运行遭到明显冲击，产生了部分领域供给停滞和中断的问题
和潜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投
资发生了哪些变化？更看好哪些领域和行业？投资的关注点是什么？

在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商务部发布《跨国公司在中
国：全球供应链重塑中的再选择》（以下简称《报告》），对跨国公司与中国
合作的现状及方向、全球供应链调整趋势对跨国公司发展的影响等方面
进行深入分析，并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更好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报告》认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的趋势下，中国作
为全球供应链区域中心之一，低成本、大批量等传统优势呈现弱化趋
势。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不断提升
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逐渐成为中国供应链竞争新优
势。而这些新优势也正是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投资的重要因素。基于
此，跨国公司始终把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在中国投资稳中
有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营效益持续向好，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制造业是中国开放较早的领域之一。中国
改革开放后主动打开国门，通过设立经济特区、
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积
极承接亚洲“四小龙”、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
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转移，逐步使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
球占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分别于2001年超过
德国、2007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美国，连
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中国制造业
增加值达到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2010
年的18.2%提高到近30%。

《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产业
链投资踊跃，尤其看重高技术制造业，目前正
重点在研发、智能化制造、下游精深加工等产
业链领域加大投资。此外，在半导体、汽车、化
工等领域，也正着重围绕产业链创新和发展方
面开展项目投资和研发。总体来讲，跨国公司
在中国制造业领域投资呈现出从中低加工制
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从低技术、低附加
值生产环节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变
的趋势。

例如：世界500强高科技企业霍尼韦尔公
司围绕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持续加强在中
国的投资布局，在2020年5月和2021年11
月先后在武汉、西安成立霍盛工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运营及研

发中心后，2022年年初，又在天津成立了霍尼
韦尔过程控制（中国）运营中心和创新研发中
心，致力于围绕“双碳”目标，为客户提供数字化
和低碳技术及解决方案。2022年5月，德国默
克集团宣布持续加大在华生物技术、半导体领
域的投资。在生物技术领域，计划在现有投资
基础上六年内增加投资约1亿欧元，扩建无锡
制造基地，大幅提高生物制药一次性技术组件
制造、设计及提供相关定制化服务的能力；在半
导体领域，在张家港投资建设先进半导体一体
化基地。

统计数据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占
比超过1/3。2017-2021年，中国高技术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 98.9 亿美元增长至
120.6亿美元，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比重从29.5%提升到35.8%，提高了6.3个百
分点。其中，2021年，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等高技术制造行业利用外资
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比
2020年增长2倍和64.9%。

《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制造
业项目总体呈现大型化、全产业链趋势。机器
人、数控 机床等数字化生产设备越来越多的在
产业领域和生产环节得到应用，未来中国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到2025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
发工具的普 及率将进一步提升至 68%和
85%，将显著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成为吸引跨
国公司投资中国制造业的重要驱动要素。

跨国公司对高端制造业产业链投资踊跃

《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
司为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资源，全球供应链生产环节向高度集中的方向
发展。最为明显的就是中国以庞大的市场、低
廉的劳动力成本、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众多的
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生产网
络和供应链的集中地之一。

《报告》分析，近年来，受中美经贸摩擦、新
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
顺 畅运行遭到明显冲击，产生了部分领域供给
停滞和中断的问题和潜在威胁，越来越多的跨
国公司出于对供应链安全和稳定的考虑，逐步
改变其全球供应链布局策略，加速了全球供应
链朝着多元化、近岸 化、本土化方向发展。一
方面，结合其重点目标市场，将高度分散的生产
工序和环节，逐步收缩到一个国家或邻近国家进
行生产，推动其供应链近岸化布局。另一方面，
为降低其单一供应依赖的风险，开展多元化采购
和布局，实施供应链多元 化、分散化战略。新兴
消费市场崛起推动供应链本地化布局。

《报告》认为，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
内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生产工序分工，全球供

应链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供应链节点由多
个、多类型甚至多国企业构成，供应链各环节分
布在多个国家。例如，在全球汽车制造供应链
网络中，一辆汽车约有2万多个零部件，其中关
键零部件研发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而60%至70%的零部件生产分布在全球
各地。同时，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发达国家占
据研发、品牌等附加值较高的环节，而发展中国
家处于生产加工和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环节。

在供应链方面，市场需求仍然是吸引跨国
公司投资布局的关键力量，而这方面跨国公司
则更看好中国。《报告》分析，随着中国新兴中产
阶级的兴起，全球需求市场进一步拓展了增量
空间，成为跨国公司提高快速相应能力，抢占发
展先机的重要推动力，持续将生产、设计、研发
等供应链诸多环节布局到与终端消费更加接近
的地方，促进全球供应链形成本地化布局趋
势。麦肯锡2020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的风
险、弹性和再平衡》报告中指出，更多的生产正
在靠近主要的消费市场，而中国日益增长的中
等收入群体将持续吸引全球跨国企业在中国深
度布局。

跨国公司加速供应链近岸化多元化布局

近年来，关于跨国公司撤资和转移的信息
屡见不鲜，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外资撤离”的
讨论。《报告》认为，从中国利用外资实际情况
和不同机构对在华外资企业投资调查显示，部
分外资企业停止中国相关业务，主要是适应市
场需求和竞争环境变化而进行的业务调整，属
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据《报告》分析，部分跨国公司相继调整在
华投资业务，拓展在中国新兴业务领域投资或
实施“中国+1”“中国+n”战略。例如，三星在
2018年到2019年，陆续关停中国手机生产工
厂，并将生产基地迁移至越南、印度等国家。与
此同时，三星集团在中国增加了 MLCC（多层
陶瓷电容器）、锂离子动力电池等技术领域的投
资，并在西安建设了全球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
闪存芯片制造基地。苹果公司虽然陆续将代工
厂向印度、越南转移，但同时其正在增加在华新
能源领域的业务，以迎合中国“双碳”愿景。礼
来集团在2017年9月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中
国研发中心后，又成立了中国创新合作中心，与
本土药企、学术机构合作研发药物。

《报告》强调，2021年，在全球疫情反复、
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和中美两国博弈加剧的
背景下，中国经济逆势强劲复苏，利用外资稳
步增长，进一步增强了外资 企业对中国的投
资信心。从各机构对在华外资企业开展的投
资调查结果来看，外资企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
投资热情。

从各机构对在华外资企业开展的投资调
查结果来看，外资企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投
资热情。美国科尔尼公司2022年1月公布
的《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
的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从2021年1月第
12位上升到2022年第10位。中国德国商
会联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商业信
心调查 2021-2022》报告显示，71%的德资
企业计划继续追加在华投资。华南美国商会
发布的《2022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
告》显示，72%的受访企业未 来三年计划在
中国扩张业务，未来三到五年，受访企业在华
再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265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1685亿元）。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报告》对跨国公司投资的中国区域进行
了分析，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的
投资区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投资主要集中
在东部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
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全国制造业利用外资
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至87.9%，比2017年提
高了 8.9个百分点，同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分别下降7.6和1.3
个百分点。

从具体省份制造业利用外资情况看，江
苏、广东、山东和浙江四省是中国制造业利用
外资规模较大的省份，四省制造业利用外资规
模合计占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总规模的
60%以上。2017年以来，四省制造业利用外
资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合计实
际使用外资金 额从2017年的226.5亿美元
增长到2021年的247.9亿美元，占中国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从67.6%上升至
73.5%。

其中，2021年，山东省制造业利用外资呈
现强势增长势头，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73.1%，占全省比重比2020年提高9个百分
点。江苏省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90.9亿美
元，与 2020 年基本持平，占全省比重为
31.5%，占全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
27%，实际到资3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
267个，同比增长28.4%。广东省高技术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成倍增长，巴斯
夫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埃克森
美孚石油化工综合体等投资
总额超百亿美元
项目加快
落地，成功
引进苹果、
英特尔、思
科、通用、
空客等一

批高端欧美外资项目。浙江省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44.6亿美元，同比略有下降，但高技术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0.2亿美元，同比增长
21.2%，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119.5%，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
比增长34.4%。

《报告》显示，中西部部分省份已成为制
造业利用外资新增长点。近年来，中西部地
区经济增速加快，经济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拓展了制造业利用
外资空间。2021年，安徽省高技术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3%。2021年，重庆市制造业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6.7亿美元，同比增长86.2%，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7亿美元，
同比增长60.7%。四川省制造业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较上年同比增长 52%，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8.7%。2021年，陕西
省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7 亿美元，
同比增长14.8%，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的53.3%。

跨国公司对东部四省的投资占比超六成

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阿斯利康宣布在山东青岛投资建设生产供应基地，并设立区域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