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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全球制造业FDI（外国直接投
资） 流入规模有所下滑，但中国制造
业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相对稳定

科德宝是一家全球化技术集团，业务领
域涵盖技术纺织品、清洁技术等。1995 年，
科德宝在中国内地成立首家工厂。如今，中
国已成为科德宝全球第三大市场。

“我们看好中国市场，正持续加大在华投
资。”科德宝集团亚洲地区代表许倍帝告诉记
者。2021年，科德宝在大中华地区的研发投
入达2.7亿元人民币，比上一财年增长18%。今
年2月，科德宝旗下威巴克集团在江苏无锡
扩建的技术中心落成，旨在为汽车行业客户
开发创新 NVH（噪声、振动及声振粗糙度）
解决方案，提高驾驶舒适度。此外，隶属于
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的赛德克公司建造的全
新技术中心，也将于今年下半年在浙江杭州
投入使用。“我们重视中国市场，希望能更好
地利用并融合全球资源网络，借助‘中国制
造’的创新成果实现更好发展。”许倍帝说。

近期，不少跨国公司加码在华投资。5月
31日，科技公司默克宣布将在张家港市投建
先进半导体一体化基地，进一步优化升级公
司在地化能力。6月23日，华晨宝马里达工
厂在辽宁沈阳正式开业，该项目投资额超过
20亿欧元，成为宝马迄今为止在华最大的单
项投资。

“今年以来包括宝马在内的一批跨国公司
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充分说明外资企业对中
国市场信心不减，看好在华长期发展前景。”束
珏婷介绍，今年1—5月，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
上大项目实到外资 47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3%，占全国同期实际使用外资的54.3%。

放在全球背景下，中国持续吸引外资的
势头更显得抢眼。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近日发
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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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近年
来，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
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等因素影响，跨国
企业投资意愿有所减弱。2017—2021年，全
球制造业FDI流入规模从6755.7亿美元降至

5010 亿美元，下降了 25.8%。在此形势下，
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相对稳定。
2021年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37.3
亿美元，同比增长8.8%，比全球制造业FDI
增速高出1.1个百分点。

更多跨国公司表示“还是愿意到中国投
资”，并把地区总部设在中国。

6 月 15 日，上海市为新认定的 30 家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10家研发中心颁发证书，至
此，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
848家。新认定的30家总部企业中，大中华区
及以上区域总部达 9 家。达索析统（上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05 年进入中国，主要业
务为数字化建模和仿真优化技术。两年前，
公司决定把亚太区地区总部从日本东京迁
入中国上海，公司副总裁崔海燕说，将进一
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奥镁（中国）有限
公司从事高档耐火材料业务，亚太区总部原
先设在新加坡，该公司中国及东亚区总裁马
世吉说：“目前上海总部是除了全球总部之

外最大的地区总部，到 2025 年，预计在亚太
区的销售可达8亿欧元。”

7月5日，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领先企
业西门子宣布，自今年10月1日起，其位于
江苏苏州的西门子电气产品中国总部将正式
升级为中国及东亚总部，职责将扩展到覆盖
韩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业务。西门子中
国董事长肖松说，此次升级，意味着西门子
正以本地化的完整价值链和全球资源，支持
苏州打造“总部经济”高地。

外企在华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
规模实现增长；劳动密集型和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利用外资有所下降

在华研发人员近3年增长30%，目前已超
1800人，获得专利1800多件——深耕中国市

场多年，“研发创新”已成为施耐德电气在华
发展的关键词。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
裁尹正告诉记者，施耐德电气坚持“多中心”
战略布局，通过建立集技术、研发、销售支
持为一体的中国中心，持续推进“中国研发”
和“中国首发”，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

“中国已成为施耐德电气全球4大研发基地之
一，拥有上海、深圳、西安、北京4个研发
中心。其中，位于北京的软件研发中心更是
强化了我们的软件整体实力。”尹正说。

这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的
一个缩影。

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跨国公
司在中国制造业领域投资也呈现从中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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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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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绿色低碳更受跨国公司青睐，劳
动密集型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利用外资有
所下降。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们看到中
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强烈需求。无论是新能源
汽车还是智能制造等，都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路径，也是科德宝集团多年来深耕
发力的领域。”许倍帝举例说，近期，中国
出台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
2035年）》和相关扶持政策，科德宝也加大
了相关领域投入。“今年4月，我们成立了全
新的科德宝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业务集团，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最近我们还在
上海设立了全新的技术创新部门，旨在加强
与本土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的研发合作，促
进科德宝在电动交通、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
突破。”

松下集团正推动北京、无锡和苏州的 3
家工厂实现“零碳转型”。去年4月，松下能
源 （无锡） 有限公司宣布“零碳工厂”真正实
现了“零排放”。“松下集团打造的‘零碳工厂’
在沿用 LED 照明等传统节能措施的基础上，
导入工厂能源管理系统等先进节能技术，实
现生产过程节能减排。”松下控股株式会社集
团代表董事、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向记者介
绍，以无锡工厂为例，企业在测定设备使用
电量的基础上，根据各项目实际情况制定了
减碳计划。工厂采用的智能控制系统，能依
据生产情况自动调节设备功率达成节能目
标。“我们计划到2023年底在中国再增加10
家‘零碳工厂’。”本间哲朗说。

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

——供应链呈现高度专业化分工
和大规模协作特点，劳动生产率较高
等优势较为突出

采访中，多家跨国公司谈到，中国各类
生产要素充足、成本较为低廉，无疑是最初
吸引其“落户”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再明显，但跨
国公司不会停下投资中国的脚步，因为中国
的吸引力是全方位的。

“中国的产业链门类齐全完善，在这里找
到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供应链商比在其他任
何区域都容易。”尹正告诉记者，“目前，施
耐德电气供应链在中国实现了90%的本土采
购率，这种以短链为特征的本土化供应链，
能够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敏捷快速应对市场
需求的变化。”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配套完善正成为中
国市场竞争新优势。《报告》 显示，中国有
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
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形成了一批产品集中生产、专业
化协作配套、产业链条成熟的产业集群。这
种由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协作形成的供
应链，具有较强的韧性，即使某些时候遇
到冲击，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自主修复和
恢复。

“中国所具备的全产业链优势，是吸引资
本密集型企业来华投资的重要因素。”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劳工成
本只是其选址投资的因素之一。相比之下，
全产业链上下零部件配套、产业链工业门类
齐全更受其重视。

在许倍帝看来，中国具有丰富的创新人
才资源，为科德宝这类全球化技术集团的成
长提供了重要支持。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
2021 年，中国劳动生产率达 16512 美元/人，
高于越南、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和地区。2010年—2021年，中国的劳动生产
率年均增长率达6.7%，高于全球平均增速5.1
个百分点。“中国有很多高素质、高水平的人
才，同时，中国在劳动生产率、数字化转型
等方面性价比较高，呈现出明显的比较优
势，对跨国公司是一大吸引力。”余淼杰说。

“良好的创新环境、丰富的人才资源和
生态伙伴资源，吸引我们在中国持续投入
创新研发，并与更广泛的生态圈加强协作。”
尹正说，“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研发
投入。”

今年前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跨国公司，“还是愿意到中国投资”
本报记者 廖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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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呈现强大引力
林 梦

近期，有跨国公司调整区
域布局，把部分工厂和生产线
从中国迁出。这引发海内外关
注。有人担心：随着劳动力成
本提高，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
的吸引力下降了吗？

外商在华投资数据是最好
的回应。今年1—5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564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7.3%。有跨国公司
把生产线迁走，也有更多跨国
公司在华新建工厂及研发机
构，还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
区总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
珏婷表示：“从历史同期看，使
用外资增速仍然处于较高水
平。我国吸引外资稳定增长的
势头没有改变。”

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形成和发
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
和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自然结
果。二战以来，全球制造业经过
多次转移，逐步形成了以“三大
中心”为主导、“四大梯队”相互
依赖、高度协同的供应链格局。
然而，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博弈竞争加剧、新
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
格局正在加速重塑。在此过程中，全球供应链的分工、
布局、形态、要素、模式和竞争态势均将发生调整和改
变，各国与全球供应链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发展制造业，主动承接国际产
业转移，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步巩固了“世界
工厂”的地位。当前，在全球供应链格局进入新一轮重
构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稳中有进。2017—
2021年，全球制造业跨国投资波动式下降，而中国制
造业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相对稳定，2021年中国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8%，比全球制造业FDI增速
高出1.1个百分点。从行业类别看，中国高技术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快速增长，占比不断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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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优
化的投资结构、良好的经营效益，使得中国始终是跨
国公司全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加速调整，中国作为全球
供应链区域中心之一，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
将发生一定变化。其中，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
厂”和全球供应链中心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2016—
2020年中国制造业月工资年均增长率为9.84%，高于美
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在工业用水价格与天然气
价格方面略有优势，但工业用地价格为越南的2.8倍、
印度的3倍。依靠大规模组装、低价格竞争的全球供应
链参与方式，也已随着成本红利的弱化而动力不足。
但是，中国产业配套完整、市场空间巨大、劳动生产
效率较高等核心供应链竞争优势仍然明显。根据世界

劳工组织统计，2021 年中国劳动生产率达 16512 美元/
人，显著高于越南（3905美元/人）、印度（6688美元/人）、
泰国（11155美元/人）、印度尼西亚（9151美元/人）和菲
律宾（7880美元/人）等国家和地区。

随着中国政府持续实施一系列改革开放和转型发
展的政策举措，中国在供应链综合效能、创新应用场景、
开放型经济体制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新的供应链竞
争优势。例如，近年来在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新
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加
速向制造业融合渗透，拥有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 家，平台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 160 万家。目前，中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经达到55.3%，
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74.7%。开展网络化协同
和服务型制造的企业比例分别达到 38.8%和 29.6%。此
外，中国也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世界经

济论坛（WEF）公布的全球 44 家
“灯塔工厂”网络成员中，有12家
位于中国。这些日益形成的新优
势将进一步助力跨国公司在中国
实现更好的发展。

全球供应链的高度复杂性、
高度依赖性和各国产业体系的不

健全性决定了全球供应链体系无法被切割。相信中国
仍将积极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顺畅运转提供重要支
撑，也正在以更加包容的姿态邀请全球跨国公司一
道，共同构筑开放、共享、繁荣的全球供应链新未来。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现代供应链研究所所长）

▲ 科德宝旗下威巴克集团近期扩建的新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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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5个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累计交付量超
过21万辆，同比增长超50%。图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
产制造内景。 特斯拉供图（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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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下集团积极推动生产流程节能减排，旗下无锡“零碳
工厂”已实现二氧化碳实质“零排放”，未来还将兴建更多“零碳
工厂”。图为松下能源（无锡）有限公司。

松下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