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屡创新高，制造业在中国出海投资中占比创新高，制

造业出海成为一个着眼长远的重要战略选择。 

制造业企业在出海投资决策时，主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做出评估和衡量。通

过综合分析研判发现：1、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评估，印度和土耳其是优先目标。

2、以供应链布局为主要目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以及波兰可以优先

考虑。3、以投资替代贸易为目的，东南亚、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是优先考虑

的区域。4、以布局重要市场为目的，波兰、爱尔兰、罗马尼亚，美国和印度是

比较好的选择。 

全球直接投资近年有所下滑，各国投资政策的发展趋势是鼓励和限制措施数

量同时上升。发展中经济体优先促进投资和提升投资便利化，而发达经济体则继

续采取限制性措施，以解决与投资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 

地缘政治深刻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营商环境。土耳其是进入欧盟市场和

中东市场的一个重要节点。波兰有望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投资的一个重要的

新兴目标国家。向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投资需要趋利避害。印度有针对中国的

严格限制，落地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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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频发，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和航运中断等种种冲

击，使得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和运营面临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部分国家选择

使用产业政策扶持本国企业，同时诸多跨国公司选择了邻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供

应链调整策略，制造业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均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同时贸易顺差创新高。中国制造

业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面对发展阶段不同、需求特点各异的国际市场，也需

要主动扩大在全球各区域的生产布局，并持续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供应能

力。 

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已经成为未来制造业利用全球资源、面向全球市场转型

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制造业企业出海投资需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考虑哪些

因素？哪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适合中国制造业开展直接投资？本报告通

过对中国制造业出海的背景、出海目标以及投资区域选择进行详细分析，尝试回

答上述问题，并具体探讨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出海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 中国制造业出海的现实背景 

1. 中国制成品贸易顺差创纪录 

中国、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是全球前五大制造业大国，也是最主要的制

成品出口大国。2018-2022 年中国制成品出口规模增长 44%，远远超过美国

（+14%）、韩国（+10%）、德国（+4%）和日本（-3%）。同期中国的制成品出

口的世界市场份额从 17.6%达到 21%，新增了 3.4 个百分点，几乎相当于韩国的

总制成品出口份额。 

中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也屡创新高（图 1）。2012 年德国、日本和韩国三国

的制成品贸易顺差之和（0.89 万亿美元）略高于中国（0.87 万亿美元），到 2022

年中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扩大至 1.88 万亿美元，而德日韩三国合计的顺差为 0.62

万亿美元，仅为中国顺差的三分之一。而且 2018 年以来制成品顺差向中国集

中，2018-2022 年，中国制成品贸易顺差从 1.02 万亿美元猛增至 1.88 万亿美元，

增长 84%，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分别下降 25%，27%和 20%，同

期美国的制成品贸易逆差从 0.96 万亿美元增至 1.36 万亿美元，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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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2-2022 年中国、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制成品贸易顺差     单位：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 

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且贸易顺差也持续扩张，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

造业整体的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也从持续性的角度提醒我们需要格外重视贸易

平衡，从面向全球市场的角度考虑优化生产和销售布局，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和

价值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多元性。 

2. 中国成为全球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方 

中国既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受益方，也是重要来源方。2022 年，

中国是全球第二位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也是全球第三位的直接投资来源地。2008

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 FDI）流

入目的地当中稳居前三位，2020 年曾超过美国，成为当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

第一大国家。2012 年以来，中国也成为全球境外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 ODI）规模排名前三位的国家。 

2006-2012 年，中国的 FDI 规模要远高于 ODI 规模，2015 年开始，中国的

ODI 在规模上开始赶上 FDI，甚至在 2016 年 ODI 比 FDI 高出 600 亿美元（图

2）。可以说，出海投资和吸引外资都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更为难得的是在全球跨境投资规模较为明显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在吸引 FDI

和输出 ODI 两方面占全球跨境投资的比重均有显著提升。2015 年全球 FDI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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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05 万亿美元，是 2008 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之后受到贸

易摩擦、疫情反复、地缘政治、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冲击，全球 FDI 的

规模开始逐步下降，中国吸收的 FDI 占全球比重从 2015 年的 6.6%持续提高到

2022 年的 14.6%，同时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当中的比重在 2015 年为 8.5%，2020

年猛增至 21.0%（2020 年全球直接投资下滑 44%），近两年回落至 10%左右。 

 

图 2： 2006-2023 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  

3. 制造业是中国出海投资的主要行业之一 

2006-2023 年，中国 ODI 流量从 211.6 亿美元增长至 1478.5 亿美元，年均增

速 12.1%，同期制造业 ODI 投资从 2006 年的 9.1 亿美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79.0

亿美元，年均增速 22.3%。 

2023 年中国 80%的 ODI 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业、金融业和采矿业等前五大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 ODI 规模最大的一个行

业，制造业排名第二位。从近十年的增长表现而言，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

融业的 ODI 增长比较稳健，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ODI 规模有所缩小，采矿业 ODI

规模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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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在中国 ODI 中的占比有三轮持续提升，分别是 2008-2012 年、2013-

2017 年，以及最近的 2018-2023 年，在 2023 年创历史新高达到 18.9%（图 3）。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更为积极地开展出海投资。 

 

图 3：2006-2023 年中国制造业 ODI 及制造业 ODI 在总 ODI 的占比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 

 

二、 制造业出海目标区域 

本部分着重探讨哪些国家和区域是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的优先目标？我们可

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具体挖掘和分析未来出海的目标国家。 

制造业企业在 ODI 决策时，主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做出评估和衡量。生产端

有两个目标：一是产业本地化，利用当地的制造业基础，加大本地化的产能投

入，融入当地市场，同时也助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供应链优化，利用全

球不同区域的要素和政策差异，优化生产环节布局，提升企业整体生产和运营的

国际竞争力。消费端最直接目的是市场扩张，一是通过产能输出以投资方式替代

直接出口，二是选择 GDP 增长表现好的市场，满足购买力强的客户（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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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制造业出海的主要决策目标 

数据来源：北大汇丰智库 

2022 年中国 80%的制造业 ODI 选择的是东盟、中国香港和（除美国、欧盟

和东盟外）其他区域。2018-2022 年，中国投向东盟和其他区域的制造业 ODI 增

长最快，东盟是中国制造业出海首选地区，2022 年投向东盟 ODI 为 82 亿美元，

比 2018 年增长 83%，同时投向其他区域制造业 ODI 规模增长 129%，2022 年达

到 56.9 亿美元，其他区域正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出海的新目标（图 5）。 

 

图 5：2008-2022 年中国制造业 ODI 在主要区域的投资规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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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业基础：印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位居前三 

全球制造业的发展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2012-2022 年发达国家

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从 56.1%降至 47.2%，下降了 8.9 个百分点，相应的发展中国家

的制造业占比上升，其中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占比提高了 8.9 个百分点，中国之外

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占比 2022 年和 2012 年持平。 

我们选取制造业占比超过全球 0.5%的 25 个国家，按制造业的绝对规模排

名，发达国家当中，北美的制造业集中在美国和墨西哥，东亚的制造业集中在日

本、韩国，欧洲则集中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亚洲主要是

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泰国等国的制造业规模较大，欧洲的俄罗斯和

土耳其规模较大（图 6）。 

  

图 6：2022 年制造业产值排名居前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 

2012-2022 年，全球制造业产值增长了 34%。在上述制造业发展规模排名世

界前 25 位的国家中，制造业增速最快的国家分别为越南（+153%）、沙特阿拉伯

（+125%）、新加坡（71%）、印度（+58%）、土耳其和波兰（45%）。（图

7） 

综合上述情况和数据，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印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对于

中国制造业出海利用本地制造业基础开展投资是比较好的选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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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2-2022 年部分制造业增速较快国家制造业增加值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 

2. 供应链区域化：美国转向东南亚、印度和韩国 欧洲转向中

国、土耳其和波兰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部分国家开始重视供应链弹性问题，即兼顾灵活

性和安全性的考虑，在供应链的地理分布上采取“中国+1”或者“中国+N”的策略选

择。而且全球疫情对于货物和人员流动有各种无法预计的限制和临时管制等情

况，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从原先强调 JIT（Just in time）的无库存生产方式转向在

多地分散供应链管理的方式。 

  

图 8：2013vs2022 年北美和欧洲进口制成品的主要来源地区                单位：% 

数据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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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美和欧洲两个发达地区为例，2013-2022 年制成品的进口来源地都变得

更为分散，区域内进口的比例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也验证了发达国家主动选

择多元化供应链的趋势。北美从东南亚进口的制成品比例从 5%提高至 10%；欧

洲作为区域大市场建设时间最长/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来自欧洲内部的制成品比

例下降了 7 个百分点，从东亚进口的制成品增加了 3 个百分点，从其他地区进口

比例也提高了 2 个百分点（图 8）。 

 

图 9：2017vs2022 年美国制成品进口主要来源国家的市场份额增减变化          单位：% 

数据来源：UNCTAD 

 

图 10：2017vs2022 年欧洲制成品进口主要来源国家的市场份额增减变化         单位：% 

数据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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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 年，越南是美国市场上赢得份额最多的国家，印度在美国市场上

的表现排名第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提升了市场

份额，另外韩国、土耳其和波兰也有一定的份额提升，美国的供应链从北美/东亚

向东南亚、南亚和欧洲转移。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提高关税后，跨国公司和中国

企业为了降低贸易成本，选择调整供应链布局。今年美国又提高对特定商品的加

征关税，供应链的布局预计将继续调整。中国是欧洲市场上赢得份额最多的国

家，波兰和土耳其分列第二、第三位。（图 9 和 10） 

3. 出口贸易增长：东南亚、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领先 

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在出口增长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国

制造业出海投资的目标市场。我们选择 2023 年中国最大的 30 个出口贸易伙伴，

比较 2013-2023 年以及 2018-2023 年期间的中国出口增速。中国向其中 18 个国家

的出口在两个时间段的增长速度均高于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9 个亚洲国家包括

6 个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中亚的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6 个欧洲国家包括俄罗

斯、英国、西班牙、土耳其、波兰和比利时，北美洲的墨西哥，南美洲的巴西以

及澳洲的澳大利亚。在 2018-2023 年期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土耳其中国出

口增长都超过 100%以上，另外马来西亚、阿联酋、巴西等国，中国出口增长有

提速的表现（2018-2023 年增速高于 2013-2023 年）。 

表 1：中国前 30 大出口贸易伙伴中出口增速较高的国家 

单位：% 

国家 2013-2023年 

出口增长 

2018-2023年 

出口增长 

国家 2013-2023年 

出口增长 

2018-2023年 

出口增长 

越南 207 64 印度尼西亚 77 51 

印度 143 53 巴西 65 76 

俄罗斯 124 131 阿联酋 67 88 

马来西亚  90 93 菲律宾 164 50 

墨西哥 181 85 沙特阿拉伯 129 146 

英国 53 38 西班牙 110 59 

新加坡 68 57 土耳其 119 119 

泰国 131 77 波兰 196 78 

澳大利亚  97 56 比利时 109 91 

数据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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