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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的
进展、 动因和影响

章婕妤　 步少华

内容提要: “近岸外包” 是特指企业将业务外包给地理、 时

区、 语言相近的邻国或邻近地区的供应链领域专业术语ꎮ 近年来ꎬ
“近岸外包” 论调在美国等美洲国家渐成气候ꎬ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的近岸转移态势也日趋明显ꎮ 本文认为ꎬ “近岸外包” 与美墨国家

利益密切相关ꎮ 美国希望借此打造全球产业链与中国 “脱钩” 的

新格局ꎬ 而墨西哥具有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优势和需求ꎮ 短期内ꎬ
受统计数据暗藏 “水分”、 疫情暂缓产业转移进程、 美墨产业合作

难以剔除中国成分、 美墨关系非 “铁板一块” 等因素制约ꎬ 美墨

“近岸外包” 影响可控ꎮ 但鉴于美墨利益的加速融合、 非传统安全

因素的演进以及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ꎬ 中长期内 “近岸外包” 趋

势发展动力强劲ꎮ 对中国而言ꎬ 美墨 “近岸外包” 构成潜在隐患ꎬ
恐将放大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阵痛”、 助长西方对中拉大宗商品贸

易的舆论攻势、 弱化中美经贸联系、 削弱中国 “离岸大国” 地位

等ꎮ 对此ꎬ 中国应该在产业升级和稳定外资上苦练内功ꎬ 在双边和

多边层面主动布局产业链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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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的进展、 动因和影响　

　 　 近年来ꎬ 受中国劳动力红利渐失、 中美贸易战加剧和 «美墨加协定» 生

效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ꎬ 不少美国企业将在中国和其他地区深耕多年的产业

链转移至墨西哥ꎬ 美墨制造业 “近岸外包” 现象逐渐兴起ꎮ 当前ꎬ 全球产业

链面临新一轮转移和重组ꎬ 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产业集群发展势头更加强劲ꎬ
美墨制造业联系愈发紧密ꎮ 与此同时ꎬ 非传统安全、 产业自动化等正在成为

全球产业链 “近岸化” 态势的新推手ꎮ 中国长期以来作为全球 “离岸大国”
的地位未来或面临挑战ꎮ

一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的发展现状

当前ꎬ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进程无论是在舆论宣传层面还是

在实际操作层面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ꎮ
(一) 制造业 “近岸外包” 论调在美洲渐成气候

有关 “近岸” 是否会取代 “离岸” 成为全球产业链新特征的讨论近来引

发关注ꎮ 近年来ꎬ 经济区域化和产业链 “巴尔干化”① 的趋势越发凸显ꎬ 北

美、 欧洲和东亚三大产业链中心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ꎮ 美国政客和学者捕捉

到该变化后ꎬ 便试图将 “近岸外包” 这一趋势包装成新型 “政治正确” 加以

推广ꎮ 疫情的暴发加速了讨论的持续升温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在美国国内尚未发

现感染病例之时ꎬ 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Ｗｉｌｂｕｒ Ｒｏｓｓ) 接受采访时曾说ꎬ
“中国发生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ꎮ”② 美国知名智库国际战

略研究中心曾提议ꎬ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应该在北美市场建立替代中国的

供应链ꎬ 并将其作为在美洲实施近岸战略的基石ꎮ”③

拉美多国亦对此持欢迎和期待态度ꎮ 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克斯 (Ｇｒａｃｉｅｌａ
Ｍáｒｑｕｅｚ) 表示ꎬ “墨已与多家外企洽谈ꎬ 希望从亚洲吸引业务来墨ꎬ 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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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化” 原意指 “地方政权等在诸多地方之间的分割ꎬ 及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体制下的

分裂ꎬ 即 ‘碎片化’”ꎬ 本文在此基础上作延伸引用ꎬ 指 “产业链在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利益影响下出

现的分割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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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自贸协议的实惠ꎮ”① 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召开的美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

上ꎬ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 Ｉｖáｎ Ｄｕｑｕｅ) 称赞拉美已在能源、 劳动力、 环境、
基础设施和光纤网络等五大领域取得显著进步ꎬ 哥伦比亚有望成为 “近岸发

展过程中的区域领导者”②ꎮ 哥伦比亚驻美大使桑托斯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ａｎｔｏｓ) 表

示ꎬ “哥伦比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将从美国公司为寻求减少供应链脆弱性而

回迁的过程中受益ꎮ 哥伦比亚或成为近岸转移的 ‘最大赢家’ꎮ”③ 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举行的哥伦比亚美国商会会议上ꎬ 该国商务、 工业和旅游部部长雷斯特雷

波 (Ｊｏｓé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称ꎬ “约有 ５０ 家跨国企业有意向迁至哥伦比亚ꎬ 其中有 １８
家位于北美ꎬ １４ 家位于亚洲ꎮ”④

除此以外ꎬ 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也以实际行动对此表示支持ꎮ 美洲

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显示ꎬ 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ꎬ 拉美国家的出口产

品本可取而代之ꎬ 哪怕只能取代其中一部分ꎬ 对拉美国家的经济而言也是一

个重大利好ꎮ 譬如ꎬ 墨西哥可以取代很多亚洲国家向美国出口电器设备ꎻ 中

美洲国家可以出口纺织品和精密医疗设备ꎻ 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可以出口软件

设计等专业知识服务ꎮ⑤ 鉴于此ꎬ 美洲开发银行行长卡罗内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Ｃｌａｖｅｒ
Ｃａｒｏｎｅ) 宣布斥资 ３００ 亿 ~ ５００ 亿美元打造 “重返美洲” 倡议 (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以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工厂迁出亚洲并转移到拉美国

家ꎮ 墨西哥、 哥伦比亚、 巴西、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和厄瓜多尔等国均有

加入意向ꎮ⑥ 近日ꎬ 美洲开发银行在最新发布的 «２０２５ 远景规划» 中再次强

调ꎬ “近岸外包” 在拉动拉美地区需求、 推动区域一体化、 增加税收、 减少贫

困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ꎬ 拉丁美洲等近岸地区面临 “巨大的机会”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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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的进展、 动因和影响　

(二)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已取得进展

众多数据显示ꎬ 美墨制造业 “近岸外包” 似乎 “成绩不俗”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第七份 «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报告»
中首次新增 “近岸离岸贸易比” (ＮＴＦＲ) 指标ꎬ 专门用于跟踪美国制成品进

口向墨西哥的转移情况 (ＮＴＦＲ 的计算方法是将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制成品的年

度总美元价值除以美国从中国、 台湾地区、 马来西亚、 印度、 越南等 １４ 个亚

洲主要低成本经济体进口制成品的美元价值)ꎮ 经测算ꎬ ２０１９ 年该数值在

２０１８ 年 ３８％ 的基础上同比暴涨 ４００ 个基点至 ４２％ (１ 个百分点 ＝ １００ 个基

点)ꎮ① 这一计算结果意味着ꎬ 相较于美国和亚洲之间传统的 “离岸外包”ꎬ
美墨之间的 “近岸外包” 正在快速兴起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科尔尼公司发布的第八份回流指数报告显示ꎬ 受新冠疫情

影响ꎬ ２０２０ 年 ＮＴＦＲ 数值回落至 ２０１８ 年水平ꎮ 但在美墨疫情尚未爆发的 ２ 月

和 ３ 月ꎬ 这一数值曾先后攀升至 ５４％和 ５６％ ꎬ 达到该指标创设以来的最高值ꎮ
科尔尼公司分析认为ꎬ 该年度 ＮＴＦＲ 数值收缩是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短暂

失常现象ꎬ 随着全球及美国经济复苏ꎬ 该指数很可能会再次升高ꎮ 与此同时ꎬ
越来越多美国制造业高管表示将致力于减少对国外尤其是亚洲供应商的依赖ꎮ
４７％的受访者表示ꎬ 未来三年将努力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ꎻ ４１％ 的受访者

表示ꎬ 他们将特别努力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ꎻ １７％ 的制造业高管已实际

增加了对墨西哥、 巴西等近岸国家的制成品采购ꎮ②

从宏观层面上看ꎬ 美墨间贸易和投资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

国 “近岸外包” 的进展ꎮ 贸易方面ꎬ 美国 ２０１９ 年自中国制成品进口额同比收

缩 １７％ ꎬ 大幅减少约 ９００ 亿美元ꎬ 而自墨制成品进口额却实现了 １３０ 亿美元

的增长ꎮ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 墨西哥和中国开始轮流坐庄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地位ꎬ 美墨贸易和中美贸易呈现出互搏态势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ꎬ 美中货物贸易

总额为 ２７１０ ４ 亿美元ꎬ 而美墨贸易额超过 ３６１０ 亿美元ꎬ 这使墨西哥超过中国

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ꎮ③ 之后虽被中国和加拿大短暂反超ꎬ 但该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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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ꎬ 中国—拉丁美洲经贸合作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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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统计显示ꎬ 墨西哥又重回第一的位置ꎬ 美墨货物贸易总额增加至 ６１４５ 亿

美元ꎬ 对墨贸易占美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４ ８２％ ꎬ 加拿大占 １４ ７７％ ꎬ 中国占

１３ ５％ 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 墨再次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ꎮ① 虽然

该年度下半年中国实现对墨西哥的反超ꎬ 全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最终超过美墨双

边贸易总额ꎬ 但两者间差额仅为 ４８７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美墨贸易额达到

９６９ ９８ 亿美元ꎬ 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４ ９％ꎬ 墨再次成为美最大贸易伙伴ꎮ②

投资方面ꎬ 美国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对华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ꎬ 但保持长期对

墨投资优势ꎬ 同期对墨制造业领域投资增长翻倍ꎮ 墨制造业吸收美国在墨投

资总额的占比高达 ５１％ ꎬ 汽车行业表现最为亮眼ꎬ 引进美资数额逐年上升ꎬ
并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峰值后保持高位稳定ꎮ③ ２０２０ 年ꎬ 墨实际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２９０ ７９ 亿美元ꎬ 其中制造业引资占比 ４０ ６％ ꎻ 美国对墨投资占比 ３０ １％ ꎬ 继

续保持墨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ꎮ④

从微观层面上看ꎬ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化” 现象在企业层面已得到

充分体现ꎮ 知名商业经纪公司世邦魏理仕的市场调查数据进一步印证ꎬ 墨西

哥正成为 “近岸外包” 的有力竞争者ꎬ 以蒙特雷州为主导的墨北部边境城市

占据了该国 “近岸外包” 市场份额的 ５０％ ꎮ⑤ ２０２０ 年 “近岸外包” 至墨的企

业涉猎领域广泛ꎬ 包括家具 ( ２３％ )、 家电和电子 ( ２０％ )、 医疗器械

(１５％ )、 机器和工具 (１４％ ) 和汽车零部件 (１２％ ) 等ꎬ 且大部分企业来自

美国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近岸” 转移的苗头便在美墨间初次显现ꎬ 到 ２０１６
年ꎬ 超半数在墨开展制造业务的美国企业是从中国和其他地区转移至此的ꎮ
这其中既包括运动相机品牌 ＧｏＰｒｏ⑥、 玩具厂商孩之宝⑦、 运动服饰品牌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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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墨西哥合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报道: «２０２０ 年墨吸引外资同比下降 １１ ７％ »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ｘ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２ / ２０２１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６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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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的进展、 动因和影响　

轮胎品牌公司固铂 (Ｃｏｏｐｅｒｔｉｒｅ)、 时尚制品公司史蒂夫马登 (Ｓｔｅｖｅ Ｍａｄｄｅｎ)、
电子元件制造商 ＶＣＣ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等美国大型知名制造

企业ꎬ 也包括一批小型制造业美国企业ꎬ 如 ＤＪＯ 医疗用品 (ＤＪＯ Ｇｌｏｂａｌ)、 惠

亚集团工业机柜 (Ｖ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ｓ Ｇｒｏｕｐ) 等企业ꎮ①

与此同时ꎬ 从美国本土迁移至墨的企业亦不在少数ꎬ 早前便不乏美国企

业从本国 “搬家” 到墨西哥的先例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美国拥有 １３０ 多年历史的大型

跨国工业公司轴承制造商莱克斯诺将其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工厂迁至墨蒙特雷

州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商 Ｅｎｐｈａｓｅ 宣布在墨

西哥生产部分产品以规避关税ꎮ 同年ꎬ 电子零件制造商 ＣＴＳ 在印第安纳州裁

员 ２３０ 名ꎬ 作为其将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计划的一部分ꎮ 伴随着 “近岸外包”
浪潮进一步升温ꎬ 一批美国知名企业如福特、 通用、 霍尼韦尔、 惠而浦、 ＪＥＭ
电器、 美泰玩具 (Ｍａｔｔｅｌ)、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和 ＢＰＩ 刹车零件公司 (Ｂｒａｋｅ
Ｐａｒｔｓ Ｉｎｃ) 等均开始着手启动相关转移计划ꎮ 近日ꎬ 汽车领域的巨头公司福特

已决定将其投资 ９ 亿美元的 “下一代” 项目从俄亥俄州转移到墨西哥ꎮ② 通

用汽车也宣布建于墨西哥西北部索诺拉州的紧凑型皮卡生产线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正式投产ꎬ 并在三年内在墨投资超 １０ 亿美元生产电动汽车ꎮ③ 在美国实力

领先的航空领域ꎬ 波音公司已经于 ２０２０ 年春将其飞机布线厂移至墨西哥附

近ꎮ④ 在医疗设备制造领域ꎬ 伟伦 (Ｗｅｌｃｈ Ａｌｌｙｎ)、 嘉德诺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贝克顿狄金森 (Ｂｅｃｔｏｎ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等美国医疗制造巨头也表现出对 “墨西

哥制造” 的兴趣ꎬ 专门从事灭菌医疗器械生产的 Ｇａｍｂｒｏ Ａｖａｎｔｔｉ ＭｅｄｉＣｌｅａｒ 公
司先行一步ꎬ 其全部生产线已落户墨西哥蒂华纳州ꎮ 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

州的钢铁生产商纽柯首席执行官约翰费里奥拉表示 “将十分密切关注

局势变化” ꎬ 并 “考虑与日本第二大钢铁集团 ＪＦＥ Ｓｔｅｅｌ 合作在墨西哥建造

一座新工厂”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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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传统制造业领域ꎬ 美墨制造业 “近岸外包” 近年来也在努力向

先进制造业领域拓展ꎮ 墨经济部外贸副部长德拉莫拉近日表态称ꎬ 美墨两国

正就在墨设立半导体生产线和研发中心、 打造北美半导体产业链等事宜进行

磋商ꎮ 目前已有数家欧美半导体企业有意在墨北部边境地区设厂ꎮ①

近期ꎬ 美国制造业的 “近岸外包” 浪潮开始出现向以墨西哥为核心的

中北美、 加勒比地区扩散的迹象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

际学者中心出版报告 «扩大开放: 在近邻实行 “近岸外包”»ꎬ 提出构建以

中美洲以及墨西哥为核心且包括加勒比岛屿、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在内的

“大加勒比共同体” 的概念ꎬ 并建议 “美国应该在 ‘大加勒比共同体’ 地

区发挥带头作用以重振北美供应链ꎬ 实现对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承诺ꎬ 构建

更具竞争力、 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美洲大陆”②ꎮ 世界银行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出版

的报告 «释放中美洲的增长潜力» 中也表示 “ ‘近岸外包’ 将为中美洲国家

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创造更多机会”③ꎮ 国际数据公司的一项最新研究进一

步证明ꎬ 在 “近岸外包” 潜力最大的国家中ꎬ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中美洲

国家脱颖而出ꎮ④ 近些年ꎬ 与墨西哥毗邻的中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在发展与美

国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ꎮ 疫情暴发初期ꎬ 美国大型内衣

制造商恒适 (Ｈａｎｅｓ Ｂｒａｎｄｓ) 还将其位于中美洲的服装工厂改造为医用口罩生

产车间ꎬ 以弥补北美市场供应的不足ꎮ 美洲开发银行还曾与圣基茨和尼维斯

政府直接合作ꎬ 以确保该国与呼吸机供应链有关的工厂在封锁期间保持运

营ꎮ⑤ 坐落于多米尼加自由贸易区内的医疗器械园区已吸引医疗科技公司美敦

力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医疗卫生保健品公司强生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众多美国

行业领导者入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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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岸外包” 符合美墨两国国家利益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重要进展ꎬ 主要是因

为其契合了美墨两国国家利益的需求ꎮ
(一) “近岸外包” 凸显美国经济政治考量

在美国产业金融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的大背景下ꎬ 促进制造业回流本土早

已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的共识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随着美国经济重

心从制造业向知识经济等第三产业转移ꎬ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重开始持续下降ꎮ① ２００８ 年ꎬ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

机更使其制造业面临深度衰退的风险ꎮ
基于此ꎬ 奥巴马甫一上台即以 “再工业化” 为目标ꎬ 将制造业回流正式

提上日程ꎬ 并先后颁布 «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 «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 等

一系列法律框架和项目计划ꎬ 鼓励在外美国企业回归本土以重振本国制造业ꎮ
至此ꎬ “回流” 政策框架基本成型ꎮ 特朗普则以 “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 为

口号ꎬ 力推 “美国优先” 政策为 “回流” 计划加码ꎮ 其上任伊始便成立白宫

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ꎬ 并颁布了力度空前的 «减税与就业法案»ꎬ 对使制

造业留在美国的态度更为坚决ꎮ “回流” 政策效果大为增强ꎮ
虽然特朗普政府呼吁大力重振美国制造业ꎬ 但受劳动力成本高昂、 熟练

劳动力匮乏和产业配套设施欠缺的限制ꎬ 美国制造业回归本土的效果却不尽

如人意ꎮ 统计数据显示ꎬ 自特朗普就任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美国内制造业占 ＧＤＰ
比重仅上升 ０ １％ ꎬ 创下 ７２ 年来新低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向以墨西哥为代表的

“近岸” 国家或地区转移产能这一操作性更强的 “次优” 方案遂受到美决策

者青睐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上任仅一个月的拜登新政府正式颁布一项总统行政令ꎬ
启动为期 １００ 天的供应链审查项目ꎬ 旨在首先保证药品等关键产品在国内生

产ꎮ 如一旦国内无法生产某种产品时ꎬ 可与拉美等地区的盟国展开合作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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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白宫发布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ꎬ 提出要与经济理念

相似的民主国家共同保卫关键的供应链和技术链基础设施ꎮ 这体现出拜登有

意将建立 “供应链联盟” 作为其多边外交的重要抓手ꎮ① “近岸外包” 已成为

当前美制造业 “回流” 总体规划中的必然路径与现实选择ꎮ
此外ꎬ “近岸外包” 还有助于美国实现 “去中国化” 的地缘目标ꎮ 近年

来ꎬ 美国一直试图打造全球产业链与中国 “脱钩” 的新格局ꎬ 以服务于美对

华地缘战略博弈大局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美国选择在北美及周边地区 “先行

先试”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美墨加协定» 正式生效ꎬ 其中 “原产地规则” 规定ꎬ
只有不低于 ７５％价值增量在北美完成的进口制成品方可享受优惠关税ꎬ 这将

对中墨之间的汽车零部件贸易造成负面影响ꎬ 进一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产业

链中的参与度ꎮ 另外ꎬ 作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和 «美国—中美洲—多米尼

加自由贸易协定» 之后的美拉第三代自贸协定的新样本ꎬ «美墨加协定» 还规

定ꎬ 任何签约国若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 展开贸易协定谈判ꎬ 须提前 ３ 个月通

知其他签约国ꎻ 任何签约国与 “非市场经济国家” 签署贸易协定ꎬ 其余两国可

以在 ６ 个月内自由退出 «美墨加协定»ꎬ 并自行达成双边贸易协定ꎮ 可以看出ꎬ
这一被称为 “毒丸” 条款的规定ꎬ 意在强化对于中国非市场经济体的定位ꎮ②

不排除今后美国将会在美洲地区复制推广类似协议ꎬ 在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双边

及诸边协定中塞入 “毒丸” 条款ꎮ 未来美国或将整合南北美洲力量ꎬ 以 “美洲

优先” 为口号ꎬ 从而完成其重建美洲自贸区的梦想ꎬ 达到与东亚新兴大国相抗

衡的目的ꎬ 最终实现将中国排挤出北美价值链、 孤立于全球产业链之外的目标ꎮ
(二) 墨西哥具有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天然优势和迫切需求

作为全球第十六大和拉美第二大经济体ꎬ 墨西哥制造业排名位居全球第十一

位ꎬ 经济实力和制造能力不俗ꎮ 迄今为止ꎬ 墨与全球５２ 个国家签订了１４ 项自由贸

易协定ꎬ 与３３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３２ 项互相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以及９ 项经济互

补自贸协定ꎮ 墨也是世贸组织 (ＷＴＯ)、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ＯＥＣ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等机制的成员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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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墨西哥已制定以出口为导向、 以客户加工为基础、 面向北美尤其是

美国市场的开放战略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墨便开始在美墨边境地带启动

“马奎拉工厂” 计划 (Ｍａｑｕｉｌａｄｏｒａ)ꎬ 宣布用于生产出口美国等地的制成品的

原材料可免除进口关税ꎮ 此后墨经济部在整合该计划的基础上又重新颁布了

“墨西哥出口制造和服务政策出口” (ＩＭＭＥＸ) 的政策ꎮ①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ꎬ 墨西哥客户工业园区的集聚经济效应得到充分发挥ꎮ 在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ꎬ 墨客户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２０％ ꎬ 其中汽配和电器工业最具活力ꎮ②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宣布ꎬ 墨政府正在考虑扩大北部边境自由贸

易区的范围ꎬ 将当地更多城市涵盖其中ꎬ 并扩至美墨边境东南部地区ꎮ③ 未来

立足于 “近岸外包” 的美墨边境贸易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墨西哥与美国相邻的巨大地理优势可帮助美制造商节省营运资金ꎬ 缩短供应

链周期ꎮ 与从亚洲进口相比ꎬ 美直接从墨进口可使产品交付时间大幅缩短ꎮ 比如ꎬ
将一个 ４０ 英尺长的集装箱从墨西哥运到美国仅需要 １ 周时间ꎬ 花费仅 １８００ 美元ꎬ
而从中国运到美国则需要 ５ 周时间ꎬ 花费达 ４３００ 美元ꎮ④ 拉美第二人口大国的地

位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保证了墨西哥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应ꎮ 墨还拥有一个由各

类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机构组成的系统ꎬ 其中包括 ２０００ 多所学校、 １０ 万名中高级

教师和技能指导人员ꎮ 此外ꎬ 墨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强ꎬ 其制造业岗位工资复合年

增长率为 ５％ꎬ 较中国低 ２ 个百分点ꎬ 劳动力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同等劳动力的

１４％ꎮ⑤ 据此ꎬ 知名房地产服务商第一太平戴维斯对全球主要消费市场或邻近

主要消费市场国家的制造业近岸潜力进行分析ꎬ 墨西哥在其 “戴维斯近岸指

数” 排名 (Ｓａｖｉｌｌｓ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中位列世界第十五ꎬ 拉美第一ꎮ⑥

墨西哥拥有较完整且多样化的工业体系ꎬ 既包括食品、 纺织、 制革、 服装、
造纸等轻工业ꎬ 也包含汽车、 钢铁、 化工、 机械制造、 制药等重化工业ꎮ 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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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ｘ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１１４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６]
贺晓青: «美国制造业趋势正在逆转ꎬ 但不会重返繁荣»ꎬ 凤凰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ｗ２ｈＮＧｖ５ｅＪｊ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３０]
⑥　 “Ｓａｖｉｌｌｓ: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Ｊｕｎｅ ８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ｖｉｌｌｓ 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ａｎｄ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ｓａｖｉｌｌｓ － ｎｅｗｓ /
３０１３３０ －０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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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业和领域内ꎬ 甚至可以允许企业在不进行大规模劳动力再培训或基础设施

再投资的情况下将产能从别国转移到墨西哥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墨是全球第七大

汽车生产基地、 第四大轻型汽车出口国和第五大重型汽车生产基地ꎬ 也是美国

汽车进口的第一大供应国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美墨加协定» 生效后ꎬ 墨轻型汽车和

卡车零配件因享有零关税ꎬ 对美市场供应增加ꎬ 墨超过加拿大成为美汽车零配

件第一大供应国ꎮ 就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制造业而言ꎬ 墨是美国第二大电子产

品供应商和全球第三大手机出口国ꎮ 作为世界第八大医疗设备出口国和美国医

疗设备的最大供应国ꎬ 墨还是美洲医疗器械制造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ꎮ
“近岸外包”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墨西哥改善国民经济的需求ꎮ 作为拉

美疫情重灾区ꎬ ２０２０ 年墨 ＧＤＰ 在 ２０１９ 年 “零增长” 的基础上进一步萎缩

８ ５％ ꎬ 创近 ９０ 年来的最大跌幅ꎻ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８％ ꎬ 为 ２０１４
年来最差表现ꎻ 损失就业岗位 １０３０ 万ꎬ 失业率攀升至 ５ ２％ ꎮ① 全面提振经济

已成为墨西哥本届政府的执政要务ꎮ 而 “近岸外包” 恰可以通过吸引美国企

业和美资入驻ꎬ 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和创造生产价值ꎬ 进而缓解墨经济和民

生压力ꎮ

三　 美墨 “近岸外包” 短期内缓慢发展ꎬ 中长期潜力可观

考虑到美墨制造业产业链的转移进程面临多重掣肘因素ꎬ 短期内难以取

得较快发展ꎮ 但由于受到其他中长期利好因素的影响ꎬ 未来 “近岸外包” 潜

力将不容小觑ꎮ
(一) 短期内 “近岸外包” 受多重因素制约

１ 统计数据暗藏 “水分”
首先ꎬ ２０１９ 年美墨贸易同比增长份额 (１３０ 亿美元) 仅占同期中美贸易

缩减份额 (９００ 亿美元) 的 １ / ７ꎬ 也就是说ꎬ 美国并未将墨西哥当作主要贸易

替代对象ꎮ 相比数量有限的 “近岸外包” 至墨的美国企业ꎬ 更多企业还是继

续选择在亚洲实施 “离岸外包”ꎬ 比如苹果、 戴尔、 惠普、 斯凯奇和盖璞等各

领域制造业巨头均已选择将部分产品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越南、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亚洲低成本国家ꎮ 其次ꎬ 美自墨进口增量难以排除 “借道转运” 成

分ꎮ 墨国内制造业总产值在 ２０１９ 年仅增长 ９８ 亿美元ꎬ 但同期对美制造业出

—６０１—

① 曹廷: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和他的 “第四次变革”»ꎬ 载 «世界知识»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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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却增长了 ２９０ 亿美元ꎮ 其中约 ２００ 亿美元差额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部分生

产商为规避关税而先将产品运至墨西哥ꎬ 再原样或小幅改动后以 “墨西哥制

造” 的名义转运至美国ꎮ①

２ 疫情暂缓产业转移

受疫情影响ꎬ 墨制造业正面临深度回调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间ꎬ 墨制造业产

值占 ＧＤＰ 比重的走势并非持续向好ꎬ 而是呈现出 “Ｍ” 形发展趋势ꎬ 表明墨

制造业景气程度起伏较大ꎬ 并未出现持续繁荣ꎮ 另外ꎬ 墨 “采购经理人指数”
(ＰＭＩ) 围绕荣枯线上下震荡ꎬ 并于 ２０２０ 年大幅滑落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墨制造业就

业人数一反 ２０１８ 年的增长势头ꎬ 同比减少约 ７ ７ 万人ꎬ 约占当年总就业人数

近 ８％ ꎬ 墨制造业从业者规模总体呈缩减态势ꎮ
３ 美墨间产业合作难以剔除中国成分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合作对中国有一定的依赖性ꎮ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具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ꎬ 也是墨西哥中间品、 资本品和

原材料进口的主要来源地ꎬ 墨需要借助中国产品的优质性价比提高对美出口

竞争力ꎮ 面向美国市场的 “墨西哥制造” 产品的二、 三级供应商也多分布在

中国境内ꎮ 数据显示ꎬ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每增长 １％ ꎬ 将拉动墨对美出口增长

０ ２５％ ꎬ 所以中墨产业链稳固向好对美墨产业链亦具有重要意义ꎮ② 近年来ꎬ
中墨双边经贸关系开始提速发展ꎬ 如今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

三大出口目的地ꎬ 连续 １５ 年保持墨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位置ꎬ 而墨西哥则是中

国在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国ꎬ 疫情期间中国更是实现了对

墨出口和投资的逆势增长ꎬ 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中墨双边贸易增幅高达 ４５ ３％ ꎮ
４ 美墨关系非 “铁板一块”
美国的本意仍是希望制造业可以 “回流” 本土ꎬ 对墨西哥实行 “近岸外

包” 实为权宜之计ꎮ 为争取 “铁锈带”③ 失业蓝领工人阶层的选票ꎬ 特朗普

曾以政府采购合同施压福特公司ꎬ 迫其取消投资额达 １６ 亿美元的墨西哥建厂

计划ꎬ 通用汽车公司、 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等在墨设厂的企业也受到过类似

—７０１—

①

②

③

章婕妤、 步少华: «美墨制造业 “近岸外包”: 昙花一现还是大势所趋?»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Ｑ７ｃＧＶ８ｘｇＤｐＮｗＬｉｍ＿ｋｒｆｍ６ｗｌ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８]

Ｘｕｅｄｏｎｇ Ｌｉｕꎬ “Ｆｒｉｃｃｉóｎ 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ｙ Ｓ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ｌａ 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Ｓｕｓ Ｄｏ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ｓ Ｓｏｃｉｏｓ”ꎬ ｅ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Ｎｏ ４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铁锈带” 最初指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ꎬ 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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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ꎮ 在 «美墨加协定» 谈判期间ꎬ 美国有意削弱墨汽车产业的低成本劳动

力优势ꎬ 要求 ４０％ ~ ４５％ 的进口汽车零部件必须由时薪超过 １６ 美元的工人

生产ꎬ 而该薪资水平是墨工人平均工资的 ３ 倍ꎮ① 不难看出ꎬ 美国大概率是将

墨当成 “跳板”: 先将产业链转移至墨以实现平稳过渡ꎬ 待产业形态成熟之际

再一举迁回美国境内ꎮ 因此ꎬ 谈论美国企业近岸转移至墨或为时尚早ꎮ
墨西哥洛佩斯政府奉行对外经济多元化战略ꎬ “近岸外包” 恐成其下一步

施政方向ꎮ 美国长年保持墨西哥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的地位ꎬ 造成墨经济对

美高度依赖的局面ꎮ 因此ꎬ 墨希望发展多元化的对外经贸关系ꎬ 以便降低对

美国经济的依赖和依附ꎮ 当前ꎬ 美墨因移民和关税问题龃龉不断ꎬ 这也使墨

西哥多元化战略需求更加强烈ꎮ② 近期墨西哥经济部公布的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

部门发展计划” 显示ꎬ “出口市场多元化” 已经成为墨优先战略目标ꎮ 面对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ꎬ 墨西哥亦知道深化墨中经贸合作将有助

于保持墨美关系的适度平衡ꎮ③

(二) 中长期 “近岸外包” 发展动力强劲

１ 美墨利益已深度捆绑且正在加速融合

现阶段美墨经济利益已深度捆绑ꎮ 两国 ＧＤＰ 之和已接近全球 ＧＤＰ 总量的

２５％ ꎮ④ 据统计ꎬ 近年来在墨西哥出口美国的商品中ꎬ 美国所属价值成分高达

４０％ ꎮ⑤ ２０２０ 年ꎬ 墨对外商品出口的 ８１ ２％面向美国ꎬ 创 ２０１５ 年以来新高ꎮ⑥

而 «美墨加协定» 将在此基础上再度强化美墨利益融合度ꎬ 其中新修订的

“原产地规则” 意味着墨今后将不得不大幅增加在北美区域内的采购规模ꎬ 美

将再次提升其在墨产业链上的嵌入程度ꎮ⑦ 另外ꎬ 虽然新冠疫情暂时冻结了美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学东: «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到 ‹美墨加协定›: 缘起、 发展、 争论与替代»ꎬ 载 «拉
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２２ 页ꎮ

刘学东: «墨西哥政府面临的挑战与中墨合作前景分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６６ － ６７ 页ꎮ

高佳琦: «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合作研究»ꎬ 载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６ 页ꎮ
“Ｃｏｍｐａｒ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íａ Ｐａíｓｅｓ: Ｍéｘｉｃｏ ｖ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ｏｓｍａｃｒｏ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ｍ / ｐａｉ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ｒ / ｍｅｘｉｃｏ / ｕｓａ? ｓｃ ＝ ＸＥ３４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９]
Ｘｕｅｄｏｎｇ Ｌｉｕꎬ “Ｆｒｉｃｃｉóｎ 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ｙ Ｓ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ｌａ 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Ｓｕｓ Ｄｏ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ｓ Ｓｏｃｉｏｓ”ꎬ ｅ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Ｎｏ ４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Ｓｅｃ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Ｓａｌｕｄ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ꎬ Ａｐｒｉｌ ６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ａ ｃｏｍ ｍｘ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 Ｓｅｃｔｏｒｉａｌ － ｄｅ － Ｓａｌｕｄ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００８２９ － ０００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９]

洪朝伟、 崔凡: « ‹美墨加协定› 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影响: 北美区域价值链的视角»ꎬ 载 «拉
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５ －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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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赴墨生产的计划ꎬ 但其同时也有望在中长期内成为美墨制造业转移的

新推手ꎮ 不排除生物医药、 健康防护设备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为规避疫情的

长期潜在风险ꎬ 在美国政府的激励政策或强制立法下迁出中国的可能性ꎮ 届

时墨西哥将会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承接地之一ꎮ
２ 非传统安全凸显使美国企业更加重视 “近岸外包”
近年来ꎬ 疫情和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加速演进ꎬ 促使跨国企业从

根本上重新审视已有的供应链战略制定标准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

跟踪 ４３ 个国家 ２３ 条价值链的基础上发布一份报告指出ꎬ 未来全球价值链将

变得更地区化ꎬ 安全和韧性开始逐渐取代效率和成本而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优

先考量ꎮ① 美跨国公司将会在重整供应链全球布局中率先有所作为ꎬ 即由过去

一味追求 “交易成本的最低化” 改为追求 “社会成本的最低化”ꎬ 在综合评

估经济效率与效益的同时ꎬ 把追求产业链的安全程度和灵活性作为优先参考

指标ꎮ 因此ꎬ 在墨就近布局对美国企业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的意义将会愈发

显现ꎮ
３ 新技术的发展利好美墨 “近岸外包”
实践证明ꎬ 使用机器人等技术可降低人工劳动的重要性ꎬ 削弱离岸生产

的吸引力ꎬ 从而增强墨西哥等近岸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富理

达律师事务所 (Ｆｏｌｅｙ ＆ Ｌａｒｄｎｅｒ ＬＬＰ) 发布的 «趋势加速: 后疫情时代的供应

链评估» 报告指出ꎬ 使用智能协作机器人最多可减少流水线 ７５％的人工成本ꎬ
菲亚特、 雷诺、 宝马和福特等汽车公司都在使用协作机器人来提高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ꎮ 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代替了人工劳动ꎬ 对于易复制的低

价值、 多重复的任务尤是如此ꎮ② 墨西哥政府多年前便开始尝试在生产过程中

引入自动化系统ꎬ 尤其在检查、 焊接和组装机器人的应用领域给予了国家层

面的关注和支持ꎮ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蒙特雷高级技术学院等高等学府也

为此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ꎮ 过去高质低价的劳动力曾是墨西哥跻身世界

制造强国之列的主要因素ꎬ 如今机器人和自动化等先进制造技术的普及和推

广则将进一步提高墨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ꎬ 从而加大 “近岸外包” 对回归美

国企业的吸引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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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综合来看ꎬ 鉴于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在短期内和长期内的不

同发展态势ꎬ 其对中国的具体影响也应有所区别ꎮ 中国应该在产业升级和稳

定外资上苦练内功ꎬ 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主动布局产业链合作ꎮ
(一) 对中国的影响

１ 中国出现产业链外迁的风险在短期内是可控的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中国美国商会 (ＡｍＣｈａｍ Ｃｈｉｎａ) 与普华永道联合开展的市

场调查结果显示ꎬ 近 ７０％的受访者预测其在华供应链业务将于 ３ 个月内恢复

正常ꎬ ９６％的受访者预测其在华业务将于 ３ ~ ６ 个月内回归常态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美国商会 (Ｕ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发布 «了解中美经济脱钩: 宏观趋

势和行业影响» 的报告中指出ꎬ 和中国经济 “脱钩” 可能给美国企业带来数

以百亿美元的损失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中国美国商会再次发布 «中国商务环境

调查报告» 指出ꎬ ７５％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和经济增长潜力十分乐观ꎮ③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 ７ 万家ꎬ 年销售额达 ７０００ 亿美元ꎬ 其

中 ９７％都是盈利的ꎮ 这些报告和数据均表明ꎬ 中国出现外资撤离、 产业链和

供应链外迁的风险是可控的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ꎬ 制造业总体回暖ꎬ
是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ꎮ 此外ꎬ 中国还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

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等众多比较优势ꎮ 这些都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在

华投资兴业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ꎬ 一大批美跨国公司如特斯拉、 沃尔玛、 埃

克森美孚等正加速扩大在华布局ꎮ
２ 美墨 “近岸外包” 缓慢放大中国产业转型 “阵痛”
近年来ꎬ 中国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 环保标准收紧等因素对外资产生了

一定的挤出效应ꎬ 国内对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需求递增又进一步导致制造业

发展动能减弱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墨 “近岸外包” 的不断发展恐将引流部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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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产业ꎬ 挤压中国制造业利润空间和就业规模ꎬ 埋下失业隐患ꎬ 加剧

产业 “空心化” 风险ꎻ 关键核心技术的流失还会对制造业技术升级形成掣

肘ꎮ① 除此以外ꎬ “近岸外包” 的不良传导效应还会削弱外商投资信心ꎬ 对中

国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ꎮ
３ “近岸外包” 恐助长西方对中拉贸易的舆论攻势

“中国让拉美 ‘再初级化’ 和 ‘去工业化’” 的论调在美国及拉美国家普

遍具有市场ꎮ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报告 «中国在拉美工业

发展中的作用» 中指出ꎬ 在过去的 １０ 年中ꎬ 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规

模扩大ꎬ 拉美国家本国工业制成品占其消费品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ꎬ 并由此

得出结论称ꎬ 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导致了拉美等国制造业的萎缩ꎮ② 拉美钢铁工

业协会也认为ꎬ 中国对拉美出口的钢铁产量大幅上升是造成拉美钢铁工业

“去工业化” 的主要原因ꎮ③而以墨西哥承接美国产业转移为特征的这一美拉

合作模式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 “中国从拉美进口自然资源、 对拉美出口初级

制成品” 的中拉主流贸易方式施加较大的舆论压力ꎮ
４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融合或间接弱化中美经贸联系

当前ꎬ 以美墨为代表的北美区域价值链日益发展壮大ꎬ “近岸外包” 趋势

迎合了美国企业 “地产地销” 需求ꎬ 有助于提高墨制造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供

应能力ꎬ 从而推高美对墨的进口需求ꎬ 这必将挤占和压缩中国原有对美出口

规模ꎮ 与此同时ꎬ 中美贸易摩擦迟迟不能解决又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琦即表示ꎬ “近期将不会取消对华关税ꎬ 这是谈判 ‘筹
码’ꎮ”④ 考虑到中美贸易争端的必然性、 长期性和复杂性ꎬ 中美间经贸联系

或将再次受到影响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ꎬ 墨西哥屡次实现对华反超ꎬ 逐

渐坐稳美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ꎬ 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出现下滑迹

象ꎬ 欧盟、 东盟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５ 全球产业链 “近岸化” 态势不利于中国 “离岸大国” 地位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以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 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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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兴经济体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ꎮ 中国

在其中的 “离岸大国” 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ꎮ 但近年受非传统安全和自动化

等因素的影响ꎬ 全球产业链 “近岸化” 和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ꎬ 以美国为中

心的北美、 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三大 “近岸” 区域独

立性渐显ꎮ 这也愈发清晰地显示ꎬ 以 “短链”、 客户导向为标志的 “近岸外

包” 正在成为 “离岸外包” 之外全球产业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ꎬ 而中国长期

以来 “离岸外包” 的大国地位被削弱的可能性随之增加ꎮ① 有数据显示ꎬ 自

２０１５ 年触顶后ꎬ 中国商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占全球比重已呈现双双下滑

态势ꎮ②

(二) 中国的应对措施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中国政府明确将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作为 “六保” 任

务的重要一环ꎬ 首提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ꎮ③ 此政策调整充分表明ꎬ 中国已开始对产业链外迁压力保持

警惕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ꎬ 统筹谋划对中国有利的全球产业链布

局ꎬ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将是应对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中长期

潜在负面影响的有效路径ꎮ
１ 在产业升级和稳定外资上苦练内功

具体来看ꎬ 应对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的影响ꎬ 可从两方面着

手ꎮ 一方面ꎬ 中国需要在聚焦关键产业、 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基础上ꎬ 努

力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堵点、 连接断点ꎮ “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强调ꎬ 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ꎬ 而其中运

输设备、 电子信息、 机械装备、 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美国政府 “近岸外包”
计划中的优先产业ꎬ 将是未来首批迁移至墨西哥等拉美地区的重点对象ꎮ 因

此ꎬ 中国有必要强化自身风险意识ꎬ 注重对产业缺口和 “洼地” 的分析研判ꎬ
打好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坚战ꎬ 以实现建立自主可控、 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

链的目标ꎮ 当前ꎬ 如何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不断攀升仍是制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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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需要研究和考虑的重点ꎬ 所以未来还需要大力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

的现代化水平ꎮ① 在传统增长模式中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价值链分

工体系ꎬ 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ꎬ 可获得的附加值有限ꎮ 如今全球经贸治理

体系和格局正面临深度调整ꎬ 传统的增长模式日渐式微ꎬ 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的 “近岸” 转移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锁定” 的困境ꎮ 而

依托 ５Ｇ、 人工智能、 自动化等先进技术有助于中国尽早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

数字化转型ꎮ 因此ꎬ 中国需牢牢抓住 “新基建”② 带来的机遇ꎬ 大力推进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ꎬ 努力推动 “中国制造” 向 “中国创造” 转变ꎬ 以便

为下一次的国际产业转移早做准备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还要继续加大 “稳外资” 力度ꎬ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发布的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 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大幅下滑ꎬ 而中国却实现了逆势增长ꎬ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外资流入国ꎮ③ 但从全年看ꎬ “稳外资” 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ꎬ 所以还

需久久为功ꎮ 一要大力拓展内需市场ꎮ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ꎬ 超大规

模内需市场优势明显ꎬ 对外资具有独特的吸引力ꎮ 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

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也意味着中国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ꎮ 二要深

入优化营商环境ꎮ 中国既要加快落实美国企业关心的 «外商投资法» 的有关

细则ꎬ 还要谨防美墨间产业转移起到不良示范作用ꎬ 尤要警惕 “近岸外包”
的连带冲击ꎮ 因此ꎬ 中国在长期关注和跟踪美国跨国企业转移动向的同时ꎬ
还需要关注美国企业的在华经济利益ꎬ 着力解决其诉求和困难ꎮ

２ 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主动布局

目前中墨关系处在历史高位ꎬ 也是发展双边关系的最好时机ꎮ ２０２１ 年墨

西哥连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ꎬ 在对中拉论坛的关切程度上与中国十分契合ꎮ
因此ꎬ 中国可以考虑以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为契机ꎬ 多渠道加

强中墨政治对话ꎬ 以进一步巩固中墨政治互信ꎮ 除此以外ꎬ 尽管面临 «美墨

加协定» 设下的种种障碍ꎬ 中国也应主动作为ꎬ 寻求启动中墨自贸协定谈判

的可行性研究ꎮ 另外ꎬ 中国政府也多次表达了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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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保建云: «全球价值链重构ꎬ 中国面临的机遇与选择»ꎬ 载 «人民论坛»ꎬ ２０２０ 年５ 月ꎬ 第８ －１１ 页ꎮ
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ꎬ 主要包括 ５Ｇ 基站建设、 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ꎮ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６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ｅｂｆｌｙｅｒ / ｗｏｒｌ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ｔａｂ －２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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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的积极意向ꎬ 发掘中墨两国在该框架内的合作空间将

是未来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一大路径ꎮ
为应对国际社会对中拉经贸合作方式的质疑ꎬ 中国可考虑从中墨产能合

作方面着手ꎬ 逐步向墨转移国内优质产能ꎬ 推动共建中墨产业园区ꎮ 但是此

前需要做好对墨产业政策的研判工作ꎬ 包括详细了解墨西哥有关出口加工区、
保税出口加工工厂的优惠政策ꎮ 由浙江华立集团、 富通集团、 墨西哥桑托斯

(Ｓａｎｔｏｓ) 家族于 ２０１５ 年联合投资开发建设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的实践经验值

得借鉴ꎮ 除此以外ꎬ 中墨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据中国商务

部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流量 １ ６４ 亿美元ꎬ 直接投资存量

１１ ６１ 亿美元ꎬ 同期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４１００ 亿美元ꎬ 墨西哥仅占

０ ２％ ꎮ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墨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基建计划ꎬ 逐步放开对基建

领域的管控ꎬ 这也是中国企业进驻的良机ꎮ
对于 “近岸外包” 中的美国因素ꎬ 中美双方仍可以中美第二阶段贸易协

定谈判为契机进行沟通ꎮ 目前拜登政府正在重新评估中美经贸关系和前政府

对华经贸政策ꎬ 以制定下一阶段新的经贸对话议程ꎮ 另外ꎬ 中国美国商会调

查显示ꎬ 有近 ７８％的美国企业把中美紧张关系列为头等关切ꎬ 超过此前对中

国市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法律法规执行不明确的担忧ꎮ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ꎬ
美国工商界的反应更为理性ꎬ 主张 “反脱钩” 的人士居多ꎬ 中国可支持其在

向政府游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ꎮ
此外ꎬ 中国还应当继续做好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ꎬ 提倡构建具有包容性

的多元化区域价值链和产业链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ＲＣＥＰ) 正式生效ꎬ 用足用好该协定将会极大地巩固中国在东亚地区产

业集群中的枢纽地位ꎬ 从而发挥东亚产业链效能对外资的吸引力ꎬ 抑制和对

冲美墨制造业产业链 “近岸外包” 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当前ꎬ 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 “共商、 共建、 共享” 的意义愈加凸显ꎬ 未来建立基于人道主义的 “全球

供应链应急合作机制” 也将会是一种可行的思路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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