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作者：郭 桢

电话：010-88052647

邮箱：guozhen@xinhua.org

编辑：杜少军

审核：张 骐

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转移助力我国

产业升级

近年来，我国的服装、鞋帽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部分往东南亚转移，引发了一些

担忧。其实，企业扩大海外投资是必然趋

势，虽然产业链部分转移，但机器和原材

料等仍从我国进口。淘汰落后产业，我国

加快产业升级，开始注重品牌效应，逐步

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并参与国际竞争。

官方网站：www.cnfin.com

客服热线：400-6123115

2023 年 3月 30 日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2 / 6

目录

一、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的三大原因................................................................ 3

二、中国是东南亚各地主要进口商.................................................................... 4

三、助力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 6

图表目录

图表 1：2003-2019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3

图表 2：2005-2018年中国 6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对比............................5



3 / 6

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转移助力我国产业升级

近年来，我国的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往东南亚转移，引发了一些担忧。其实，企

业扩大海外投资是必然趋势，虽然产业链部分转移，但主要机器和原材料等仍从我国进口。而淘汰

落后产能，我国可以腾笼换鸟，加快产业升级，注重品牌效应，逐步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并参与

国际竞争。

一、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的三大原因

早在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压低成本，已经开始寻找工资更低的

地方，主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从2014年起，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猛增。据商务部数据，

2015-2019年，中国制造业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是2010-2014年均值的2.2倍，是2003-2007年间均值的

16.6倍。从2014年以后，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转移。

图表 1：2003-2019 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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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企业热衷于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南亚各国都遭

受了很大的打击，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制定出许多鼓励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例如，在越

南只要能提供3000个以上就业岗位，或者投资金额超过3亿美元，或者年销售额达到5亿美元，就能

享受到“四免九减半”税收优惠减免制度。

另一原因是我国制造业综合成本不断上涨，主要表现在人工费用上涨。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

年，以年平均工资为例，印度工人平均工资是我国的38%，印尼平均工资是我国的19%，泰国平均工

资是我国的43%，越南平均工资是我国的28%。

第三个原因是规避贸易壁垒。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我国是遭受美国、印度等成员国发起反倾

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国之一。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去海外投资设厂。而柬埔寨、肯尼亚

等国还与欧美等国签订了关税最惠待遇。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人工便宜，税收低，海外投资是可

以获利的选择。

二、中国是东南亚各地主要进口商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资企业，如耐克、阿迪达斯、优衣

库等。外企当初选择来中国投资是看中成本低，现在成本慢慢提高，又去寻找成本更低的国家。另

一类是我国专门做出口贸易加工的企业，主要是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的“三来”

企业。这些企业缺乏核心科技，主要靠外来订单生存，对成本十分敏感，所以往东南亚地区转移数

量很多。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额

就已超过了年度吸收外资额，意味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对外净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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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05-2018 年中国 6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对比

来源：商务部网站

从历史数据看，2013年我国生产的毛巾、被套、服装、鞋帽、家具、玩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8.3%，居世界第一。到2018年占比为34.1%，超过第二到

第十名加起来的所有份额。到2022年底，我国产品仍占全球的份额的30%。

从具体结构上看，2019年，我国服装在欧洲和美国市场占有率分别下降14.7%和10.2%，而孟加

拉国在欧盟的占有率上升了10.2%，越南在美国的占有率上升了7.8%。越南和孟加拉国已经成为目

前全球纺织品出口第二和第三大国。由此可见，从我国转移出去的产业基本被越南和孟加拉国所取

代。

从外贸数据看，我国产业链虽有部分转移到了越南，但越南大部分的机器和原材料仍要从我国

进口。越南在2021年进口商品品类排名前十的有电机、设备、计算机、机械设备、针织或钩编面料、

棉花等，这些产品主要是从中国进口。据海关总署公布的2021年数据，我国是越南最大的中间产品

供应国，占越南进口总额的41.5%。据越南统计局数据，2022年前10个月越南对中国贸易逆差537

亿美元，增长18.8%。我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表示，越南约54%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52%的纺织皮革

原辅料都来自中国。越南原统计总局局长阮碧林也表示：“我们依赖来自中国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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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孟加拉国，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孟加拉国营商环境指南（2021）数据，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三大类进口商品分别是纺织品、矿产品、机械和机械制品，进口额分别是92.8

亿美元、71.3亿美元、70.6亿美元。我国是孟加拉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占25.2%。另据世界银行

数据，2021年孟加拉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为17.2亿美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企业对孟

加拉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93.2%，达到了12.6亿美元。

三、助力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

毛巾、被套、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向海外转移后，开始注重品牌效应，进行产业升级，

逐步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参与国际上竞争。2019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投入达到了1001亿元，是2003年的20倍，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21.3%，2018年的专利申请量8.5万件

是2003年的20倍。从出口单价上来看，2019年6个行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单价和是2000年的2.85

倍。据《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 2019/2020》的数据，目前，我国生产的60英支以上纱线和色纺纱

产量分别占全球的80%和90%，高档衬衫色织面料和高档牛仔面料分别占全球的60%和30%。意味着我

国的纺织产业已经走上了高端水平的规模化生产。

随着相关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通过

并购国际品牌、设立研发机构、建设和拓展海外营销渠道等途径，逐步走出了加工贸易的发展困境。

以安踏公司为例，据2022年安踏中期业绩报告，2022年安踏集团上半年收益259.65亿元，同比增长

13.8%，斐乐品牌的收益就达到了107.77亿元。据商务部数据，国家已经认定了440多个各类行业聚

集地区的转型升级基地，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基地占比就很大。许多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已

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产业链的整体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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