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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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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要素投入成本和竞争力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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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基于对企业要素投入成

本和竞争力的影响!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

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政策六类"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使其制造业发展成本优势渐显!制造

业复苏态势趋稳!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刺激了全球资本流向的再调整"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偏重于从培

育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角度出发强化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而非强化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其

%以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施政思路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国制造

业发展政策应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着力降低企业的成本与税负!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降低企业面临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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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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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制

造业支持政策!意欲改变美国制造业日渐式微的局

面!重拾制造业第一强国的辉煌!谓之"制造业回

流#$ 从经济复苏角度看!美国无疑是在危机之后

经济复苏最为强劲的发达国家之一!而其中制造业

的复苏表现尤为突出!这使得美国实施的一系列制

造业支持政策吸引了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选择

适当的视角深入分析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着力

点及其实际成效与影响!并针对性地调整中国制造

业支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国内有关美国

制造业回流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主要从不同视角

研究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尤其注重分析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可能产生的重大

冲击$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大多数研究都归

结到美国各类要素成本的下降上$ 例如!美国技术

进步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了劳动力相

对成本'"页岩气革命#带来能源自给率的显著提升

与能源成本的下降'量化宽松政策带来"廉价美元#

以及国际汇率比价下降!提升了产品出口的竞争优

势'税收优惠&产业与贸易政策的扶持和保护直接

降低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张晓晶 等!!%&#*$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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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些成本因素仅仅反映了美国单方面的要素成

本变化!与其他国家间的相对成本变化才最终构成

了制造业企业考虑进行国际区域再布局的重大影

响因素!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文献关注到了这点

)胡峰 等!!%&#*$ 也有一些学者将美国政府减少贸

易逆差&解决就业问题&保持制造业全球领先优势

等施政目标作为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原因)王丽娜!

!%&2*!实际上这些施政目标背后实施的一系列支

持政策产生的成本节约与营商环境改善!才是制造

业回流的重要动因之一$ 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

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资本外流企业"回流#所施加的

政治压力!也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产生了不可低

估的影响)胡峰 等!!%&#*$ 此外!美国商务部长普

里茨克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

响因素归结为法治环境&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大

学&供应链&能源供给和消费市场等七个方面$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

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

是可能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与转型升级步伐$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美国

制造业回流一方面会改变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比较

优势!使得中国吸引外资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提

高'另一方面美国强化高端科技与产业领域的投入

不仅会恶化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环境!也会制约中

国产业转型升级)盛垒 等!!%&#'王婷 等!!%&#*$

二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 以美国为主

的发达国家强化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竞争力!会在全

球范围内掀起一轮制造业竞争新浪潮!并推动制造

业国际产业格局的新调整!由此产生的制造企业

"外流#将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王福君!!%&!*$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美国

制造业回流的影响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制造业回

流不会形成大的趋势)徐建伟!!%&2*!一些资本回

流&外迁只是正常的企业布局现象)我国外资利用

水平持续提升往往是此类观点的有力支撑*'还有

学者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影响是一体两面的!可能反而有利于中国制造业

进入美国市场!并学习到美国先进技术)朱颖 等!

!%&2*$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

突出的特征之一!产业与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已

经成为常态!企业有关研发&生产&经营等各方面的

决策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筹考虑$ 因此!我

们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本质上是企业主体基于

竞争力的考虑!在综合分析跨国区域间成本&风险

等诸多因素后做出的投资或布局调整决策$ 基于

此!本文从企业竞争力的视角出发!对美国制造业

回流政策进行梳理和实际效果分析!探讨并提出我

国制造业支持政策的调整思路$

$$二&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基于竞争

力的分解

$$在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反思过去虚

拟经济过度发展带来的弊病!并重新认识实体经济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3 年!美国奥

巴马总统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在各行

各业中只有制造业抗危机冲击的能力最强!对保持

经济稳定&保证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塑美

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必须依靠制造业的振

兴$ 在此后的危机应对措施中!美国着力强化在制

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出台了一系列促使美国制造

业回流并推动"再工业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渐

纠正过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近年来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焦

点逐渐从最初的弥补市场不足&扶持产业发展!转

变到目前对企业能力的提升上)杨帅!!%&2*$ 企业

的本质属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从竞争力视角看!

如果产品价格既定!

!那么企业利润的多寡就完全

取决于各类成本的高低!而投资或布局调整决策也

就取决于不同区域间成本)包括风险*的比较$ 因

此!我们认为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假设!从经

济学中企业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出发!探讨美国制造

业回流政策对企业投入要素成本以及产品销售市

场的影响!能够抓住政策影响的关键$ 如图 &所示!

根据企业生产函数模型 &

J

8

!

"))!*!#*!本文基

于对企业区域投资与布局行为的影响!将美国制造

业回流政策划分为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

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

政策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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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中!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长期中!单个企业产品价格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企业创新能力$



图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框架

&+技术进步政策

在技术进步方面!美国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支

持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美国是

目前世界上创新实力最强的国家!尤其是在基础创

新&原始创新领域实力雄厚$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带来的发

展机遇!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力度!试图抢占

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高点$ 其中!最为直接和

重要的政策是!奥巴马联合政府&学界和企业界共

同推动建立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L1*$ !%&!

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随后联

邦政府投资 &%亿美元用于筹建 &"个制造业创新研

究所)每个研究所可获得 %+'?&+&亿美元5年的资金

支持*!旨在进一步加快基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应

用步伐$ 目前!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国家增材制造创

新研究所&下一代电力电子制造创新研究所&数字

制造与设计创新研究所&轻量与现代金属制造创新

研究所&集成光子制造创新研究所&先进复合材料

创新研究所等多所制造业创新研究所$ 一系列技

术创新支持政策!使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得以进一步

提升!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成为吸引美国高端制造

业回流的重要因素$ 同时!增材制造&工业机器人

等先进制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应用!能够极大地

提升制造企业生产效率!随着先进技术装备价格下

降及其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日渐扩大!制造企业回

流美国的经济性将更加突出$ 例如!类似无人工厂

的建立!不仅可以实现高效率&高可靠性以及不间

断运转!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制造成本$

!+投融资政策

在投融资方面!美国出台了以量化宽松为重点

的货币政策$ !%%; 年以来!美国为刺激经济复苏!

共计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kF*计划$ 在量化宽松

措施下!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促使美元汇率走弱!不

仅为美国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而

且直接提升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如图 ! 所

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和准货币增长速度相

对较快!而且国内信贷增幅较大!信贷规模占 @/A

的比重持续上扬!宽松的资本供给无疑为制造企业

的回流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 此外!美国不仅通

过直接投资对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而且还为中

小企业的贸易融资提供便利$

图 !$美国货币供应量与信贷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绘制$

2+人才培养政策

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进一步强化创新人才培

养与职业教育体系$ 美国将创新视为竞争力的根

源!并将通过提升人的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和企

业发展作为振兴"美国制造#的制胜法宝$ 一方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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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强化教育与产业的对接

和互动!加强基础教育!促进名校资源共享与创新

互动!在学校教育中提前部署产业未来发展所需知

识与技能!缩短从学生到员工的培训时间!满足企

业人才需求&降低企业用人成本$ 另一方面!美国

还削弱工会权利&限制工会活动!加强职业教育与

工人培训!提升工人技能和企业家管理水平$

#+能源政策

在能源方面!美国持续推进所谓的 "能源独

立#

!

$ 实际上!当前美国产业发展所享受的"廉价

能源#主要得益于美国近年来持续推行的"能源独

立#政策以及在油气开发&新能源发展&节能与能效

提高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 年以来!美国在

能源领域先后制定了+能源独立与安全法,+美国清

洁能源安全法,+能源安全未来蓝图,+!%&& 年战略

规划,+全方位能源战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的途径,等法律与规划$ 这些政策对美国能源生产

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美国页岩气&核电以及光伏&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快速发展就是集中体现$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

"页岩气革命#成效突出!页岩气产量的迅猛增长不

仅确保了美国产业发展的能源需求!而且推动美国

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并通过替代效应促使石油等

其他能源价格下行$

"+市场拓展政策

在市场拓展方面!美国出台了出口优惠&购买

国货等一系列政策$ 出口方面!美国在 !%&%年成立

了跨部门的"出口促进内阁#!随后实施"国家出口

振兴计划),F1*#!并设立 !% 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

信贷工具!扶助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该计划也

被称为"出口倍增计划#$ !%&#年!美国又推出第二

代"国家出口振兴计划#!进一步强化此前取得的出

口振兴成效$ 在内需市场拓展方面!!%%3 年美国在

经济刺激方案中正式推出"购买国货#政策!明确规

定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所用钢铁必须产自国内!

而且在采购产品时直接增加了美国产品 4<的权重

优势$ !%&#年以来!美国国防部甚至要求军方强制

执行采购"美国制造#运动鞋和军用鞋的政策$ 此

外!美国还通过优先考虑&价格优惠等措施倾斜性

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市场拓展$

4+投资环境政策

在投资环境方面!美国不仅大力完善基础设

施!而且还着力营造制造业回流的社会氛围$ 一方

面!美国通过减税和直接政府投入支持基础设施建

设$ 例如!在 + !%%3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jj>*,中就包括了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科

学研究#减税!以及 & &&%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科

学研究#投资$ 实际上!在近 " %%%亿美元的政府支

出中!主要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交通&能

源&网络等硬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医疗等软基础

设施$ 另一方面!美国还不断强化制造爱国的舆

论!呼吁跨国企业向本土回流$ 例如!美国在 !%&!

年 &%月启动了美国"制造日活动#!!%&2 年 &% 月又

启动了"制造在美国挑战赛#等$ 更为直接的!美国

政府对回流本土的制造企业给予直接税收减免和

补贴措施$ 例如!美国 !%&% 年 3 月出台的+创造美

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规定!对回流企业给予

!%<的税收抵扣!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

供两年工资税减免!同时终止对向海外转移工厂和

生产的企业提供的减免税补贴$

三&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效果分析

在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效果方面!不同

学者评价并不一致!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美国制造

业回流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李滨 等!!%&#*!甚

至认为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从金融危机

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复苏走势看!不可否认美国是发

达经济体中经济复苏态势较好的国家之一!而其中

制造业回流推动的制造业复苏的作用功不可没$

&+美国制造业发展成本优势渐显

美国一系列着力完善制造业投资与发展环境

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国内外营商环境对

比关系!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因素看!直接

体现为诸多投入要素成本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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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能源独立#是一种对美国能源政策的误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能源自主#!即实现能源的自主可控!降低国际

能源市场对国内的冲击$



有一定比较优势$

在资本投入方面!美国货币资金价格相对较

低!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如图 2

所示!发达国家贷款利率普遍比发展中国家低$ 其

中!美国贷款利率虽然比欧盟&日本和德国高!但与

中国和印度相比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比较优势$

图 2$货币资金价格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 bRTP79OFU)9)Y7U8数据整理绘制!为各国 !%&" 年 &-! 月最新

数据$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虽然美国直接成本高于欧

盟&中国&印度等国家!但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美

国目前实际劳动力成本并无多大劣势$ 如图 # 所

示!!%&!年美国劳动力单位成本为 2"+4' 美元5小

时!与日本相当!略高于欧盟!比中国&印度要高得

多$ 但是!从单位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走势看!

美国实际劳动力成本并未出现显著提升$ 根据美

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年!美国制造业人

均产出提高了 "3+;<!高于德国的 !%<和日本的

23+!<!同期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 &#+2<!而德

国和日本分别提高了 #2+'<和 3+'<$ 从多要素生

产率角度看!!%%&-!%&& 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

提升 &+"<!比 &3;'-!%%%年的年均增速高 %+2个百

分点)ET7*SVQT*!!%&#*$ 根据 EM@的调查研究!近

年来中国劳动力平均工资)含福利*支出大幅上涨!

!%%"-!%&!年平均增速高达 &3<!大幅高于 !%%%-

!%%"年 &%<的平均增速!同时中国公司高管薪酬水

平已与欧美国家接近$ 实际上!!%%" 年以来!中国

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工资的

增长率)钱诚 等!!%&#*$ 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关系看!虽然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仍然大幅低于美

国!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已经逐渐抵消工

资水平的提升!中美实际劳动力成本差距正在快速

缩小$

图 #$劳动力小时工资国际比较$!%&!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在能源成本方面!美国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 家!甚至某些能源成本比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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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 如图 " 所示!美国的汽油价格为 %+3' 美元5

升!不到欧盟&德国和日本的一半!比中国汽油价格

水平还要低 %+#美元5升'柴油价格 &+%"美元5升!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为欧盟&德国和日本的一半'天

然气价格受到"页岩气革命#的冲击!仅为 2+'& 美

元5LEQ.!是0FM/国家平均水平的约 &5"!不到中

国价格水平的 &52'工业用电价格为 &!+" 美分5

`ZW!不到德国的 &52&日本的 &5!!略高于中国$

图 "$能源价格国际比较

注%汽油&柴油价格为 !%&!年数据!天然气价格为 !%&2年数据!电力价格为 !%&!-!%&2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等数据整理绘制$

$$以上对主要投入要素成本的比较!已经充分显

示出近年来美国相对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体现出的比较优势改善$ 美国是市场经济最为发

达的国家之一!在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

争环境&创新创业氛围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而

且近年来在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政策体系

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其国内产业发展环境将得到

持续改善$ 实际上!不少美国跨国企业已经开始意

识到!美国本土的生产经营综合成本要比其他国家

更低$ 例 如! 美 国 回 流 倡 议 组 织 ) jV8W)R79O

197Q7TQ7̂V*分析认为!至少对那些在美国国内销售的

产品而言!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成本更低$ 目前!该

组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广他们的制造成本计算方

法!力图让更多的美国企业认识到在海外投资经营

的诸多额外成本!从而推动更多企业回流至美国

本土$

!+美国制造业复苏态势趋稳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效

果表示怀疑!但从客观上看!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出

台的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制造

业复苏态势逐渐趋稳!并支撑整个经济平稳回升$

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复苏态

势$ 从制造业总体发展规模看!如图 4所示!金融危

机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呈现出

"(#型走势!从 !%%3 年最低的 &&+#<逐步回升至

!%&!年的 &!+!<$ 美国供应管理商会)1IL*发布的

AL1数据显示!自 !%%3年 ;月开始美国AL1指数一

路上扬并基本处于 "%?4% 区间内运行!表明美国制

造业复苏态势已比较稳固$ 从制造业吸收就业效

果看!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 !%&%年最低的

& &"!+3;万人回升至 !%&2 年的 & !%%+" 万人!尽管

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但复苏态势已经

明确$ 可见!从奥巴马推出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

的初衷看!美国实体经济得以强化!同时也带动了

就业人数的增加!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基本目的已然

实现$

从制造业回流的直接效果看!一系列制造业支

持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金融资本与产业

资本的回流$ 一方面!美国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已

经逐年复苏!=/1净流入从 !%%3 年 & "2'+;; 亿美元

的最低点!逐渐震荡回升至 !%&2 年的近 2 %%% 亿美

元!净流入水平已经逐渐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另一

方面!跨国企业逐渐从国外回迁至美国本土$ 根据

美国回流倡议组织统计)如表 & 所示*!!%%' 年以

来!美国回迁的企业已经达到 !;4 家)以制造业企

3;

杨$帅!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



业为主!不乏英特尔&福特汽车&康明斯等全球著名

企业*!仅 !%&#年加入制造业回流浪潮的企业就有

32家$ 同时!该组织的统计分析表明!自 !%&% 年 &

月以来)截至 !%&#年 &&月 2%日*!美国制造业就业

增加了 '"万人!其中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就业岗位达

到 &# 万)表 & 显示!平均每个回流企业可带动 #&;

人的就业*!占到制造业总新增就业人数的 &3<$

图 4$美国制造增加值@/A占比$左%与就业人数$右%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绘制$

表 &$美国制造业回流企业及其就业带动效果

产$业 岗位数 公司数
平均新增

岗位数
产$业 岗位数 公司数

平均新增

岗位数

交通设备 &3 %#4 2% & #'4 玩具 ";& !! ;2

电气设备!电器和元件 &! &!% #' #&4 建筑业 "'' # &##

计算机5电子产品 4 ';2 !# 4'2 化学品 2%% ! 2%%

视频 ! 32; 3 ";2 塑胶产品 !3; && '"

机械 ! '3" &4 2&! 家具和厨具 !%# &# "%

纺织服装 & 3"# 2' &!3 铸件 % 2 %

金属制品 & '#3 !" &'" 初级金属制品 % 2 %

木制品 & %!; &' &'2 研究与服务 % ! %

办公产品 ;&% 2 #%2 其他!

% # %

医疗设备 4!; &2 &!' 合计5平均 "& ;&& !;4 #&;

$注%其他行业包括能源&农业&环保&工具四个行业$

$资料来源%jV8W)R79O197Q7TQ7̂Ve7[RTRS! >.O.8Q2&!!%&#!案例时间跨度为 !%%'年至 !%&#年 ;月 2&日$

$$更为重要的是!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跨国企业

回流的倾向在不断加强$ 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

团)EM@*于 !%&!年 !月开展的制造业调查显示!受

到劳动力成本&生产质量&营商环境&消费市场等因

素影响!在 &%4家反馈企业中!有 2'<的企业正在计

划或积极考虑将其制造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该结

果与同年L1b开展的调查结果相近$ !%&2 年 3 月!

EM@再次开展制造业企业回流意向调查!结果显示

该比例进一步提高到 "#<$ 从调查结果看!美国跨

国制造企业回流倾向持续提升!主要受到美国相关

政策刺激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营商环境等变化的

影响$

$$2+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刺激全球资本流

向再调整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不仅让诸多本国

企业考虑向国内转移!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资本市场

激起了"千层浪#---通过区域营商环境的改变让

更多企业围绕成本和竞争力开展再布局$ 在美国

制造业回流政策推出之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

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都纷纷制定自己的

制造业推进政策!推动世界投资成本和营商环境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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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调整$ 由此带来的是跨国资本和企业在全球范

围内重新布局!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

争力$ 例如!除不少美国企业正在考虑从世界各地

撤回美国本土外!日本的西铁城&松下&日本大金&

夏普&b/l等知名企业也纷纷计划将制造基地回迁

至日本本土!德国的 E7*8QV79&蒂森克虏伯等公司以

及大量海外人才也陆续回流本土)王福君!!%&!*'

与此同时!微软&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

歌乐&三星等跨国企业也加快撤离中国!纷纷在东

南亚和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开设新厂$

四&讨论与我国应对的基本政策思路

近年来!奥巴马在每年度的国情咨文中都着力

强调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制造业

支持政策更加突出了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战略

地位$ 实际上!美国全社会已然形成了对制造业重

要地位的再认识$ 但也应注意到!从施政纲领上

看!美国更偏重于从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角

度出发!进一步强化美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竞

争优势!而非强化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9PVR8)9!

!%&&*$ 尽管美国着重强化高端领域竞争优势的做

法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但是美国制造业支持政

策集中针对企业关键的几大投入要素!以降低企业

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施政思路值得我们

学习与借鉴$

在主动性上!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再平衡!以

应对实体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创新能力下降&金融风

险虚高等问题$ 对比来看!我国实体产业空心化问

题实质上比欧美国家更为突出!尤其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技术空心化!尽管我国产业体系健全!

但很多制造业的核心零部件与价值链高端环节依

然被欧美发达国家所掌控!产业创新发展动力不

足!持续健康发展受制于人'二是资本空心化!虚拟

行业与实体行业间的巨大利差导致实体产业资本

大量向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流动!尚未形成有利于

实体产业发展的融资环境!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高

企&发展困难'三是人才空心化!制造业产业转型升

级所需的大量高技术人才缺失!尤其是精通信息化

与制造技术的融合性人才不足!很可能导致我国在

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错失良机$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

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经济结

构还有待持续调整优化!经济增长动力也亟需加快

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要把握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根本出路在于着力培育微观企业主体的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因此!

在应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上!我国必须积极制定

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加大力度解决制造业发展存在

的技术&资金&人才等问题!对制造业实施一系列

"定向引流#扶持措施!引导各类要素更多地向制造

行业各领域配置$

在可行性上!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之所以能够

发挥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国家)包括中

国*实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环境相对恶化!使得跨国

企业的再布局从长期来看更加有利可图$ 从中国

的制造业发展环境上看!工资增长大幅高于劳动生

产率增速导致劳动力相对成本快速提升!同时能源

成本上升&投融资环境恶化&产品质量不高&隐性成

本与风险较大等诸多因素也成为跨国企业资本外

迁的主要动因$ 在全球化开放市场中!企业自然会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经营成本与风险进行

布局调整!面对区域发展环境的变化!企业拥有"用

脚投票#的权利$ 本质上!对各国政府而言!产业竞

争高地的争夺主要体现在企业发展环境营造能力

上的竞争$ 面对类似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我

国必须深刻反思并适时调整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

体系!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产业发展的政策思路&

目标与手段$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阶段!必须依靠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不断激发

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 要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与政

府职能转变!紧紧围绕"增强企业竞争力#这一核心

目标!充分协调各政府部门的政策&监管等职能!形

成"力往一处使#的政策支撑体系!千方百计地降低

企业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投入成本与税负!提

升其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胡峰!王芳+!%&#+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影响及对策(-)+科

技进步与对策*3+,'":'3+

李滨!张雨+!%&#+评估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国际观

察*4+,'3:3&+

钱诚!马宁+!%&#+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

提高,关系'趋势及实现路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4+

盛垒!洪娜+!%&#+美国 %再工业化&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3

杨$帅!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4!;3+

王福君+!%&!+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日本'德国三国装备制造

业回流及对中国的影响(-)+经济研究参考*42+, ':&2+

王丽娜+!%&2+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实施效果分析及对我国外贸

的影响(-)+对外经贸*3+,':3+

王婷!谭宗颖!谢光锋+!%&#+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看中国制

造业的发展(-)+科学管理研究*2+,&&2:&&4+

徐建伟+!%&2+美国制造业回归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宏观

经济管理*!+,;2:;"+

杨帅+!%&2+产业政策研究,进展'争论与评述(-)+现代经济探

讨*2+,;;:3!+

张晓晶!李成+!%&#+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真相和中国的应对

(-)+求是*&!+,!;:2%+

朱颖!罗英+!%&2+美国重振制造业的举措及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纵横*#+,&&&:&&"+

>,PFjI0,>+!%&&+jV\)RQQ)QWVARV87PV9Q)9 F98.R79O

>YVR7UT9 eVTPVR8W7\ 79 >P T̂9UVP LT9.]TUQ.R79O( j)+

FaVU.Q7̂V0]]7UV)]QWVARV87PV9Q+

E>1*SL ,! E0Ip0jbN E A+!%&#+iI LT9.]TUQ.R79O,

i9PVR8QT9P79O1Q8AT8QT9P 1Q8A)QV9Q7T*=.Q.RV(-)+-).R9T*)]

FU)9)Y7UAVR8\VUQ7̂V8!!;*&+,2:!4+

B)5240 C#(#&/4"),3;#/24&,F&,.*&4%./#C#(")/2,'%I&(#-),

%"#B#/(J#4%2A#)*<&4%)/+,J.%9)(%&,-9);J#%2%2),)*@,%#/J/2(#

c>,@IW.T7

)71+($ B-$/"'>)*<(*)%'$&+)( $(/ 7)'':(+-$&+)(.4"-1(),)2>!H"+I+(2 &%%&3&!71+($*

36(%/&4%% 19 RVUV9QSVTR8! \)*7U7V8)]YT9.]TUQ.RVRV8W)R79O79 QWVi+I+78)9V)]QWVY)8QTQQRTUQ7̂VT9P P78U.88VP

QWVYV8+ET8VP )9 QWVV]]VUQ)]]TUQ)R79\.QU)8QT9P U)Y\VQ7Q7)9 )]V9QVR\R78V! \)*7U7V8)]YT9.]TUQ.RVRV8W)R79O79

QWVi+I+UT9 [VPVU)Y\)8VP 79Q)4 U*T88V8! 7+V+QVUW9)*)OS\R)ORV88\)*7US! 79 V̂8QYV9QT9P ]79T9U79O\)*7US! QT*V9Q

PV̂V*)\YV9Q\)*7US! V9VROST9P RV8).RUV\)*7US! YTR̀VQVa\T987)9 \)*7UST9P 79 V̂8QYV9QV9 7̂R)9YV9Q\)*7US+bWV

\)*7US7Y\*VYV9QTQ7)9 YT̀V8QWVTP T̂9QTOV)]YT9.]TUQ.RV79P.8QRSPV̂V*)\YV9QU)8Q]TPV79+bWVRVU)̂VRSQRV9P )]

YT9.]TUQ.RV79P.8QRS[VU)YV88QT[*V! ZW7UW YT̀V8RVYTR̀T[*VV]]VUQT9P 8\.R8QWVTP6.8QYV9Q)]O*)[T*UT\7QT*

]*)Z+LT79*S])U.879O)9 799)̂TQ7)9 U.*Q7̂TQ7)9 T9P U)Y\VQ7Q7̂V9V88\R)Y)Q7)9! QWV\)*7U7V8V9WT9UVO*)[T*

U)Y\VQ7Q7̂V9V88TP T̂9QTOV79 W7OW:V9P YT9.]TUQ.R79OTRV9T798QVTP )]8QRV8879OQWVP7RVUQ79QVR̂V9V)]79P.8QR7T*

\)*7U7V8+bWV7PVT)]"UV9QVRVP )9 U.QQ79OV9QVR\R78VU)8QT9P \R)Y)Q79OV9QVR\R78VU)Y\VQ7Q7̂V9V88# 78Z)RQW

*VTR979O])RMW79T+19 )RPVRQ)TPT\QQWVVU)9)YS9VZ9)RYT*! MW79V8VYT9.]TUQ.R79O79P.8QRSPV̂V*)\YV9Q\)*7US

8W).*P [VUV9QVRVP )9 \R)Y)Q79OV9QVR\R78VU)Y\VQ7Q7̂V9V88! U.QQ79OV9QVR\R78VU)8Q)]]TUQ)R879\.QT9P QTa[.RPV9

7Y\R)̂79OV9QVR\R78VPV̂V*)\YV9QV9 7̂R)9YV9QT9P RVP.U79OR78̀8V9QVR\R78V8]TUV+

7#0 8)/-(% >YVR7UTYT9.]TUQ.RVRV8W)R79O' U)Y\VQ7Q7̂V9V88)]V9QVR\R78V' U)8Q)]]TUQ)R79\.Q' 1Y\*VYV9QTQ7)9

F]]VUQ)]A)*7US' RV*TQ7̂VU)8QTP T̂9QTOV' *T[)RU)8Q' QVUW9)*)OS799)̂TQ7)9 UT\T[7*7QS' PV̂V*)\YV9QV9QVR\R78V

V9 7̂R)9YV9Q' RV79P.8QR7T*7XTQ7)9

9:9,.;6#/%<&'&!=%'<!'4='$$$>)4.;#,%4)-#%3$$$3/%245#+>%&4'#?;&2&)!%&"*%#?%%;#?%3

$编辑"夏$冬'段文娟%

!3

杨$帅!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