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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淼 杨颖 魏小央

编者按：3000 多年来，筷子一直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必备用具。然而，近日来，这个小小的餐具却受到了很多西方媒体的关注，引发的讨论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本月初，一则美国制造的筷子将出口中国市场的新闻，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再工业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丧失等话题，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美国筷子驾到
“中国制造”压力大

近日来，一则美国筷子“登陆”中国市场的新

闻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事件的

起因是：在美国佐治亚州一家每天可以生产 200

万双筷子的工厂里，数以百万的一次性筷子将被

打上“美国制造”的标签，出口到中国。在满是

“中国制造”的美国，居然也会有“低端”产品出口

到中国，这无疑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哪里制造由成本说话

事实上，最早发明一次性木筷的是日本人。

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筷子生产商为了节省成

本，把生产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此后，一次性

筷子的使用才在中国普及开来。随着国内市场

对一次性筷子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成了全球最

大的一次性筷子生产国。

来自中国财政部的相关信息表明，目前，中

国每年平均生产 800 亿双一次性筷子，出口近

300 亿双，国内消耗 500 亿双左右。由此可见，

中国的一次性木筷是足够供应国内市场的。那

么，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从美国进口

木筷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晓明分析指

出，原材料问题是美国筷子能够出口到中国市场

的决定性因素。当地的原材料比中国的原材料

更适合生产该成品，而且生产成本比国内更低

廉，才会出现美国筷子出口中国市场的情况。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次性筷子对材料的要求

低，工艺相对简单，且成本低廉，因此，在中国的筷

子加工企业中，一次性筷子的加工制造往往占很

大比重。但是，生产一次性筷子要付出的代价是

木材资源的大量流失。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消

耗的一次性筷子耗费木材 166 万立方米。所以，

在中国，有关号召减少一次性筷子使用的倡议从

来没有停止过。面对巨大的环境和经济压力以及

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越来越多的厂家自然将目

光投向海外。这时候，美国筷子逐渐进入商家的

视野。

美国人卖筷子也是市场行为

对于美国筷子“返销中国”的现象，韩晓明的

分析比较中肯。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美国筷

子进驻中国市场应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商

人总是精于计算的。美国人卖筷子也是市场行

为，一定是觉得此类产品具有优势才会做这方面

的生意。”

而记者通过了解发现，实际情况与韩晓明的

分析是吻合的。据了解，此次事件的“主角”佐治

亚筷子生产公司，是在去年 11 月成立的，公司负

责人杰·李 (Jae Lee)是一名韩裔美国人。从事外

贸出口行业的他最初想做木材出口生意，也就是

将佐治亚的木材卖给筷子制造商。然而，在经营

木材生意的过程中，杰·李发现，南佐治亚州有着

丰富的白杨树和胶皮糖香树资源，这些木材软

硬适中，非常适合加工筷子，所以，他改变了初

衷，开始从事筷子生产出口贸易。据杰·李介

绍，该公司生产的筷子主要销往中国，但也有来

自日本、韩国以及美国本土的订单。他表示，木

筷前段工序的加工流程是原木－锯板－蒸煮定

色－烘干定型－取料－磨头－压刨－开片—开

条，最终形成半成品的木筷胚料，然后再送到亚

洲进行 2 次加工、包装，其中有近 5 成会用于加

工一次性木筷。亚洲人工虽然相对便宜，但木

材的进口费用高昂，在美国加工产品可以大大

缩减成本。

据了解，佐治亚地区拥有相当完备的木材建

筑、造纸和伐木产业，由于当地成熟的伐木与加

工配套流程，每年都能签下很多相关的订单。佐

治亚州政府经济发展署副署长韦宏森就曾告诉

本报记者，佐治亚州拥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

木屑的价格竞争力也很大。很多欧洲买家甚至

在购买到木屑后，再运回欧洲发电，去除运输、人

工等额外费用后，仍有利可图。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材料进口国。但原木

运输成本高昂，并且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损耗材

料的情况。所以，在异地加工，再将产品运输到

中国可以节约成本。”杰·李说，“有大量的需求，

再加上加工方式较为简单，这种模式还是有利可

图的。”

本月初开始传出的美国制造的筷子出口

中 国 市 场 的 新 闻，在 业 界 掀 起 了 一 场 大 讨

论。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在每件商品都

标注“中国制造”的时代，进口“美国制造”的

筷子无疑是个标志性事件。而在此前，《时

代》周刊就曾撰文指出，中国虽然是拥有全世

界最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之一，但这种优势正

在逐步丧失。

中 国 劳 动 力 的 优 势 是 否 已 经 丧 失，再

次 成 为 业 界 讨 论 的 话 题 。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正在日益提高，“世界加

工 厂 ”制 造 业 工 人 实 际 工 资 每 年 增 长 近

12% 的 上 涨 幅 度 或 许 会 导 致“ 中 国 廉 价 劳

动力时代终结”。

劳动力优势丧失是好是坏？

6 月 初 ，美 国《时 代》周 刊 曾 发 表 名 为

《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的文章。文章

里 这 样 描 述 道 ，在 中 国 这 个 有 着 13 亿 人

口，20 多年来的非凡经济成就主要建立在

廉 价 劳 动 力 的 基 础 上 的，原 本 被 认 为 有 无

限 廉 价 劳 动 力 的 国 家，情 况 已 经 发 生 了 变

化。文章援引高盛公司驻香港首席经济学

家 乔 虹 的 分 析 称，过 去 10 年 来，中 国 制 造

业 工 人 的 实 际 工 资 每 年 增 长 近 12% ，这 是

20 年来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带来的结果。最

后，文章还援引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

亚丁的看法给出结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

时代结束了”。

但值得关注的是，《时代》周刊并未在文

章中指出，中国廉价劳动力终结是一件“坏

事”。相反，这家畅销美国市场的本土周刊认

为，“也许中国工资上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人

们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而这符合所有人的

利益——尤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利

益，因为，它们都急切地希望中国增加消费以

减少国际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这是中国成为

货币更坚挺，也更富裕的国家的过程中所不

可避免的结果”。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晓

明看来，劳动力价格上涨等情形的出现正表

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健康的，是遵循经济发

展规律的。

“当中国经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

渡时，必然会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来接替第一阶

段的工作，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像自然

界四季变换昼夜交替一样正常。”韩晓明说。

据 韩 晓 明 介 绍，中 国 劳 动 力 失 去 竞 争

力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民工大省的“用工

荒”，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 刘易斯拐

点”拉响的警号。如，在地处河南南阳的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工 人 的 工 资 水 平 基 本

跟 江 浙 一 样；部 分 企 业 给 工 作 中 的 年 轻 工

人 播 放 流 行 音 乐；新 一 代 农 民 工 选 择 在 家

乡 打 工 等 等 。 韩 晓 明 认 为，两 方 面 的 原 因

造成了这一局面，一是外部因素，东南亚等

新 兴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崛 起，给 中 国 劳 动 力 市

场带来了冲击；其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必然阶段，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

的必经之路。

中国优势处处见“真章儿”

显而易见，制造业工资上涨的结果就是，

廉价制造业逐渐开始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

方转移，但是，中国并非在劳动力方面完全丧

失优势。韩晓明认为，虽然东南亚、印度等地

的劳动力优势已经超过中国，而越南、柬埔寨

这样新兴的劳动力市场更是紧追其后，势头

非常迅猛。但其实，中国中西部仍然有劳动

力供应的潜力，可以进行梯度开发，由沿海转

移到西部，在利用西部劳动力潜力的同时带

动西部经济的增长。

英国著名商业杂志《经济学人》指出，对

中国来说，靠数百万廉价和低薪劳动力获得

经济成功的时代已经终结，现在，该向这个时

代说再见了。只要管理者认清方向，高工资

时代带来的长远利益将带给中国一个更有成

效和更大发展的时代。也许，劳动力优势的

逐渐丧失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正是一个“除旧

迎新”的契机。

既然是契机，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

失去劳动力优势后，中国的各行各业将以什

么为支撑，继续立足于世界市场？

“跟廉价劳动力相对应的是各个行业的

尖端人才，中国庞大的人才市场同样是其一

大竞争优势。”韩晓明说，“中国的原材料市场

和消费品市场对外商吸引力非常大。”

此外，中国市场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能够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做好

国内市场同样也是在做世界市场。 其实，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消费市场

已经深深地吸引着各国的商家，而中国许多

行业已经打开了国际市场。韩晓明认为，中

国 的 高 新 产 业、新 能 源 产 业 一 直 在 不 断 发

展，很多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中

国在海外的金融投资也让人刮目相看。最

主要的是，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优势地位

显而易见，这些都足以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

场上大显身手。

不过，韩晓明也指出，任何优势都是暂时

的，具有阶段性，想要保持在世界市场的优

势，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向成熟商业模式

发展和过渡，不断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才能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编后语：在业界把目光投向正在与“廉价劳动力”告

别的中国的时候，我们不该忘记此次事件的另一个当事

方——美国。当中国逐渐减少低端产品的制造，向上游

领域进军之时，美国人已经重新认识到国内产业尤其是

制造业的重要性。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市场经营策

略，是否也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金融危机后一直步履蹒跚的美国经济，希望在加快

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实现依靠“再

工业化”来推进实体经济的复苏。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上任伊始提出的经济新战略就是，美国经济要转向可

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要

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

的发展。现在来看，今天的美国，正由过去把工业生产

大量环节转移到海外的“去工业化”向通过“再工业化”

重振本土工业快速转身。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制造

业萎缩从而失去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一方面可以通

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寻找像“智慧地球”一样能

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而不是仅仅恢复传统

的制造业。

虽然目前看来，刚刚起步的“美国制造”还未成气候，

但凭借其科技研发能力以及老牌商业国家的经济头脑，

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风云际会一争高低也是迟早

的事。那么，现在的中国要做的事情是坚定向上游产品

进军的脚步，同时也不要丧失在低端产品市场的地位。

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中国何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