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与伦敦奥运会纪念品有 65%由中国制造相比，阿迪

达斯中国总部将于 10 月份关闭苏州生产基地（其在华唯一直属

工厂）的消息更引人注目。阿迪达斯官方声明称，在这家苏州工

厂关闭之后，阿迪达斯在中国仍有 300 余家代工厂为其提供产

品。据了解，阿迪达斯50%的产品由中国制造。

“低劳动力成本、低租金成本、低原料成本”这些属于中国制

造业的词汇似乎正在随着阿迪达斯等公司的离开而远离中国。

当前，耐克、阿迪达斯等将高端产品布局在中国生产，而逐渐将中

低端订单向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这种订单“东南飞”的

趋势，是否意味着中国代加工的春天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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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世界著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证实关闭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

厂后，中国制造商也开始分化产能。中国服装电商凡客诚品已把

部分衬衫订单移到孟加拉国——这是国内服装类电商第一次试水

海外代工。

而在不久前，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美许多制造业企业“回迁”

本国以求自救，外资对中国投资数额一度减少。

各类成本急剧攀升，贸易环境也在恶化，“中国制造”遭遇前所

未有的挑战。曾经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出路将在何方？

外资品牌“下南洋”

日前，阿迪达斯以“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为由，

宣布将关闭在华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来，阿迪达斯在华的所有订

单全部由在中国的 300 多家代工厂共同完成。

阿迪达斯关闭自有工厂并非无先例，早在 2009 年，美国体育品

牌耐克公司便将其在江苏太仓的鞋服工厂关闭，转移到越南等国。

据此，外界猜测称，阿迪达斯同样会将工厂迁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

东南亚国家。

阿迪达斯公开的财务报表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迪达斯全球销

售收入增长 14%，达 38.24 亿欧元，但毛利润下降了 0.7%。不过，阿迪

达斯中国区销售收入增长 26%。鉴于此，阿迪达斯曾宣布，将于 2015

年之前在中国新开设 2500 家门店，扩大对中国市场的覆盖。

那么，阿迪达斯为什么要关闭在中国的自有工厂呢？“实际上，

这家自有工厂生产产品所占份额很低，阿迪达斯将其关闭肯定有成

本的考虑。”经济学者唐萧对记者表示，此举带来的更多的是外界对

阿迪达斯未来规划方向、下一步计划的猜测。

除阿迪达斯外，耐克、Clarks、K-Swiss 等制鞋企业已纷纷增设在

越南、印尼的生产线。而且，已有涉及家电、电子、建材、玩具、食品

等行业的 10 余家跨国公司关停或转移中国工厂。香港工业总会公

布的最新调查结果也佐证了当前制造业外迁的趋势。在这项“珠三

角港资企业现况与前景”调查中，15%的受访企业表示会搬迁到外省

和中西部地区；约 10%的企业表示会迁移到东南亚或其他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国家不断加大利用外资

力度，在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利润汇出等方面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

度也并不小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得住从中国转移出

来的项目。

中国企业撑不住

外资品牌纷纷将其在华制造工厂外迁，中国制造企业在成本和

贸易环境的压力下，也开始把产能扩张到海外。

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商服装品牌，凡客诚品一直采用代工模式生

产，它的代工工厂主要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是，记者发现，凡

客诚品近期所售的一些衬衫上却印上了“孟加拉制造”的字样。

其实，早在去年冬天，凡客诚品已在孟加拉工厂下单 13 万件衬

衫。今年又“高调”追加衬衣 10 万件，以及 5 万条休闲裤。据凡客诚

品总裁助理胡海深介绍，尝试在孟加拉代工一方面是为了开发衬衣

代工供应商资源，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海外代工成本更低。如

今，孟加拉在衬衣代工资源方面优势较为突出，已形成亚洲最集中、

规模最大的衬衫代工基地。

目前，孟加拉本地也能提供部分简单辅料，如线、纽扣等，但主要

原料如面料仍基本依靠从中国进口。“孟加拉国的代工周期需要 4 个

月至 6 个月。”胡海深说，国内供应商交货周期的要求在 45 天左右，这

使孟加拉代工订单目前还只能限于一些对周期要求低的基本款式。

凡客诚品总裁陈年透露，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布局正悄然发

生 变 化，例 如，南 方 某 个 有 数 万 名 员 工 的 工 厂，2015 年 前 后 会 把

50%的产能都搬到越南去，20%左右去印度或斯里兰卡，中国剩下

不足 30%。

据了解，由于东南亚的产品更有价格优势，使得中国的纺织出

口企业受到了冲击。面对东南亚的价格冲击，有纺织企业老板提出

要在东南亚建厂，扭转价格上的劣势。今年 6 月份，包括著名的天虹

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13 个中国的纺织公司便向印尼派遣代表，

寻找合适的建厂地点。

某纺织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国内的中低端出口产品订

单今年已经缩减了 1/3，有很多订单都被东南亚的公司抢走了。

在广州做了多年玩具出口生意的侯先生对记者表示，目前，国

内加工成本越来越高，国内外的经济都不景气，未来中国加工企业

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分流产能或许是一条出路。

人工优势正消失

因为许多加工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所以低廉的人工成本尤为重

要。据记者了解，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各个省份的工人工资大都增长

了 20%以上。许多公司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开始寻找更低廉的劳动

力，而东南亚地区成为了许多企业的首选。阿迪达斯全球首席执行官

赫伯特·海纳曾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抬高，阿迪达

斯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

据记者了解，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工人的薪资基本能控制在每

月 80 美元左右，而中国工人的基本工资现在在每月 2500 元至 3000

元之间，相比之下已不具备优势。

天涯论坛一个题为《做了十八年民营企业，今年撑不下去了》

的 帖 子 描 述 道，某 家 族 经 营 着 一 间 机 械 加 工 厂，为 了 留 住 工 人，

2006 年，平均给工人增加了 10%的工资；2007 年开春，工厂直接雇

大巴到安徽和江苏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当时，厂里一线工人平

均工资为 1200 元，二线工人为 800 元，一个月做满 20 个工作日之

后，每天支付 100 元加班工资。此外提供四人间的宿舍与一天三餐

的待遇。2010 年，一线工人的工资涨到 2000 元都没人愿意留下。

而到了 2010 年年底时，核心岗位一线工人工资已经涨到 5000 元。

反观东南亚等国的人力成本，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显

示，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 15%至 30%。2011 年，越

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 136 美元，印尼约为 129 美元。

“受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成本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

等因素影响，许多国际大公司认为在中国所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

所以将生产基地转移的情况就越来越多。”深圳金源律师事务所律

师徐特立对记者表示。

中国被超越需时日

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称，“中国

制造”的成本上升迫使跨国公司在亚洲其他地区寻找新的投资地。

由于区域一体化和优惠的贸易条件，许多东南亚国家正日趋成熟，

将从最近这一趋势中受益。不过，该报告认为，虽然服装和鞋类生

产正广泛向整个亚太地区转移，但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家具等“硬”

产品仍然主要依靠“中国制造”。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11705 家，实际使用外资 591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13.1%和 3%。其中，制造业吸引外资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上半年，

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7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1%，占同期全国

总量的 45.7%。

相比之下，东南亚制造业吸引的外国投资却在迅速增加。“但这并

不能表明制造业已从中国转移到了东南亚，很难区分这些投资是否是

从中国撤出的。”渣打银行亚洲研究部主管许长泰表示，一些跨国企业

正在寻求多样性的可能，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经营成本正在上升，以及

为了规避一些国家对“中国制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风险。

唐萧还对记者表示：“对于东南亚代工企业而言，工人对工种的熟

练程度、对产业链的熟悉程度仍是其短板。由于东南亚等国的制造

业、代加工业起步不久，成熟度远不及中国，所以对产业的理解能力有

明显差距，这都是赴东南亚投资企业需要注意的事项。此外，东南亚

等国的产业链条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也增加了代工的风险。”

“中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力并不仅仅源于低成本，而更

多地植根于完整产业体系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巨大市场所带

来的规模效益、优良且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源、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

础设施、较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效率等，而

这些因素有的是其他国家永远无法具备的长期优势。”商务部研究

院研究员梅新育对记者表示。

中国订单分兵海外“下南洋”

“中国制造”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制造”创造的辉煌有目共睹，

不过，最近，曾经如日中天的“中国制造”却面临着成长的烦

恼：一方面，一些低端制造企业受制于中国人力成本上升、

土地价格上涨和转型升级需要，转战至越南、印度、斯里兰

卡、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一些高端制

造企业在美国“ 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面临回流倾向。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希望能吸引本国企业回流本土，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美国工人的生

产力是全球最高的，如果美国工人能同中国或欧洲工人公

平竞争，美国工人总能胜出。”

尽 管 外 迁、回 流 现 象 还 不 足 以 动 摇 中 国 制 造 业 在 全 球

的地位，但这些迹象也在提醒中国制造业转型迫在眉睫。

简单的加工业外流有一定好处，这种流动也是产业结构

上的调整，但高端的企业外流带走的不仅仅是税收，还带走了

技术、研发以及学习的机会。

深圳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特立告诉记者，就国内企业

而言，虽然中国面临产业转移的局面，但只要把核心技术留在

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国外，模仿许多国际大公司的经营模式

也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速度

太快，而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产业效率等又存在

严重不足，产研分离的模式顺利实施还需一段时间。”他说。

香港贸发局也认为，随着中国转向生产高增值产品，厂

家 把 部 分 低 增 值 产 品 生 产 活 动 转 移 到 其 他 亚 洲 新 兴 供 应

地，此举可视为区域生产链的延伸。其实，离开了中国加工

的企业很大程度上仍离不开围绕中国创立的制造体系，通

过将现有产业链条甚至生产网络对外扩张，提升中国制造

国际分工地位，逐步扭转国外企业牵着中国走的现状，还能

进一步限制外资企业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目前，国内的产业转移有被动因素，但受欧债危机等客观

现实影响，国外一些企业的资产变得更便宜，也给中国企业提

供了主动“走出去”的机遇。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部分企业调查后指出，54%的中国

公司认为最好的投资机会在发达国家。其中，32%的中国公

司认为最好的发展机会在西欧，22%的中国公司则看好美国

或加拿大。投资海外的中国公司认为西欧尤能成为最佳增

长机遇的所在地，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市场的环境相对更为

开放，以及鉴于欧元区目前的金融困境，许多投资者都把目

光投向该地区有可能被低估的资产。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合伙人周昭媚称：“这

与中国公司以及亚洲公司普遍具有的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的愿望相吻合。企业高管们把产品与服务质量看作

是在国际扩张中领先的整体竞争优势。”

“ 目 前 ，西 欧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两 个 投 资

行 业 都 属 于 制 造 业 。 一 个 是 汽 车 零

部 件，另 一 个 是 重 型 机 械 制 造。”

安 永 中 国 海 外 投 资 服 务 主

管 合 伙 人 吴 正 希 对 记 者

表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