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www.xinminweekly.com.cn

被中间商赚走，但中国企业凭借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

迅速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座座

工厂拔地而起，流水线日夜运转，将衬衫、玩具、小家

电等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输送到全球各地。这是中国制

造业的“黄金年代”，也是代工模式的巅峰时刻。

2001 年 中 国 加 入 WTO 时，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额 为

5096.5 亿美元，到 2013 年突破 4 万亿美元大关。这一成

绩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是中国对外

贸易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3 年，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为外贸注入新活力，跨

境电商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外贸进入新阶段。吴晓波特

别提到安克（Anker）创新的案例：这家曾经的代工厂，

通过亚马逊平台，将自有品牌的充电器、耳机等产品推

向全球。“独立站的建立，让中国企业第一次直接面对

海外消费者，品牌意识开始觉醒。”在深圳，一大批类

似安克的企业崛起——大疆创新的无人机、Shein 的快时

尚服装，不仅在产品质量上比肩国际品牌，更在设计、

营销上展现出中国智慧。这一时期，出口产品的结构悄

然变化：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的比重持续上升，2018 年，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外贸出口总额的 58.6%，传统轻工

产品的占比则逐渐下降。吴晓波感慨：“中国不再只是

世界的加工厂，开始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如同一场暴风雨，打

破了中国外贸的平静。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进

行溯源式清查。在吴晓波看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当低成本优势不再，企业必须思考如何提升附加值，

这是倒逼产业升级的绝佳契机。”

吴晓波用“一甲子理论”将中国产业与供需发展以

60 年为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

到 1998 年，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过程。国内市场

处于商品短缺状态，主要致力于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第

二阶段为 1998 年到 2008 年，为出口驱动阶段。出口产

品的科技含量开始提升，从传统的服装、鞋革、箱包等

逐步扩展到充电器、路由器、手机等领域。第三阶段是

2018 年以后，是中国企业全要素出海阶段，预计这一阶

段将持续20年。企业不再局限于商品出口，而是将供应链、

设备、研发等全要素向海外布局。同时，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这些国

家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大，成为中国外贸企业新的增长极。”

全要素出海

 在采访中，吴晓波多次提到“全要素出海”的概念。

“这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技术、品牌、管理、

供应链的全方位输出，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全球的标志。”

在越南，中国的家电企业不再只是设立组装厂，而

是将研发中心、供应链体系一同迁移过去；在中东，中

国的光伏企业不仅提供太阳能板，还参与电站的设计、

建设与运营，输出整套新能源解决方案。上海电气在迪

拜的光伏项目，成为“全要素出海”的典范——这个能

为整个迪拜供电的大型项目，从技术标准到施工管理，

都深深打上了中国烙印。

吴晓波表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原

产地的产品进行制裁，这个局面在短期内不会减弱，甚

至已经出现了对原部件在中国生产，在海外进行装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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