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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深度冲击全球

230 万台，这将比十年前大萧条期间 8% 下降幅度还要大。

汽车行业受到的冲击，只是全球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的一

个典型。事实上，在制造业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被

疫情海啸覆盖，甚至小到一个小小的安全套。

自疫情席卷橡胶大国马来西亚后，全球安全套大本营受到

了威胁。由于疫情泛滥，全球最大的保险套制造商马来西亚康

乐公司被迫停产一周多，全球安全套供应很快进入告急状态。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共同发布的“世界综合贸易解

决方案”数据库显示，全球近 200 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

其中中间品占比平均达 21.7%。中国在疫情期间供应链的中断，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者。但是在中国

的形势得以好转后，疫情在韩国、日本及欧美的扩散，使全球

供应链面临第二轮全面冲击。

比如在半导体和电子零部件领域，中国是主要进口采购国，

日韩主导半导体原材料和设备供应，中国制造工厂向全世界供

应最终产品，世界智能手机的约 65%、个人电脑的约 45% 在中

国生产。但是疫情也打乱了这个链条。电子设备行会组织 IPC

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150 家参与调查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和供应

商中，有 65% 的商家报告因新冠疫情，供应商生产和交付都出

现了延误。如苹果 iPhone 的全球供给暂时受到制约；戴尔因其

即时生产模式所受影响严重等等。

此外，由于我国在机电、化工、光学仪器、运输设备和橡

胶塑料等方面对日、韩、美、意、德等国的依赖度较高，国外

企业停工、物流停运、出口减少，直接冲击了上游原材料和中

下游成品的供应端，部分材料可能出现涨价情况。

目前全球存在三大生产网络：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为核心的北美产业链，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为核心的欧盟

产业链，以及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产业链。每条产业链

上都有国家面临疫情挑战。国际贸易中心国别项目司司长阿

希什·沙阿前不久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此次受疫情波及最

严重的 10 个国家贸易总额约占全球总额的 60%，制造业约占

65%……美国、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产业链的三大领导者，如果

这三个国家受到严重影响，全球产业链将受到很大冲击。”他

还表示，中国 2 月份制造业受影响较大，世界其他地区也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随着疫情发展，欧洲 3 月份、4 月份制造业预

计也将呈低迷状态。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叠加 , 世界主要经

济体制造业指数普遍呈现下跌态势。摩根大通发布的 2 月份全

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下降 3.2 点至 47.2，结束了连续

三个月的扩张。其中，产出指数接近 20 年来最大降幅，新出口

订单指数也降至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20 年 2 月份，中国

PMI 为 35.7%，比上月下降 14.3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并且，

制造业进出口压力加大，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28.7% 和 31.9%，较上月下降 20.0 和 17.1 个百分点。

根据欧洲委员会的推算，中国制造业生产每减少 100 亿美

元，世界其他各国的生产及销售就被拉低 67 亿美元。事实上，

美国 2 月制造业 PMI 已经出现下降并低于预期。

中国帮助全球产业链“转起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 1990 年

的 2.7% 增至 2010 年的 19.8%，此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有机构测算显示，2019 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

重已经提到 30.9%。自从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逐渐成为世

界的制造中心，中国供应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

全球 80% 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2019 年中国

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过 600 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在华子

公司对外出口占比超 40%。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超

过 100 亿美元，数额仅次于从墨西哥的进口；日本此次新冠疫

情前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年均超过 3000 亿日元，相当于“非

典”时期的 10 倍。

在其他领域，中国的供应链地位同样“举足轻重”：在电

子制造和机械制造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 23%，占全球

　　此次受疫情波及最严重的10个国家贸易总额约占全球总额的60%，制造业约占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