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創業文化盛行，終端市場龐大，而且供應鏈穩

健，成為推動當地製造業發展的獨特元素。此外，中

國政府擁有堅定決心，我們因而感到樂觀，相信不少

內地企業可望在多個領域成為未來環球翹楚。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及中美地緣政局更趨緊張的

情況下，中國在2020年10月舉行的上呼籲促進本土

製造業發展。疫情大流行初期對環球供應鏈造成重

大衝擊，令人質疑已發展和新興國家是否需要將生

產設施設遷移至較鄰近本國的地點。當時，特朗普

政府成功阻截大部份，興建5G電訊網絡所需的專用

半導體晶片和設備的渠道，打擊中國在5G方面的雄

心壯志。   

有利中國發展的環境

---------------
隨著中國致力促進當地製造業發展，許多因素使其

穩佔優勢。綜觀全球各地，只有少數國家推出新發

明。雖然日本和美國在環球專利申請的佔比依然最

大，分別為26%及19%，但中國已從2005年接近0%

升至2018年的10%，與德國看齊1。

與此同時，從看待創業風險的態度來看，中國的創業

文化十分盛行。見圖1。過去表現反映創業文化盛行

與其他國家的初創公司、獨角獸企業及科技中心成

立存在密切關係。   

  

中國擁有龐大的終端市場（有助降低單位成本），供

應鏈生態系統穩健，而且基建發展相對完善，因此亦

從中受惠。圖2顯示中國製造業的獨特之處：與低成

本的新興國家相比，中國可提供較佳技術，同時也是

相對於已發展國家的較低成本選擇。       

中國能夠在疫情期間擴大出口市場份額，反映中國

供應鏈具抗逆力。在2020年4月，中國佔環球出口的

17.2%2。據報在全球對中國醫療設備和科技產品的

需求推動下，中國截至2020年7月止七個月所佔的出

口份額已創下歷史新高3。在2020年全年，中國出口

按年增長3.6%，貿易盈餘達五年高位(5,850億美元)

。此外，市場廣泛認同中國智能手機和電訊設備業

具有競爭優勢，這或會為更多行業奠下基礎，以提

升競爭力。在工廠自動化供應鏈方面，個別工業公司

近期表示中國目前出現工廠自動化升級週期，在某

程度上源於進口替代加快及電動車平台增加4。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1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20.pdf. 2Bloomberg Economics. 3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 4大中華 — 
工廠自動化。工廠自動化行業的需求穩健，升勢可望持續至2021年下半年。美銀。202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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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個別國家創業風險態度的發展趨勢(2008年至2020年)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行政人員問卷調查 (2008年至2020年)。註：創業風險態度指標是對應受訪者就以下調查問題作出的回應：「在您身處的國家，
人們承受創業風險的程度有多大?」(1 = 完全沒有；7 = 承受巨大風險)

圖2. 環球貿易專業化系數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數據截至2017年。Wind Info、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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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4.0
---------------
目前正值第四次工業革命，因此中國當局如有意提

升當地製造業產量的價值和質素，現時或者是最適

合不過的時機。 

面對不同的工業革命，各個經濟體總有興衰榮枯的

時期。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鄉村和農業社會使用

蒸汽和水力實現機械化生產，從而轉型為工業和城

市經濟模式。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各國利用電力進

行大規模生產。在1960至1970年代，日本和德國把

輕工業、紡織業和其他需要大量勞工的加工業轉移

至亞洲四小龍（香港、南韓、新加坡和台灣）及個別

拉丁美洲國家。 及至1980年代，歐洲、美國和日本

等已發展國家，以及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包括亞

洲四小龍）把勞工密集和低技術行業遷往中國等發

展中國家。其後，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過去十年，中國人口紅利減少、工資上漲及徵收反傾

銷稅，導致紡織、電子、輪胎及其他加工貿易業轉移

至越南、印度、泰國、柬埔寨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第四次工業革命在人工智能、機械人、物聯網、3D打

印及量子運算方面帶來技術突破。我們相信中國能

夠憑藉這些創新和新興科技，提升當地製造業的質

素和競爭力。 

 

新「中國製造」

---------------
在2020年，中國政府提供補貼、稅務優惠及定向信

貸支持，以協助汽車、新能源汽車、5G、集成電路、

醫療服務／設備及潔淨能源領域。舉例說，當局向晶

片相關企業提供超過1,000億美元的補貼。中國頂尖

大學亦為其工程學系課程進行升級。 

於2020年3月，中國政府將新能源汽車（混能車和電

動車）的稅務優惠和補貼再延長兩年。此外，中國國

家能源局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國家發改

委）在2020年承諾向業界投放逾3,600億美元的資

金，用作開發可再生能源及創造1,300萬個職位。 

綜觀醫療儀器業，企業、研究組織、大學與醫療機構

之間亦不斷加強合作，從而提升創新實力，縮短研發

過程，並加快創新醫療儀器的工業化發展。方面，業

內三大本土參與者已佔中國透明質酸皮下填充物市

場的42.4%。  

預料國家、省級和地方政府將進一步擴大政策支持，

並鼓勵主要行業增加研發開支。我們繼續在新能源、

工業自動化、建造機器、醫療儀器、汽車和家電領域

物色機遇，並對不少中國企業有望成為未來環球翹

楚感到樂觀。  

這是瀚亞投資2021年亞洲專家系列六篇文章的第三

篇。在這個聚焦中國的新系列中，我們的投資團隊

探討和分析中國推行「十四五規劃」所面對的機遇

和挑戰。

請按此參閲本公司亞洲專家系列的其他文章。

https://www.eastspring.com/hk/zh-cht/insights/insights?tag=asian%20expert%20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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