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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pressure	of	upgrading	from	low-end	to	high-end.	External	geopolitics,	green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cal	restrictions	are	constantly	
reshaping	trade	rules,	forcing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export	structure,	optimize	supply	
chain	layout,	and	promote	the	vertical	extension	of	value	chains.Based	on	the	current	trend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ole	evolu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explores	
its	 transformation	space	in	 terms	of	 trade	pattern,	product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path.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brands,	and	enhancing	service	capabilities	through	digital	
means	are	key	paths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manufacturing.	Ultimately,	it	 is	necessary	to	form	a	support	system	
integrating	policy	guida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mechanism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China’s	integration	and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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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制造业贸易转型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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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由低端向高端跃升的战略转型压力。外部地缘政治、绿色标准与技术限
制不断重塑贸易规则，迫使中国制造企业加快调整出口结构、优化供应链布局、推动价值链纵向延伸。本文结合当前全球
产业链重构的趋势，深入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角色演化，挖掘其在贸易形态、产品结构、技术路径等方面
的转型空间。文章提出通过推动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能力，是实现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最终，需形成政策引导、制度创新、市场机制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全面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嵌入深度与主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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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加速重构，传统以“低成本 + 大

规模”为特征的制造竞争优势正被颠覆。国际产业布局向区

域化、绿色化、智能化趋势演进，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制造大国必须重新校准贸易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中国制

造业需克服多重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加强核心技术封锁

与产业回流；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对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快速

增长，倒逼制造企业提升出口产品层级。与此同时，碳中和

约束与数字技术扩散加快了全球分工体系的演进节奏。因

此，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贸易转型

逻辑与升级路径，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对制定宏观政策与指

导企业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2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与趋势

2.1 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的变化逻辑

全球产业链正在从单一中心向多极化演化，制造活动

加速向成本可控、风险可控、政策友好的区域分散配置。传

统“总部—外围”模式被区域中心和本地化供应体系逐步取

代，呈现出“近岸化”“友岸化”“本地化”三重趋势。企

业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与应急能力，原有依赖跨国集中制造

的路径被打破。地缘安全成为布局新逻辑的重要参考，劳动

密集型和中低端制造环节加快向东南亚、南亚、拉美等新兴

区域转移。同时，一部分高技术产业链环节向欧美本土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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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格局更加复杂多元，重构过程深刻影响着各国在价

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与贸易格局。

2.2 关键环节主导权的重塑与技术壁垒强化
新一轮价值链重构强调关键环节的主导能力与技术控

制权，围绕核心零部件、操作系统、产业标准的掌控成为主

导国之间博弈的焦点。高端制造和核心技术呈现集中趋势，

发达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联盟强化本土技术锁定与专

利壁垒。中低端环节则逐渐向全球拓展，但其市场话语权和

利润空间持续收缩。技术转移机制趋于封闭，标准制定成为

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手段。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更多的技术

认证、供应链准入与碳足迹等隐性限制。高技术依赖与标准

垄断构成了新一轮全球分工中的不对称结构，使得处于价值

链中下游的发展中国家更难实现产业升级与主导权提升。

2.3 绿色低碳与数字转型对贸易模式的倒逼作用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纷纷出

台碳关税、绿色采购、碳足迹溯源等新规，迫使制造企业重

新评估原材料选择、生产方式与出口流程。绿色标准已从内

部规范演变为影响跨境贸易的新制度壁垒。数字技术在制造

流程中的深度嵌入使得数据流成为价值创造的新动能，带动

传统产业的服务化与平台化变革。跨境数据规则和数字主权

问题逐步显现，加剧了全球数字产业链的技术鸿沟。制造企

业必须在应对绿色规制压力的同时，完成对数字化工具与网

络基础的全方位接入与整合，形成绿色制造与智慧贸易的复

合升级路径，在新型贸易规则体系中重塑竞争优势。

3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迁

3.1 低端组装向中高端制造的跃迁瓶颈
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的中低端

位置，虽然出口规模庞大，但附加值水平有限。近年来推进

的产业升级路径面临多重制约，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缺失、

原创能力不足、基础零部件依赖进口等问题未能根本性突

破。在高端制造装备、精密仪器、先进材料等领域与发达国

家存在明显差距，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研发投入占比虽

增长但成果转化周期较长。中高端市场准入壁垒高、客户认

证复杂、国际品牌主导力强，使得中国制造企业难以顺利实

现价值链向上跃迁，形成了由量向质转变过程中的发展阻滞

现象。

3.2 外资依赖与自主品牌培育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制造业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引进与资本合作高度依

赖，外资主导型出口在多个行业仍占主导地位。虽然外资推

动了技术进步与管理模式革新，但其对核心技术的封锁、对

高端市场的把控使得本土企业始终处于跟随者位置。本土品

牌在全球市场上的认知度与信任度仍较低，品牌溢价能力有

限，无法有效突破国际市场中高端产品层级。外资主导的研

发与设计环节限制了本土技术扩散能力，部分关键专利与标

准仍掌握在外方手中，削弱了国内企业的议价能力与市场拓

展空间，自主品牌建设与产业自主化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长期存在。

3.3 区域差异对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深度嵌入全球价值

链的格局，但中西部地区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关联度较

低，整体协同性不强。区域产业基础、人才密度、政策支持

力度等方面差异显著，造成高端制造能力呈现地域性集中状

态。部分地区依然依赖传统加工模式，缺乏技术集成与协同

创新能力，难以有效对接全球高端产业链环节。内陆与沿海

之间的要素流动成本高、供应链衔接能力弱，制约了整体制

造业升级效率。区域分工不均影响中国整体制造体系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协调响应能力，导致结构优化过程面临系统性

瓶颈。

4 制造业贸易转型的关键突破口

4.1 提升技术含量与附加值的产品结构优化
推动制造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必

须聚焦于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传统依赖资源与成本优势的

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日益压缩，迫切需要通过技术升级与功能

创新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高端装备、智能终端、新材料、

绿色产品成为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研发设计能力的提升直

接关系到企业参与全球高端市场的能力。通过强化标准制

定、掌握核心技术、优化工艺流程，可逐步摆脱同质化竞争

局面。加快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协作，推动工艺迭代、材料替

代与智能制造，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出口产品

体系，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外贸增长新模式。

4.2 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对供应链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

制造业亟须摆脱对单一来源与外部高依赖的脆弱结构。构建

自主可控、协同高效、响应灵活的供应链体系是提升贸易稳

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通过提升国产核心零部件、基础

材料与软件系统的替代率，加强关键环节的国产化攻关，增

强对上游资源的整合能力。推动制造企业与本土供应商建立

长期合作机制，发展多元化的采购与储备体系，建立多节点、

多路径、多区域的分布式供应链网络。同时，打造供应链透

明化与追溯机制，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应对速度与整体运行韧

性，为制造业贸易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3 拓展新兴市场与优化出口布局
应对传统市场增速放缓与保护主义抬头压力，制造业

需加快出口目的地结构的优化调整，将新兴经济体作为出口

增量的重要来源。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非洲、

拉美等区域，结合当地产业发展阶段与消费特征，布局差异

化、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完善海外营销网络、建立境外仓

储物流体系、加强本地化适配能力，有助于提升出口效率与

客户黏性。推动中国产品由“走出去”向“扎根下去”转变，

提升品牌认知与售后服务质量。通过布局海外生产基地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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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网络，形成本地制造与全球服务协同发展的新型外贸生

态，拓宽市场空间，增强外贸韧性与适应力。图 1 为 2023-

2024 年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 ODI 产值分析表。

图 12023-2024 年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 ODI 产值分析表

5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贸易形态重构

5.1 跨境电商与智能制造的融合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制造与销售环节的界限，

跨境电商成为推动贸易模式重构的重要平台。制造企业通过

搭建线上直销通道，能够绕过传统渠道限制，精准触达全球

用户，实现“制造—销售”一体化快速响应。智能制造使产

品定制化、柔性化能力显著增强，满足不同地区差异化需求。

订单驱动的反向生产与智能排产机制，实现了从前端用户需

求到后端生产制造的高效协同。数据采集与分析支持精准营

销与动态库存管理，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制造企业在跨境电

商平台中不仅输出产品，更传递品牌理念与服务体系，推动

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升级，重塑出口贸易逻辑。

5.2 区块链与数据平台在供应链中的赋能
区块链技术以其可追溯、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的特性，

为制造业供应链构建了可信数据基础。在贸易链条中实现原

材料来源、生产流程、物流环节等信息的全链条记录，有效

提高数据透明度与溯源能力，防范贸易欺诈与合规风险。通

过智能合约机制，可实现自动对账、自动支付、信用担保等

功能，减少交易成本与中介环节。数据平台支持对供应链运

行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推动动态优化与协同决策。制造

企业借助这些工具增强对供应商绩效、运输节点与客户需求

的洞察力，实现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的深度融合，为全球

化运营提供更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撑。

5.3 服务型制造与解决方案输出的新模式
制造企业正在由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向集成服务解决方

案供应商转型，通过延伸产业链条与附加功能提升整体价值

贡献。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构建服务体系，提供设备安装、

运营维护、远程监控、技术培训等增值服务，推动制造活动

向“制造+服务”融合发展。通过嵌入式服务与客户深度绑定，

提高复购率与品牌黏性。基于用户数据分析优化产品设计与

功能升级，实现定制化与迭代更新并行。制造企业不再局限

于出口实物产品，而是将解决方案、平台系统、运营模式一

并输出，提升整体价值输出能力。这种服务化转型推动了从

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范式变革，图

2 为我国服务型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变迁分析。

图 2 我国服务型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变迁分析

6 结语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制造

业贸易转型已不再是被动调整，而是关乎国家竞争力重塑的

主动作为。唯有准确识别重构趋势，深度融入价值链高端环

节，推动技术、结构、模式的协同变革，方能实现从量的扩

张迈向质的跃升。应在制度支持、要素协同与市场拓展中探

索具有战略导向的升级路径，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发展范

式。未来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将不再单靠规模驱动，而

是依托创新能力、链条整合与价值创造力在全球格局中构建

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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