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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英、

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制造

业振兴战略，先后发布了《重振制造

业战略》《工业振兴计划》《美国制造业

促进法案》和《日本制造业竞争策略》

等一系列政策法案，重新关注实体经

济的发展，将促进制造业振兴发展提

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制造业振兴战

略设计及实施的十多年来，一方面，

发达国家在大力支持本土制造企业

有序回归的同时，进一步积极吸引外

国企业的外来直接投资（FDI），加大了

产业重组的力度。以美国为例，

2000-2005年美国制造业 FDI增长较

为缓慢，平均增长率低于 5.40%。制造

业振兴战略实施后，2009年美国制造

业吸引 FDI的规模快速扩大，达到

6982.4亿美元，相较于 2008年增长

了 7.36%，随后持续扩张引资规模，于

2013年曾经达到 9427.0亿美元的高

峰。另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对外直接投资（简称 OFDI）不但没

有受到抑制，而是一度空前迅猛发

展。2008 年中国 OFDI 流量猛增至

559.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 1.1倍，

其中，中国非金融类 OFDI流量增至

418.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 68.52%。

而且，中国对美国 OFDI呈井喷式增

长，由 2009年的 9.08亿美元攀升至

2016年的 169.8亿美元；中国对欧洲

OFDI由 2009年的 33.5亿美元攀升

至 2017年的 184.6亿美元；中国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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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制造业振兴战略是 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新举措，其

实施 10多年来对中国高端制造业产生持续性影响。本文介绍了发达国家实施

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制度背景，并从“抑制论”和“机遇论”视角分析了该战略实

施背景下中国高端制造业创新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由此，本文强调，在

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延续及发酵过程中，中国高端制造企业要重视内部治

理与能力变革、东道国区位优势开发的重要性，以期不断完善中国高端制造业

创新实践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设计。

关键词院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高端制造业；创新国际化

图 1 中国对主要“制造业振兴战略”发达国家的非金融类 OFDI流量趋势

注：数据来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和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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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OFDI由 2009年的 0.84亿美元

攀升至 2018年的 4.68亿美元。图

1中展现的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非

金融类 OFDI的增长趋势，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

兴战略后，为了提升自身的研发及

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作为

“走出去”重要力量的高端制造业，

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市场导向

型 OFDI的同时，资源导向型和技术

导向型 OFDI增幅加大，其投资正由

亚洲、非洲地区逐步转向发达经济

体以获取战略性资源，力争在动荡

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积极的创新

发展动力。

一、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

略的制度背景

2008年国际社会爆发了严重

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实

体经济的发展，将重振制造业上升

至国家重要的战略使命。该战略从

本质上讲，是发达国家希望在后危

机时期，通过转移经济和产业发展

的重心，逐步把其产业结构调整为

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格局。基于该

认识的一致性响应，发达国家们纷

纷提出制造业振兴战略，希望通过

制造业回归、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来

重新获得经济繁荣和就业增长的持

续动力。例如：2009年美国政府通

过了《2009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

案》，旨在降低本土制造企业的生产

成本，提升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09年，英国推出了《重振制造业

战略》，拟通过科技创新和低碳技术

实现传统工业的升级改造，并联合

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主要制

造企业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与

此同时，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促进制

造业的发展政策也纷纷出台，其主

要政策具体详见表 1。实施制造业

振兴战略的发达国家主要涉及西方

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和日本 5个国家，这是因为其中

的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制造业影响力

有限，而且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振

兴战略设计及实施并不显著。可以

预期，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不

断延续及发酵，对世界经济格局产

生重要冲击及持续影响，中国作为

一个“走出去”规模和速度不断增加

的制造业大国，该冲击及影响必将

对今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开发先进

技术的高端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带来

挑战和机遇，这也是当前研究中需

要跟踪的时代命题和探索领域。

表 1 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制造业振兴战略

国家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美国

2009 《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

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用于支持制
造业发展，其中 40%左右用于个人和企业
的税收减免，60%左右用于政府支出

2010 《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

将暂时取消或消减制造业企业在进口部

分原材料所需支付的关税，帮助制造业降

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011 《先进制造业合作伙伴计划》

强调要支持政府、企业和学校三者之间的

协同合作，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互动，产生

更大的效果

英国

2009 《重振制造业战略》

拟通过科技创新和低碳技术实现传统工

业升级改造，联合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和主要制造业企业制定详细行动计划

2009
《英国先进制造领域一揽子新

政策》

帮助英国制造业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并抓

住新的市场机遇，打造英国工业的未来，

英国工党政府还设立战略投资基金，向一

些制造行业和公司进行投资

德国

2009 《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

一是有选择性地将部分落后行业转到发

展中国家；二是从国家和企业层面加大对

新能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将这项技术

推广到国内各行各业的生产之中

2013 《工业 4.0》
具体含义包含“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

能物流”，以期实现制造业从生产到流通

等环节的智能化

法国

2008 《国家主权基金》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 2008年宣布建立了
国家主权基金“战略投资基金”，旨在向

深陷金融危机影响的制造企业注资

2010 《工业振兴计划》

提出在未来 5年使工业产值提高 25%以
上，保证长期就业和提高工业产成品附加

值，成立法国全国工业协商会议和 11大
行业战略委员会

日本

2009 《三年紧急计划》

在 3年间投资 3万亿日元，重点在医疗信
息化、新政信息化、产业环保化和信息人

才培育等四个方面

2009 《日本制造业竞争策略》

推动以制造为主的 5个战略性产业，推动
相关产业在 2020 年实现总市场规模达
到 3187亿美元，净增 257.9万个职位

2012 《制造业白皮书（2011年版）》

指出如何把握各需求市场的特征、削减生

产与开发成本，以及加快研发速度等成为

日本制造业今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决心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