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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Innovation 大部份人天天在工厂上班，大
家可曾想过，工厂在 18 世纪之前，在世界上是
并不存在的吗？

产业转移
Industrial Transfer

历史上第一次产业转移

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厂的规模和数量的快速扩张。工
厂利用蒸汽机提供的动力，大规模生产商品，从而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增加利润。这些工厂的出现也促进了
机器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工业革命的进程。

工厂的出现还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在传统的手工生
产方式下，每个家庭都是ᇿ立的，人们之间交流的机会
较少，而工厂则将工人集中在同一场所，使得他们可以
密切地交流和合作，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

 产业 1.0 英国

近代工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期的英国。在这
个时期，英国的纺织业开始出现机械化生产的趋势，通
过使用纺织机等机械化设备，大幅提高纺织品的生产效
率和质量，从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传统的手工纺织业分散在家庭中进行，这种分散的生产
方式难以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要。因此，英国的一些企
业家开始将纺织机器集中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形成了
现代意义上的工厂。这些工厂使得生产环节得以标准
化、集中化，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生产，推动了英国工业
革命的发展。

工厂的出现标志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手工生
产方式是分散的，每个家庭都在生产自己的产品，生产
效率低下，质量不稳定，而且无法应对大批量和高质量
的需求。而工厂则将生产过程集中在同一建筑物内，形
成了集中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从而大幅提高了生产
效率和质量，降低了成本，使得商品价格更具竞争力，
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蒸汽机的发明是大量工厂出现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 18
世纪末期，英国的纺织业开始采用机械化生产的方式，
但机器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人力和水力，这限制了机器的
规模和数量。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机器
可以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

蒸汽机是由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在 1765 年发明的，
它可以将蒸汽的压力转换成机械能，从而驱动机器运
转。它的出现使机器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不再受限
于水力资源的分布，也不再需要依赖人力 , 使机器可以
更加集中地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形成了现代工厂的雏
形。

 产业 2.0 美国

产业转移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如成本、市场、政策等因
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将生产业务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
个地区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工业革
命时期。当时英国成为了工业化的先锋，而其他国家则
开始效仿，导致了一些产业的转移。

美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主要是在 19 世纪中才开始。
在此之前，美国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规模较小，
工厂数量也较少。

然而，随着 19 世纪中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
程逐渐加速 , 开始采用英国的工业模式，引进机器和技
术，推动了机械化生产的发展。此外，铁路的发展也为
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使得商品可以方便
地运输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工业化的扩张。

在 19 世纪中后期，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大量工厂
的出现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个时期，美
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特别是在纽约、波士
顿、费城等城市的周边地区。这些城市成为了美国工业
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移民，推动了美国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进程。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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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 3.0 日本，德国

20 世纪中期，美国工业逐渐面临着来自日本和德国的
竞争压力。他们的工业化进程较晚，但在二战后迅速追
赶和超越了美国的工业实力，成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其中，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尤为迅速。它在 1950 年代末
期和 1960 年代初期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了世
界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日本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高度
自动化和精益制造等先进生产技术，使得工业品质和效
率得到了极大提升 , 在汽车、电子、钢铁等领域，在国
际市场上与美国的产品进行激烈竞争，逐渐占据了市场
份额。

同样，德国在 20 世纪后期也展现出强大的工业实力。
德国的制造业主要以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等高附加值
产业为主，其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备受认
可 , 同时压了美国的市场份额。

因此，美国的工业逐渐面临着来自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压
力，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领域。为了追求更低的
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利润率，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将工厂设
立在日本和德国，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优秀的技术
水平，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也开拓
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些行动使得美国的工厂逐渐向海外
转移，成为了国际化生产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产业转移。

 产业 4.0 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这四个亚
洲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 1970 - 1990 年代期
间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成为了亚洲地区的
经济强国。
亚洲四小龙政府于 1960 年代均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
策，鼓励企业进入制造业领域 , 並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
投资 , 加快工业化进程。

工业发展
韩国 : 依靠出口导向的制造业 , 政府提供财政和税收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
台湾 : 依靠制造业 , 政府开始实施“经济奇迹”计划。
新加坡 : 依靠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相结合。
香港 : 依靠轻工业和贸易业。
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期, 制造业开始迅速发展。

韩国 : 涉及汽车、电子、钢铁等多个领域，成为
全球制造业的主要竞争者之一。

台湾 : 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等领域，成为亚洲
地区最大的 IT 生产基地之一。

新加坡 : 涉及电子、化工、船舶等领域 , 大力推
进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亚洲地区的金融和商业中
心之一。

香港 : 涉及轻工业和贸易业，成为亚洲地区的贸
易中心和轻工业生产基地。

在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多个国家的投资和技
术都对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 以下是主要的投资和技
术来源：

美国 : 在冷战时期，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
术支持。同时，其跨国公司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投资建厂和把原来在美国 , 日本，德国的工厂搬
到亚洲四小龙，引入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日本 : 作为亚洲区的经济强国，在 20 世纪后期成
为了亚洲四小龙的主要投资者和技术提供者。其
跨国公司在亚洲四小龙投资建厂，提供高质量的
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了他们的工业发展。

德国 : 在 20 世纪后期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其
跨国公司在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中也发ഀ了
重要作用。德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他们的工业
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是历史上的第三次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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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规模逐渐
缩小，原因是 :

成本上升 : 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和人口基数不
多，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快速的上升，使他们
的制造业成本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

技术升级 : 随着全球技术的迅速发展，亚洲四小
龙的制造业也面临着技术落后的问题。他们需
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来升级和改进其制造
业。然而，这需要巨大的投资和时间，一些公
司可能无法承担这样的成本和风险。

国际竞争加剧 : 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
起，亚洲四小龙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这些新兴经济体能够提供更低廉的生产成本和
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这使得亚洲四小龙的制造
业逐渐失去市场份额。

产业结构调整 : 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已经从制造业
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转型。这种产业结构的
转变也意味着制造业在其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
降，进一步导致制造业规模缩小。

 产业 5.0 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工业制造业从
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这些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工厂，以利用中
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资源。

日日本 : 在 1980 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子制造业
是最早向中国转移的。

德国 : 一些制造业企业，如汽车、机械和化工等，
在 21 世纪初开始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 , 并设立了
技术中心，以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亚洲四小龙 : 1990 年代，由于成本增加，开始将
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投资建厂，以提高中国的制造
业水平。

美国 : 把已经转移到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
的制造业生产线转移到中国。

这是历史上的第四次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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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的后半段，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产业转移变得
更加普遍。许多制造企业将业务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以降低成本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在此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其庞大的人口和低廉的劳
动力成本，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 但是在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出现了成本大幅上涨的困
难。

现在中国经营工厂的成本比 30 年前高了很多，主要原
因 :

劳动力成本上升 : 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
劳动力成本已经接近或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
平 , 导致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土地和房租成本上升 : 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土
地和房租成本不断攀升 , 使建厂成本大幅上升。

环保和安全要求提高 : 政府加大对环保和安全的
监管力度，对企业的环保和安全要求也不断提高 , 
导致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法律法规变化 : 法律法规不断变化和完善，企业
需要不断跟进和遵守，增加企业成本。

美国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更加速了中国制造业的外
迁。特朗普对中国关税政策始于 2018 年 7 月，对价值
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随后不
断扩大关税范围，对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最
终覆盖了约 3,000 亿美元的商品。這对中美贸易关系和
全球贸易体系带来重大影响。

中美贸易紧张 : 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 对中美两国
企业和消费者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主要美国
企业更想尽办法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使
一旦贸易摩擦升级，损失也会减少。

全球价值链重构 : 一些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
家，以规避关税。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构，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得到了推动，如越南、印度等。

价格上涨 : 令美国消费者带来了负担 , 一些美国
企业也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关税。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 为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

撰文： KS（运营副总） 

 产业 6.0 越南

越南的制造业包括电子、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木材
加工、钢铁等行业 , 电子业和纺织服装业为主要出口产
业。近年越南的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
下因素 :

政策支持 : 鼓励外资在越南设立工厂 , 包括降低
税收、提供土地优惠、提供劳动力培训等。

地理位置优势 : 越南地处东南亚地区，与中国、
韩国、日本等经济体距离较近，有利于开展国际
贸易。

劳动力成本优势 :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越南的
工资是中国的一半 , 吸引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
越南。

技术升级 : 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进口原材料成本优势 : 从中国等周边国家进口原
材料，其成本相对较低。

来自韩国，台湾 , 日本，和中国的技术和管理人
材 : 越南人民比较友善和好客，对来自外国的人
材十分接受。良好的治安环境，使外国人材愿意
到越南工作和居住，训练本地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特别是中国人材在 2023 年开放边境口岸以后，
因距离接近和文化习俗的相似，成为了主力的外
国人材。

虽然越南的制造业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一些隐忧和挑
战，主要包括 :

依赖出口 : 尤其对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出口 , 
使越南制造业容易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和市场需求
变化的影响。

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 虽然制造业在技术升级方面
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满
足高端市场需求。

人力资源短缺 : 高素质人才的短缺。

可持续发展问题 : 越南总人口相对中国和印度来
说实在太少 , 只有中国 / 印度的 7%。很有可能与
8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一旦工业快速发展起
来后，便很快遇到劳动力大幅短缺和工资成本大
幅上涨的问题。

 INNOVATION 越南

Innovation 越南的第二期工厂在 2023 年已开始生产，
产能也陆续增加。现正建造的第三期厂房将于 2024
年 2 月使用 , 合计厂房面积 ( 包含仓库和办公室 ) 约
60,000 平方米。与许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工厂一样，
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对于个人是否跟随
工厂转移到越南工作需要根据个别情况决定。

首先，需要考虑个人情况和家庭因素，例如是否有家庭
成员需要照顾，是否有稳定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等。

其次，考虑自身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发展规划，是否愿意
接受新的工作挑战和文化环境，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和经验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最后，了解工厂的转移计划和政策，包括工资待遇、社
保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安排，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当决定到越南工作，那么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
了解他的文化和语言 : 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生
活和工作环境。

了解他的法律法规和商业环境 : 大部分都相类似
中国，但也要避免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

加强人际关系和沟通 : 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 在跨文化环境
中 , 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和变化。

世界产业不断在变化，产业 6.0 的转移还未完成，产业
7.0 已经在路上了。

 我的小故事

三十年前 , 我在一家美资在香港设立的工厂工作过，因
为香港的制造成本不断上涨，与中国设厂的竞争对手一
起报价时，因价格太高没办法拿到订单。当时香港的铣
床工工资是每小时 45 港元 ( 约 50 元人民币 1 小时 ) , 
但中国只是 4 元人民币 1 小时，差别超过 10 倍。於是
向公司建议 , 成功在中国建厂。当时的中国与今天的越
南一样，也缺乏管理和技术人材，我邀请香港同事到中
国协助管理和技术指导，但绝大部份都留恋香港的安乐
窝不愿到中国工作，只能够在香港以外招人材。若干年
后，该公司因为成本不断增加，被迫倒闭，中国工厂也
被收购，那些不愿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被
迫转业或退休。

当然现在的中国与当代的香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中国
绝不会再无工厂，但是数量减少和规模的缩小也不是不
可能的。作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要为自己的职业生
涯做好规划，时刻关注产业的改变，不断地拥抱变化 , 
也要不断地学习和进步，以使自己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适应，不能抱陈守旧，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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