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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疫情冲击有限：

电子产业链回流未成规模“东南飞” 大势已定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作为国内电子产业转移的重要聚

集地，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新兴市

场国家由于近期出现新冠疫情反弹，

导致部分地区工厂暂停运营， 由此传

出相关行业订单回流国内的消息。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发现，当前回

流国内的电子订单体量有限， 受产

能、分工等因素制约，国内相应企业

承接能力也有限；另一方面，在疫情、

全球缺芯等因素作用下，保障供应链

安全已经逐步趋向共识，进一步催化

国际电子产业链分流、迁移、波动与

调整。

疫情未阻产业迁移

“据我们从产业链了解，当前回流

的电子订单主要还是小家电、 手持类

产品比较多，对于苹果、三星这类客户

订单影响并不大。”远川研究所所长董

世敏向记者表示。

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大

陆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等背景下， 近年

来电子上市公司赴越南、 印度等地设

厂持续不断， 即便在疫情期间也并未

中止。 这其中，越南热度最高。

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统计外资

对越南投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越南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仍然相对乐

观，注册、新增资金和出资购买股份额

达

122.5

亿美元，其中，新注册资金同比

增长

24.7%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对越南

投资金额已经位居第四位，仅次于新加

坡、日本、韩国。 另据越南统计，

2020

年， 中国是越南第三大投资来源国，注

册投资总额达

24.6

亿美元，约占越南全

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

8.6%

。

越南也出台了多项吸引外资政

策，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 越南成为

“中国

+1

” 的投资目的地。 据了解，

越南通过了《投资法》（修正案）、《企业

法》（修正案）、《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

PPP

）投资法》等关于投资、经营的法

律，简化投资手续，透明化和多样化投

资形式，甚至优化补充投资优惠机制。

另外，越南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RCE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

面及进步协定》（

CPTPP

）、《越南

-

欧盟

自由贸易协定》（

EVFTA

） 等成员，为

外资投资带来便利条件。

同时越南在税收方面也给予优

惠。据蓝思科技披露，越南子公司的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0%

，自盈利之年开

始，前

2

年免缴，其后

4

年减半计缴。

针对近期疫情反弹， 越南政府要

求把疫苗接种优先放在北江、 北宁等

北部地区工业生产重点省份。 越南政

府已经指导各部门机构优先向上述两

省提供新冠疫苗用于为工业园区的工

人接种，确保生产经营不中断。 另外，

政府还推出了为遭受疫情影响的客户

免贷款利率等金融措施。

从数据来看，

A

股上市公司赴越

南投资热情高涨， 特别电子行业超过

其他东南亚国家。

2020

年新冠疫情

全球肆虐， 但上市公司募投涉越南项

目却明显增多。

Wind

统计显示，

2020

年以来，裕同科技、智动力、环旭电子

等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可转债、 增发投

资越南包装扩产、 精密技术以及可穿

戴设备等项目，另外共创草坪、华利集

团、爱慕股份等上市公司

IPO

首发募

资也有募投涉及越南当地项目， 相关

募投金额合计超过

34

亿元。

投资者对产业转移动向的关注度

也不断提升。天眼查统计显示，包含关

键词“越南”的调研纪要，在

2018

年开

始增多， 披露数量达到

58

封， 随后

2019

、

2020

年基本保持翻倍增长，到

2020

年达到

204

封，今年以来已经接

近

100

封。

“产业转移东南亚历史背景来看，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左右，日本已经开

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董世敏向记者

表示，从时间点来看，中国加入

WTO

后，东南亚也试图吸引产业迁入本地，

但是当时人力成本替换优势并不明

显，企业管理经验并不充足，最终并未

取得明显成果。

董世敏介绍，待到

2012

年左右，

三星开始将一些技术要求相对低的

国内产业先行试水迁移， 歌尔股份、

立讯精密等苹果供应商也在做转移，

并且随着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过

培训当地员工，增加产业转移落地的

成功率。

蓝思科技高管向记者介绍， 近年

来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发展， 已经在

国内和越南等地设立了

9

个研发生产

基地，能够较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配合客户多样化需求， 优化产品交付

地点和供应能力，分散供应链风险。目

前公司的各个生产园区均为公司自

建、自有，权属完整，自动化智能化生

产制造水平稳居行业领先地位。

苹果供应商密集赴越

追溯产业变迁的背后推手， 跟随

客户与市场成为电子产业迁移的最关

键的因素， 甚至会根据不同的客户需

求在不同国家设厂。 舜宇光学高管此

前也介绍， 公司的全球化布局是以客

户为中心，跟随客户进行本土化生产。

比如， 在印度设厂是为了便于配合

OPPO

、

vivo

等客户， 在越南生产是为

了配合三星。

苹果公司作为消费电子行业的风

向标， 打造多元化制造体系是公司长

期实施的战略。 在其最新发布的

2020

财年供应商名单中也可看到产业迁移

迹象：一方面，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供

应商达到

51

家，首次超过了中国台湾

供应商数量；另一方面，苹果供应商在

越南设厂数量从

2018

财年的

14

家增

加至

21

家，甚至是同期印度厂商数量

两倍。

进一步对比

2018

与

2020

财年名

单厂商数量变动明细， 可以发现中国

大陆苹果供应商成为赴越南设厂的主

要增量。 继歌尔股份、裕同科技之后，

立讯精密、蓝思科技、领益智造、美盈

森等

A

股上市公司纷纷在越南设厂，替

代了此前部分在当地设厂的日本、 韩国

供应商。

美盈森董秘刘会丰向记者表示，前

往越南设厂主要是为了跟随客户， 去做

配套包装。“如果从国内把包装运过去成

本就太高了， 而且我们不去就把客户丢

了。 ” 至于未来是否会继续扩大海外产

能，美盈森方面表示可能性很大。

美盈森同行、 同为苹果公司供应商

的裕同科技，早在

2011

年就在越南建立

了首个生产基地， 目前已经从越南扩展

到印度、印尼和泰国，成立了

6

个生产基

地。

2019

年

4

月以自有（自筹）资金购买

原租赁使用的厂房以及土地使用权，斥

资约

6034

万元；去年

4

月公司还进行可

转债发行募资

14

亿元，其中就包括募投

越南、 印尼扩建电子产品包装盒生产线

项目。

相比国内苹果产业链， 东南亚产能

占比较小，承担相对外围、中低端产业转

移，但已处于逐步增长的轨道中。歌尔股

份高管向投资者介绍， 公司的制造以潍

坊为中心、越南作为补充；公司从

2013

年开始布局越南，现在已有相当规模。从

营收占比来看， 去年歌尔股份来自境外

的营收贡献达到

507

亿元。

据业内推测，立讯精密在越南从事的

苹果耳机生产， 产能占比已经超过

10%

，

并且将逐步提高。 另外，鉴于手机产业链

的复杂性，通常中国大陆厂商会负责精密

的零部件生产，然后运往越南等地完成最

后相对容易的组装环节，再出口海外。

相比越南， 印度作为另一个电子产

业承接地， 苹果供应商数量虽然并不及

越南，但主要台系组装厂居多。

在印度设厂的

ODM

厂商代表向记

者表示，人力成本而言，越南比印度贵一

倍， 越南当地人力工资折合人民币将近

4000

元

/

月， 印度工人大约

2000

元

/

月；

但是公司并未选择越南，而是印度，主要

原因在于除了满足客户全球交付的需

求，印度本地也是重要的手机消费市场，

而且享受关税优惠。

从关税角度来看， 印度本地生产组

装也具备优势。前述厂商向记者介绍，根

据过往数据，同样出口欧美，在印度本地

生产的关税成本就比从中国生产少大概

18%

，“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 比越南劳

动力成本更加低， 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

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

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

根据

IDC

报告， 因新冠疫情影响，

印度

2020

年智能手机市场萎缩了

2%

，

总销量约

1.5

亿部， 前五名中就有四家

中国品牌， 分别是小米、

vivo

、

realme

和

OPPO

，韩国品牌三星电子排名第二。

疫情预计也会影响今年印度本地手

机产量。

TrendForce

集邦咨询进一步指

出， 目前全球前五大手机品牌三星、苹

果、小米、

OPPO

、

vivo

，皆有在印度设有

产线或透过

OEM

厂生产， 且比重逐年

扩大，目前的产出以供应当地需求为主。

依现阶段当地生产情形来看， 初估今年

第二季至第三季共有

1200

万部手机的

生产量会受影响，而受疫情影响，印度全

年生产总量将可能下滑

7.5%

。

产业迁移新考量

除了吸引外资， 印度在积极推动本

国的产业替代，以手机行业为试点，目前

已经开始显现成效。

保银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强调，

印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虽然印度当

前的产业链体系并不完善， 但现任的莫迪

政府雄心壮志，执行力比往届更强，

PLI

（生

产挂钩激励）项目会做得更好。 ”

据介绍，

2020

年

4

月份，印度政府推

出了生产挂钩激励战略，推动手机产业进

口替代。 该战略鼓励手机厂商本地化生

产，将公司营收

4%~6%

进行五年期补贴。

目前已经有大约

16

家厂商加入资助计

划，包括鸿海富士康、三星。 据统计，该战

略推出后，参与的厂商已经投资了

130

亿

卢比资金，提供了超过

2

万个工作岗位。

印度政府也在向汽车部件、家电、医

药、太阳能、通信行业等更多领域推进进

口替代项目。 印度官方预计，该计划将在

未来五年增加

5200

亿美元的产出。

张智威表示，“印度不需要成为中

国”，宏观来看，印度人口基数足够大，未

来

20

多年印度会是少有的能保持

8%

的

经济增速的国家。

除了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在缺芯、疫

情等扰动下， 保障供应链安全也逐步成

为推动电子产业转移的新推手。

日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美国创

新与竞争法》， 授权约

1900

亿美元用于

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 并将单独批准支

出

540

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对半导体、

微芯片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 美国

商务部长

Gina Raimondo

曾表示， 这笔

资金可能用于在美国新建

7

至

10

家半

导体工厂。

除了美国，欧盟、韩国等也纷纷采取

措施，加强供应链安全保障，东南亚等地

则在做相应产业承接准备。 但这并不是

一个符合成本的规划。

据

BCG

和

SIA

联合研究统计，如果各

地都建立完全 “自给自足” 的本地化供应

链， 至少需要高达

1

万亿美元的研发及资

本支持， 半导体价格总体将上涨

35%~

65%

，最终提高消费者的电子设备成本。

董世敏表示，疫情、缺芯等问题已经

让各国意识到供应链安全问题， 未来自

建供应链虽然会增加成本， 但仍可能会

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另一方面，供应链从

中国完全转移到东南亚等地， 可能也因

为疫情以及中国大陆供应链稳健表现而

有一些波动调整， 比如此前计划全部转

出，本轮疫情后可能会减少转移。

另外， 碳中和目标可能也将进一步

引发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张

智威指出，美国、中国肯定会推进碳中和

目标， 但越南这些国家客观上并不太会

有意愿设立太高的碳中和目标。 未来高

能耗、低端的产业转移将会是个大趋势。

对于产业转移东南亚等地而导致国

内产业空心化的担忧， 国际代工厂商代

表向记者表示，这个问题并不用担心，国

内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完善的供应链，公

司也在不断加强研发力量， 提升自动化

水平。 “毕竟主要是低端部分迁移至东南

亚甚至巴西等地。 ”

新能源造车之火燃向新兴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东南亚等地新兴市场国家

，

已经不

满足于做外资产业承接目的地的角色

，

纷纷打起了扶持本地产业

，

自主创新的

旗帜

；

而新能源汽车几乎成为不约而同

的选择

。

仰赖外资投资的经济结构存在天然

弊端

，

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便

宜

，

而且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产

业转移节奏

，

推进国内产业升级已经成

为新兴市场国家考虑的重要议题

。

新能源汽车则是少有能广泛聚集上

下游产业的创新载体

，

被选中作为发展

重要选项也不难理解

。

从路径来看

，

新兴

市场国家会利用本国制造优势

，

从引进

外资品牌入手

，

落地本地化生产

，

也会联

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

，

孵化本

国造车势力

。

消息显示

，

特斯拉已经开始在印度

招聘销售和营销主管以及人力资源主管

等职位

；

而这将是特斯拉对印度生产挂

钩激励计划

（

PLI

）

的最新响应

。

在

PLI

计

划下

，

印度莫迪政府鼓励国际制造业巨

头在印度本地进行生产

，

并出口到世界

各地

。

另外

，

作为东南亚主要的汽车生产

国

，

泰国一直在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

，

旨

在成为东南亚地区电动汽车制造出口中

心

，

并制订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规划

，

目标

2036

年以后电动汽车基本替代燃

油车

。

今年

5

月份

，

鸿海精密与泰国国家

石油签署合作备忘录

，

为泰国电动车产

业建立以生产电动车和提供关键零部件

为主的开放平台

，

帮助泰国汽车制造商

在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下

，

快速地推出新

车型

。

印度尼西亚则在利用资源矿场优势

，

发力新能源汽车

。

据了解

，

印度尼西亚掌

握着镍矿

、

钴

、

铜等新能源汽车电池必备

的矿物

，

计划成为全球电动车动力电池的

生产中心

。

印尼政府目标到

2025

年出口

20

万辆电动汽车

，

或者让本土品牌电动车

出口量占到机动车出口总量的

20%

。

2020

年

12

月

，

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

巨头宁德时代已经与印尼政府签约

，

投资

50

亿美元建设一座锂电池厂

，

项目计划于

2024

年投产

，

这将是宁德时代继德国图林

根州工厂之后的第二个海外工厂

。

越南也开始发力新能源汽车

，

并且

步伐更快

。

近两年

，

随着政府推出电动汽

车发展扶持政策

，

电动车以

50

万

~60

万

的年增长销售量速度在增加

，

并且积极

培育本土企业

。

Vingroup

是越南最大的综合企业集

团

，

旗下汽车子公司

VinFast

系越南首家

汽车制造商

，

在去年已经成为越南第五

大汽车品牌

。

今年

3

月

，

中国台湾固态电

池制造商辉能科技就与

VinFast

宣布已

签署合作备忘录

，

将在越南成立合资公

司

，

加码当地的固态电池商业化

。

另外

，

鸿海也传出拟收购

VinFast

电动车生产

线消息

，

而

VinFast

希望保留电动车板块

业务

。

A

股上市公司也开始分羹越南电动

汽车项目

。

据飞龙股份方面向媒体介绍

，

公司已经得到

VinFast

的

3

款纯电动车

的电子水泵和电子三通阀项目定点

，

预计

2021

年

10

月份将实现首款车的量产

；

预

计

VinFast

纯电车项目以及越野车项目

将会为公司带来超过

1

亿元销售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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