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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需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从供应体系、关键技术、要素支撑、控制力等方面增强自身能

力，提高产业链发展的韧劲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曾按下过”暂停键”。通过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以武汉为主

战场的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生产生活运行秩序加快恢复。浙江发挥数字技术和政府治理的优势，通

过“一图一码一指数”构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精密智控机制，跑出了复工复产的”加速度”。而当前

国际疫情防控形势却越来越严峻（截至 4月 8日，全球确诊病例数逾 150万），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从供需

两端对浙江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大隐忧

浙江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19年全省进出口总额突破 3万亿元，有 82960家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海

关数据显示，浙江外贸产品涉及产业链的前端如研发、设计、采购，中端如加工和组装，后端如物流、销

售、品牌等服务。2019年，浙江采购出口额首次超过加工贸易额，产业链向两端延伸的态势显著。其中高

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贸易额增加显示浙江产业链正全链向上逐步移动，全球疫情蔓延对浙

江产业链产生的影响范围和冲击程度也会更大。有企业透露“由于国外订单大量取消面临复工即停工”的

困境与担忧。总得来看，浙江产业链有三大“隐忧”：

一忧产业链断裂。疫情在短期内不会结束已是定局，为控制疫情，各国相继采取多类防控措施，停产、

停运、停航对浙江产业供应链产生冲击，海外生产停滞、市场萎缩对产业链下游销售等环节产生冲击。若

关键零部件供应不稳定、断供，当储备耗尽时产业链即存在断裂的风险，如浙江汽车产业链中的发动机等

关键零部件、集成电路产业链中的晶体管等原材料对日本依赖较大，如果日本阻断了相应零部件的出口，

浙江相关企业可能被迫停产。

二忧产业链降级。浙江正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推动产业链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上移。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管制高新技术出口、回流

高端制造业、加强本国对关键产业链的掌控以及去全球化的变革等不断演进，将使浙江产业链升级面临更

大挑战。一方面，浙江亟需寻找关键材料的替代产品，但可能面临替代产品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的状

态，一旦使用低标准的产品替代，长久以往会造成整体产业链的降级；另一方面，升级的巨大压力可能造

成产业链发展的停滞，甚至是降级继续发展低附加值产业。

三忧产业链转移。近年来，面对综合成本上升、比较优势削弱，占据浙江出口较大份额的机电产品、

纺织服务等轻纺产品相关产业链被迫向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外迁，转移部分产能。省内一些企业通过

“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建设产业园等方式转移部分生产环节获取更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要素资源。疫

情可能进一步加快改变全球产业布局，寻求替代，从而加大产业链转移风险。

三大机会



疫情大幅削弱了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即期发展，但长期来看，为寻求资源最优化配置，企业并不会将产

业链的所有环节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加强全球合作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对于浙江产业链来说，危中有机，

疫情中亦有补链、强链、固链的机会。

全面复工复产带来高端产业链向浙转移的机会。挑战期也是发展窗口期，目前国外正常生产生活暂停，

浙江已全面复工复产。要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吸引包括云计算、机器人、大数据、智能制造、

新材料等高端产业来浙投资，进一步集聚世界尖端技术，提升发展质量，加快产业链升级。

社会消费全面恢复带来的市场机会。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具有较高的消费实力。疫后消费必将

迎来井喷式增长。浙江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等发展处于国内领先，高端医疗、餐饮、养老、教育、文娱等

消费获民众追捧，民众对新型消费接受度高，浙江市场有望领跑未来消费市场，进而有产业链发展的市场

机会。

环境优势吸引人才、资金等要素向浙转移的机会。精密智控、闭环管控高效推进疫情防控“，五减”

方案、稳外资 7条以及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等一系列惠企政策打造复工复产好环境“，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地”等改革不断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浙江在疫情期间的高分成绩成为吸引投资资金、吸引高端

人才到来的基础，有望为产业链发展带来大量要素资源。

掌握主动权

对于浙江来说，化危为机，需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从供应体系、关键技术、要素支撑、控制力等

方面增强自身能力，提高产业链发展的韧劲。

积极融入长三角打造区域内完整供应体系。疫情爆发以来，物流延缓、进出口贸易通道不畅，都给浙

江以启示，要构建一个稳定、快速、全面的供应链。要降低对外依存度，转移为国内替代。特别要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为契机，加速推动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转型，打造一个国际领先的区域性产业链

集群，以提升产业链抗风险的能力。

集中资源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浙江具有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要积极响应国家“新基建”发展

趋势，加快建设以 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为吸引全球产业提供一流的营商硬环境。

要集中创新资源，力争做到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能自主可控。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短板技术，加

大产业链整合升级和协同创新力度。做强以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阿里巴巴为核心“一体两核多点”的

城西科创大走廊，大力度推动平台集聚、人才集聚、政策集聚、要素集聚和体制机制创新，打造面向世界、

引领未来、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在招引人才、推动创新上出更大优惠政策吸引高端技术人才来浙，形

成与产业链相匹配的人才链。

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打造超一流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推进

投资审批最多 80天改革，以诚信高效、公平竞争、开放合作、透明安全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加入

产业链集群。进一步推广“链长制”，切实发挥好链长的关键作用，抓好“建链、补链、强链、延链”工

作。创新产业链招商引资方式，精准招商“，引资补链“”引资扩链”，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本“活水”灌

溉浙江高端产业链“良田”。

扶持浙江企业提高产业链控制力和话语权。要以前瞻性的视野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机遇，优先支

持在产业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和核心企业，鼓励其抢占经济复苏的先机，提升资源配置和垂直整



合能力，提升在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话语权和对整个产业链掌控力。

目前，摆在浙江产业链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识别排查摸清短板，对“链断裂”“链降级”“链转移”

逐一“补链”“强链”“固链”，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借他山之石”。在全国范围特别是长三角区域

范围内寻找目前布置在海外的上下游产业替代，获得更为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二是“琢己身之玉”。想

方设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展全产业链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融入建设 G60 科创走廊，建立上中下游互融

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区域一体化新模式；与之相配套，要开展政策全流程创新支撑能力建设，注

重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