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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力推“美国制造”
执政美国 !年，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公开场合提到最多的一个主题
是什么？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不是
移民改革，不是医保法案，也不是控
枪，而是“美国制造”。
美国媒体曾披露一名白宫高官

的信息说，在一次白宫会议快结束
时，奥巴马随意地拿起一名助手的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既
然这个设备是美国设计的，也应该
能在美国生产它。”之后不久，当奥
巴马在一次宴会上与苹果前 ()*

乔布斯交谈时，再度抛出这个话题，
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不会回
来了。”
不过，时过境迁。如今，乔布斯

已然去世，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
正在逐渐复苏，“美国制造”正在从
奥巴马的口号和呼吁，逐渐变成不
少美国企业的实际行动。福特汽车、
英特尔公司、星巴克、佳顿、卡特彼
勒、耳机生产商 +,''- ./0"%等都
已经把一些制造转回本土。最近的
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 123的美国
企业准备把部分工厂从中国迁回到
美国。
美国制造业回流及“本土化制

造”的背后，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
略”。4225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欲
借“再工业化”战略重夺国际制造业
竞争主导权，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
优势的意图十分强烈。
美国制造业确实正在复苏。美

国供应管理协会今年的一份报告显
示，美国 4264年反映制造业综合发
展的 7+8指数达到了 9:;6。该数值
以 92为临界点，高于 92被认为是
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低于 92则意
味着制造业的萎缩。

回流背后的利益驱使
上世纪 <2年代以来，美国高科

技公司接二连三向海外特别是向中
国转移制造部门，成为潮流。如今，
潮流开始回流。去年 :月，谷歌宣布
选择将新型无线家庭播放器 ='>/?

@放在美国生产。='>/? @在背面
镌刻了一行简洁的句子：“在美国设

计和制造”（A'?"B&'0 C&0 8C&/DCE!

F/G'0 "& F$' H+.）。谷歌公司说：
“我们在进行一场关于‘美国制造’
的试验。”

4266年，波士顿咨询集团就曾
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苗头，出炉
《美国生产复兴———为何制造业将
返回美国》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对
美国本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缩水严
重。不出 9年，连年增长的中国工
资、美国较高的生产率以及弱势美
元种种因素，将缩短在美国消费的
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成本差距。
该报告说，潮流已发生转向，金融危
机和大衰退已使美国正成为一个生
产制造的“较低成本国家”。
此外，运输成本上升，页岩气开

发后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内制造业所
需能源的价格，这些都促使美国公
司对成本控制作出新的考量。另一
方面，虽然外包公司可使商品价格
更便宜，但却不利于产品与技术的
迅速更新。因此，一些公司想更接近
客户，从而更快速地对客户需求变
化做出反应。对于一些技术复杂的
高科技产品，设计者与制造者的及

时有效沟通，也十分重要。
《洛杉矶时报》在分析“美国制

造”回流潮时说，没有一家企业会因
为美国总统的要求而放弃海外生产
而回到本国制造。“真正能打动他们
的，只有利益。”“美国制造”回流的
背后，是美国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
生产效率优势的体现。

短期或长效有待观察
“美国制造”风头正劲，不过有

专家认为，现在美国制造业“回流”
的规模，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小打小
闹，今后是否会形成大规模“回流
潮”，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的数
据，目前“回流”美国的企业，大大小
小加到一起也不到 622家，大多数只
是将以美国为销售目的地的产品线
带回来了，很多大型公司在国外的生
产规模依然比“回流”部分大得多。

硅谷是全美制造业集中的第二
大城市，将近 653的职位都与制造
业相关。近年来，电子芯片制造、医疗
器械、太阳能等方面的制造业正在湾
区各地增加。不过，硅谷的不少企业

虽然有心在美国制造，无奈缺少足够
的专业人才。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曾
指出，公司之所以将制造业务放到海
外并非完全是出于成本便宜的考虑，
而是因为美国缺乏具有现代制造技
能的足够工人，美国教育系统在这
一点上存在薄弱环节。
除此之外，美国经济界尤其是

金融投资机构对“美国制造”回流显
然存在不同声音。著名经济学家罗
伯特·I·萨缪尔森专门撰写了《后工
业化时代的美国神话》一文。文章认
为，美国人企图通过恢复美国“制造
东西”的传统，减少美国贸易赤字，
重建美国全球经济优势的想法虽然
诱人，但不切实际。萨缪尔森认为，
美化制造业，贬低服务业，将它们说
成相互之间是独立竞争的经济领域
是错误的。
“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发生

在美国”，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
个目标。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能否
实现，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在多大程
度上实现突破，以及“美国制造”真
正回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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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高科技产品制造转回本土成“排头兵”———

“美国制造”玩噱头还是动真格？

驻美记者 徐东海

“美国制造”回流的脚步声变得越
来越真切，而这一次，IT界两大巨头苹
果和谷歌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

5月21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时，宣布
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制造苹果电脑
（Mac）。此前，硅谷的另一家龙头企业、

与苹果公司总部相距不到15公里的谷
歌公司宣布将与中国台湾代工商鸿海
精密%富士康在美国的母公司&合作，在
美国本土制造“谷歌眼镜”。

对此，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分析师们
心存疑问，“美国制造”回流究竟是短期
救市，还是长期战略？

! ! ! !“美国制造”越炒
越热，作为美国头号
贸易伙伴国，中国“世
界工厂”的地位是否
将受到冲击？对此，美
国经济学界纷纷表
示，“美国制造”短时
间还无法撼动中国
“世界工厂”的地位。

据波士顿咨询集
团的估计，在交通、计
算机、合成金属和机
械等领域，到 4242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
的 623到 J23的商品
将实现本土生产，可
推动美国年度出口额
增长 422 亿美元到
992 亿美元。尽管如
此，美国制造业的“回
流”还是理性的。以全
球最大的工程机械企
业卡特彼勒为例，虽
然它宣布将在美国得
克萨斯开设新的挖掘机制造工厂，
但它同时也宣布将扩展在中国的研
发活动。
《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制造业国仍然具有独特的
优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业
组件供应链，且相对于人力成本更
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基础设
施条件无疑要优越得多。
与 62年前相比，中国劳动力成

本低廉的优势明显弱化，但在提高
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还存在很大
的进步空间。目前，中国的数字化设
备比例只占 453，日本的这一数据
则为 5J3。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
却远远超过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
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自动化革命，
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当然，中国制造面临的挑战远

大于从前，成本不断增长，美国消费
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信心不足等对
竞争力带来了负担。曾在麦肯锡咨
询公司任职超过 6K年的麦克·谢尔
曼说，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信
心不足不是因为中国品牌推广不
够，关键还是质量。《纽约时报》称，
相比美国制造，中国制造最需要提
高的，就是创新。“要想从跟随者变
成超越者，创新必不可少，当然，对
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课
题。” 驻美记者 徐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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