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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因受“中国+1”战略的影响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该战略旨在将制造
业从中国分散到其他地区以降低风险和提高盈利能力并增强供应链韧性。东南亚国家如越南、
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由于该战略取得重大利益。 

然而，“中国+1”战略近期遭遇了阻碍，主要源于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这
些对等关税对许多被青睐为制造业外包目的地的国家造成了重大冲击。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包括柬埔寨（49% - 对等关税，下同）、越南（46%）、斯里兰卡（44%）、孟加拉国（37%）、
泰国（36%）、印尼（32%）、巴基斯坦（29%）和马来西亚（24%）。尽管这些数据令人担忧，
但与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处境相比，仍显得相对温和。 

在 2025年 4月 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暂缓 90天执行其对等关税的政策但对部分国家（中国
除外）执行临时‘基础’关税，税率为 10%，在此暂缓期间各个国家与美国重新谈判对等关
税。至于东南亚国家，这带来不确定性，若谈判不成功，对等关税是否 90 天暂缓期结束后
恢复到此前设定的高水平。至于中国，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对等关税总计达 125%。特朗普政府
开始的以及对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加之与中国供应链联系紧密的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不确定
性，更显示了通过“中国+1”战略实现制造业地缘多元化的重要性。 

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GCC 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国家仅需缴纳 10%的基
础关税，这为它们提供了抓住这一潜在机遇的政策空间。该关税优势可能为 GCC 国家扩大非
石油制造业提供必要的发展动力。 



 

 

了解“中国+1”战略 
 
“中国+1” 战略的提出源于对中国制造业运营风险的显著攀升，包括上涨的劳动力与运营成本、与西方经济
体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的反应。最初，企业将次要或补充性生产基地迁移到邻近的东
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这些国家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物流优势以及不断
改善的监管环境，也使其成为制造业多元化战略的直接受益者。 

然而，近年的干扰因素 — 尤其是新冠疫情与其导致的供应链脆弱性 — 凸显了过度集中生产基地的局限性。
全球企业认识到迫切需要更大的地理多样性，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敏捷性，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1”战
略的发展势头。 

GCC 国家：新兴制造业明星？ 
 
GCC 地区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组成，长期以来依赖石油收
入。认识到依赖石油引发的风险（尤其是在 2050年之后）的可能性，GCC 国家各国政府已启
动雄心勃勃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将非石油制造业和物流业确定为增长和投资的战略领域。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一场格局转变 
 
2025 年 4 月 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一项全面的对等关税政策，几乎覆盖了美国的所有
贸易伙伴。虽然该关税被标榜为 “对等” ，但其核心目的在纠正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针
对那些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实施惩罚性措施。 

除中国外，最高对等关税被施加于柬埔寨（49%），许多其他制造业外包国家也受到严重影
响，包括越南（46%）、斯里兰卡（44%）、孟加拉国（37%）、泰国（36%）、印尼（32%）、
巴基斯坦（29%）和马来西亚（24%）。相比之下，GCC 国家仅被征收相当低的 10%的基础关
税。 

这些关税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制造业中心的竞争格局，削弱了以往的成本优势，并对盈利
能力及供应链可预测性带来了巨大压力。 

与面临关税攀升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东南亚国家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使 GCC 国家成为
中国企业转移产能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展望未来，在‘中国+1’战略框架下，评估制造业迁移的一个核心因素将是关税制度的长期
稳定性。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本质上与贸易平衡赤字密切相关，为那些对美贸易顺差
可能引发更高关税的国家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GCC 国家比较享有优势。尽管 GCC 国家通常对美保持较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
差主要来自能源出口，而能源出口不受关税影响。在非石油贸易方面，GCC 国家往往对美存
在贸易逆差，因其高度依赖机械、技术和消费品的进口。这种地位显著降低了因非石油领域
制造业和出口表现改善而触发关税突然上涨的风险。 

因此，相较于东南亚竞争对手，GCC 国家可能为中国制造商提供更高的长期关税可预测性和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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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美国普查局） 



 

 

制造业竞争力对比：GCC 对比东南亚 

 
像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 GCC 国家在石油相关领域有着长期的工业化历史。因此，它们在与
其他制造业外包国家的竞争中表现得非常有效。 

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以下是各国的竞争力情况： 

国家 排名 
马来西亚 20 

阿联酋 25 

泰国 31 

印尼 34 

沙特阿拉伯 36 

越南 68 

柬埔寨 106 

 
此外： 

• 阿联酋在《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4》中位列全球第 7，体现了其在经济表现的领先

地位、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商业效率和创新准备度。 

• 沙特阿拉伯在《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4》中位列全球第 16，反映了其在商业改革进

程中取得的显著突破、监管效率和经济多元化方面的显著进展。 

对于考虑将制造业外包至 GCC 国家的企业而言，GCC 国家还具备以下优势： 

• 战略地理位置 ：GCC国家地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点，为进入全球关键市场提供

了无与伦比的便利。这一优越位置显著减少了物流复杂性、运输时间和成本，助力高

效的供应链管理和吸引人的出口机遇。 

• 强大的基础设施与商业友好环境 ：多个 GCC国家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包括深水

港口、广泛的公路和铁路网以及现代化的物流园区。自由区提供简化的监管环境、税

收优惠和便捷的企业设立流程，增强了运营灵活性和成本效益。 

• 能源供应充足且成本低廉 ：丰富的能源资源是 GCC国家的固有优势，为能源密集型

产业提供了可靠且经济实惠的能源供应，这对化工、冶金、汽车制造和先进工业流程

等行业尤其具有吸引力。 

金融实力与投资激励措施 ： GCC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并愿意通过激励措施、补贴和

简化的行政程序支持外国投资。国家级投资促进机构积极协助市场准入、合资企业和工业合
作伙伴关系。 

 
 
 



 

 

结论：把握新兴机遇 
 
“中国+1”战略正在新地缘政治现实的推动下迅速演变。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扰乱了
传统的制造业外包目的地，为 GCC国家加速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努力创造了独特契机。 

对于企业高管而言， GCC 国家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稳定性和战略优势的东南亚替代方案。利
用这些优势不仅可以缓解地缘政治风险，还能提升运营韧性，并在全球市场快速变化中获得
竞争优势。 

 

（在撰写本文章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部分国家实行的 90天的关税暂缓停和对中国加征至 125%的额
外关税尚未实施。本文章已更新，加入了该进展及其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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