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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工作离岸外包引发的强烈反应？*
 

Terutomo Ozawa
**

 

与贸易理论相反，新兴市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很少能够立即

得到利用。他们通常需要在金融、营销和劳动力培训等领域得到支持。在这个全

球化时代，跨国公司（MNEs）也在为新兴市场提供支持，他们热切地利用现有

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来为其供应链寻找低成本的区位。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一站

式”地为新兴市场提供其所缺乏的要素。他们都充分地补充了比较优势，并通过

其卓越的能力来增强自身实力。这使得低工资水平的制造业更具竞争力，并加强

了出口驱动的追赶效应。 

 

然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母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必然会遭受更多的失业，

从而进一步地损害受影响的团体。替代资本相对较为自由并且可以重复跨境使用

（正如跨国公司业务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各种流动性限制，替代劳动力并

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消费者无疑会受益于廉价的进口商品，但是失业的消费者并

不会在这方面受益。新兴市场受跨国公司帮助的追赶效应发展得越快，对跨国公

司母国的工人团体而言弊端就越大。跨国公司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动机有助于最大

限度地利用利润，但会减少母国的社会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政治上的

强烈反应。 

 

由于跨国公司将工厂大量迁移至中国和墨西哥，曾经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主要

职业的蓝领工作有所减少。可以肯定的是，自动化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并且其影响会在未来日益增强。但是，美国工厂越来越多地依赖外国机器

人,
1
 从而缺乏在国内创造高技能工作岗位的机会。此外，美国面临着机器人操作

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短缺，从而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欧洲和日本也在为

失业问题而烦恼。然而，工作离岸外包对美国的损害最大。作为世界上最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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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放的市场，美国充斥着来自新兴市场的进口商品（许多是跨国公司外包生产

的）。发达经济体希望新兴市场的追赶效应会创造新的出口市场，因而对其进行

协助并且容忍不断上涨的贸易调整成本。 

 

跨国公司的工作离岸外包和雇佣外国高技能工人是解决美国高工资和熟练

技工短缺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其他方式包括效率提升战略（例如尖端机器人和技

能再培训），但这些方法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跨国公司可能会反

驳说母国过度的监管和高额的公司税会妨碍这些以母国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资源丰富的国家从寻求市场准入机会的跨国公司中获得让步。同样，追赶经

济体（仍然半开放）对寻求市场的跨国公司施加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合资、技术

转让和地方采购）。在这方面，中国最有效地利用了其市场。类似地，发达国家

广阔的市场也应该在贸易谈判中同等地作为议价工具。 

 

欧洲和美国以往的经验表明了应如何鼓励国内就业。首先，进口关税会引发

“关税激增工厂”。例如，欧洲共同市场（有利于其成员国）——以及后来的欧盟

（进一步将非会员国置于不利的境地）——将跨国公司工厂视为这样一个广阔市

场的新内部成员。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以相似的方式来吸引投资。其次，“自愿出

口限制”或称“有序营销协议”（以“自愿”为特征，没有遭受报复的风险）的外交

智慧将工厂吸引到了欧美。关税、有吸引力的市场和自愿主义是吸引国内就业的

三大关键。 

 

特朗普总统基于这些诱因而提出的强烈呼吁（“如果你想在这里销售商品，

那么就要在这里进行生产；否则就要交关税”）可以视为短期的权宜之计。他的

长期增长战略（减税、放松管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成功，将使美国经济变得

更为强大，鼓励更多国内生产。事实上，他的做法已经使多个跨国公司“自愿”

承诺更多“新的”工作，尽管马丁·沃尔夫认为“这不会将‘原有的’工作回迁至美国

本土”
2。然而，更好的权宜之计（没有关税威胁和报复）可能是签订一些临时契

约使跨国公司在一些特殊的限制条款下“自愿”限制工作离岸外包和/或扩大国内

生产。这给了跨国公司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并且可能更符合其利益（包括那

些能够迅速占领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中国跨国公司）。此外，倡导公司的社会责任

有利于跨国公司母国的工人。例如，除非新的工作得到保证，否则让他们在被同

样的工人取代之前训练外国工人是不合情理的。鉴于美国熟练技工日益短缺的情

况，企业应该被授权参与培养一批技术熟练的本地工人。 

 

目前，贸易调整援助方案（技能再培训、团体复兴）是美国和欧洲唯一持久

的措施。不过，尽管沃尔夫认为它们是“最佳回应”且在过去五十年间曾多次进行

调整，它们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能够被免除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可能会近一步

地进行工作离岸外包 

 

由于多边主义的衰退以及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与全球化跨国公司在内的双边

契约时代的兴起，现在是时候该重新考虑如何应对工作离岸外包引发的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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