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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东电工（Nitto）是日本一家著名的电子制造企业，更是全

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与日本住友化学、韩国LG化学长期

占领市场前三名。这样一家高新企业，为何要收缩战线？

对于苏州日东光电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次正常的战略调

整，但此事却引发了许多人对于外资企业以及中国制造业模

式的思考。

据统计，在过去几年间，已经有 1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在苏州调整业务。日东电工是第 16 家。去年 1 月 10 日，硬

盘生产商希捷科技在苏州的工厂宣布解散，此前诺基亚苏州

工厂、苏州紫兴纸业、韩国三星电子代工厂和苹果供应商等企

业也选择了关闭苏州工厂。

部分外资“拔起营寨打马而去”，那么，中国制造业到底该

如何转型？和苏州同处长三角、同样面临产业经济转型的杭

州、浙江，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家高科技外企缘何收缩战线
日东电工回应：公司此举出于战略调整，相关业务转至中国国内其他工厂

记者调查：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也导致制造企业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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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益敏 文/摄

人力等运营成本上升
部分外资流向低成本洼地

据日东电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了产业布局调整，中国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是导致苏州工厂进行调整的原因

之一。

徐江算得上日东电工的中层技术人员，

作为一名从公司在这里办厂就一直跟随的老

员工，他对于公司的了解，不可谓不深。徐江

说，几乎每一位公司管理层心里都算过一笔

账：按照公司目前每位员工拿到的税后到手

工资，平均每人大约是 5000 多元，算上五险

一金，公司雇用一名员工，每个月大约需要

12000 元的成本。“同样规模的工厂，听说越

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导致一部

分制造企业离开。”

事实上，在外资企业感到负担越来越重

的同时，徐江自己也发现，工作10余年，日子

越来越难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对此，徐

江深有感触，“10 多年前我来这里上班的时

候，周边几乎都是荒地，而如今，高楼越来越

多，整片都成了工厂。”10年前徐江就在园区

附近买了房子，当时的房价还是每平米5000

元，如今，他买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 20000

元以上。

沿着徐江的指引，钱江晚报记者来到位

于日东电工向东约 1.5 公里的普洛斯苏虹路

厂房，这里如今已引进了不少汽车经销商。

根据徐江的说法，此前，这里也是类似的制造

企业。“但人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老牌制造

企业的撤离，靠着出让土地等方式，寻觅着毛

利率较高的新兴企业来落户。”在徐江看来，

这样的状况不仅影响着苏州工业园区，包括

在很多民营企业中也存在着。

“苏州模式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以

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等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要

特征。然而近年来随着苏州经济转型及产业

升级，人工成本、税负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升

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取消外资的超国民

待遇，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后，产业资本肯

定是流向税负及人工运营成本都较低的地

方。”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宋文阁博

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此外，部分外资撤厂除了成本因素、自身

战略转型，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也对外资企

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凭借

巨大的人口红利、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积极

配合的地方政策等吸引了大量外资。正是这

种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让中国迅速融入全

球市场，成为制造第一大国，也得到了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机会。

公司：调整是业务转移
商务部：“撤离”实则“提质升级”

钱江晚报记者了解到，日东电工在其中

文官网上回应称，“撤离苏州”一事表述不

实。回应写道：公司因事业战略，决定停止部

门之一的光学事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并将相

关的生产业务转移至中国国内的其他工厂。

除光学领域外的其他部门将继续生产。并表

示：“日东始终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业

内知情人士分析，苏州的光学事业部门或转

移至深圳。

日东电工的说法获得了国家商务部的证

实。在一周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

相关发言人表示，“日东电工由于自身经营亏

损，近期准备调整在苏州工厂的生产结构，有

一条生产线将进行搬迁”。发言人强调，“有

关工业城市‘空心化’的担心，大可不必，准确

地说应该是提质升级”。

从另一方面来看，日东电工的收缩，可以

将其解释为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从而达到

产业升级的目的。这样的转型，无疑对于长

三角、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工厂”，都是契

合的。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浙

江省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金雪军说，随着劳动

密集型企业时代渐行渐远，很多地域的企业

布局、区域雷同化。“哪怕是世界500强企业，

只有引进智能汽车、云计算、智能机器人、光

纤等新兴产业，才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区

域。”

从商务部的数据来看，近年来中国吸引

外资的金额逐年增加，仍是全球最富吸引力

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制造2025》中也提

出，中国制造要向创新、智能、绿色和高端转

型，找到自己的新优势。“目前机器人、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高端产业在中国发展迅速，这

必将吸引外资在中国市场调整布局，撤离低

端，转向高端，加快新旧动能替换。”金雪军

说，多年来，在这些方面，杭州依靠民营经济

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金雪军表示，在当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包括类似于苏州这样的新兴城市，

应该在创新格局中，尽快把模仿创新的发展

方式，转型成为具有自主特征的创新模式。

“事实上，杭州的发展和苏州有着明显的区

别。虽然都有很好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

但杭州模式一直依靠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

在新的领域承担更多新的角色，发挥自主创

新的引领性作用，率先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经

济。”金雪军说，苏州长期依靠外资发展的模

式，也需要在当下的时代中积极创新，“把自

身依赖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

变为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

主的全球价值链开放型经济新模式。”

在金雪军看来，目前中国的三大工业名

片——航天、高铁和核电，以及网络行业正是

这样的超级产业，它们对下游的高科技产业

要求极高，这为优质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巨

大动力。

“外资裁军”风波调查

在 被 解 散 的

光 学 部 门 门

口，几个留下

来 的 员 工 在

整 理 最 后 的

旧衣物。

曾经园区的明星工厂，如今显得有些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