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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越南出口首次超过深圳的新闻成了一个热门新闻。
当然了，其实核查数据的话，其实今年一季度并不是首次。
2018年越南的出口已经很接近深圳的出口金额了，2019年则第一次完成了对深圳的超越，2020和2021年越南的出口金额持续的超过了深圳。
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对越南的看法，它确实对我国造成了竞争威胁和压力，但是其实我国的主要挑战，是来自于向上的产业升级，也就是中高端产业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发达经济体竞争，这里才是我们的主战场，而美国是主战场的最大竞争对手；
而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其实是次要方向，而即使在这个次要方向，印度也是比越南更大的威胁。
这跟国家间的综合竞争态势是类似的，也就是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竞争压力是最主要的主战场，来自印度等方向的压力是次要方向。
我这么说是基于以下的几点理由，第一越南是一个弱化版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印度。
如果我们单独的看各种越南快速发展的消息，会觉得越南的前途不可限量，但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也是有上限的，就像我们给公司估值一样，给一个国家也可以进行估值，而估值最直观简便的就是对比。
从人均上讲，越南要想达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水平，那就必须有在世界上非常领先的行业和企业。我们先不说和日本比吧，要想人均赶上韩国台湾的水平，
越南必须出现类似韩国三星, LG，海力士，台湾的台积电，联发科，鸿海这样的世界级公司，毕竟只有高科技行业和公司才能实现极高的人均GDP，从而拉高全国的平均水平。
而且这样的世界级公司还需要不止一个，因为从人口上看，越南的人口是韩国的1.9倍，是台湾的4.2倍，可以简单的看成越南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和台湾的四倍。
我们可以查询下2021年的财富世界五百强，韩国的五百强企业有15家（包括三星，现代，SK集团，LG电子，起亚，浦项制铁，LG化学等公司），
而台湾有8家（包括鸿海，和硕，台积电等公司），
以越南的体量，要想人均达到韩国和台湾的水平，那就需要30家以上的世界五百强。

可以看出2021年美国进口来源国前三名是中国（5063.669亿美元），墨西哥（3847.055亿美元），加拿大（3571.598亿美元）。
而2021年美国货物出口前三大目的国家是加拿大3076.108亿美元，墨西哥2764.589亿美元，中国1510.652亿美元。
换言之是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购买了最多的美国制造的产品，合计超过5800亿美元。
而中国，2021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谁？
是我们旁边的东盟也即是东南亚十国，超过了美国和欧盟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日本和韩国也是我国的前五大贸易伙伴。
相对于欧盟和美国的发达国家式的经济低速增长，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更快更具有增长动力，2021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4836.9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自东盟进口3945.1亿美元，同比增长30.8%。
其中越南在东盟中从中国买东西金额是最多的，2021年我国对其出口金额达到1379.3亿美元，同比增长21.2%，从越南进口922.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我国获得贸易顺差超过450亿美元，是我国在东南亚的最大的顺差来源国。
实际上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越南仅次于印度是我国的第二大顺差来源。
相关数据在以下网站可以看到。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4127455/index.html
市场是商业公司资金的最终来源，美国制裁中国公司，其第一步就是阻断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这样可以遏制中国公司做大。
中国+东南亚能够形成2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东南亚国家在国力上没有威胁和挑战中国的能力，越南的面积才33万平方公里，而地理距离上的优势，大大的增加中国制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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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由是，利用东南亚的低端劳动力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不可能保留所有的低端产业，中国也不会失去所有的低端产业，这两点是和谐统一的，人力成本只是工业品成本的一部分，我们必然可以凭借着品牌化，制造智能化，产业链聚集和庞大本土市场保留相当大一部分的低端产业。
但是必然也有一部分低端产业我们是无法保留的。
例如对美国，印度这样对我国不太友好国家的出口，
假设我国100种产品中，90%的出口竞争力都很强，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贸易关税也没用，但或许有5%，10%的出口产品竞争力我国和其他国家只在伯仲之间，25%的关税会让我国出口有所损失，那么转移到越南继续出口也比完全损失要好。
再比如美系，韩系，日系品牌的主动作为，他们因为感受到中美关系的变化，处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主动的把一部分产业链往东南亚和印度转移，这个也是我们避免不了的，三星已经把自己在中国的手机组装厂都关闭了，而苹果也在加大旗下的各种电子产品在越南和印度生产的比例，这种情况下我国供应链企业前往越南设厂，其实也是给中国保留了中高端的就业岗位。
再比如一些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都不太高的就业岗位，如果本来就不怎么赚钱，国内劳动力成本太高，那么转移出去也是必然的，其实很多工作岗位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本来就会逐渐被淘汰的，一些存在着高度的危险性的岗位，一些工作强度很高的岗位，一些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的岗位，在中国正常的发展之下，愿意去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是本来就会逐渐消失的。
我们没有必要说，富裕起来之后还想着去大街上捡塑料瓶卖钱，还为失去了捡塑料瓶这个岗位而感到惋惜。
而越南的低端劳动力+中国中高管理层和工程师的模式，是可以帮助保持甚至扩大我国的中高端岗位就业的。
我们都知道资本家+打工人的模式吧？人富裕起来之后，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必然会雇佣他人，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除了利用他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也要利用他国的劳动力资源，利用全世界的劳动力为我们服务和创造价值是发展的必然，也是能力增强的体现，同时还能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真正的大蛋糕在发达国家的产业里面，分清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分清主要竞争对手和次要竞争对手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价值分配的事情，全球价值分配是倒三角的形式，位于顶端的发达国家尽管人口少，但是却占据了全球GDP总量的大头，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集中在欧美加澳日韩新等发达国家手中，越南一年的经济总量才4000亿美元，这些发达国家每年创造的经济总量是越南的100倍以上，这才是真正的大蛋糕，也说也说明了中高端产业利润和增加值的丰厚。
我国搞产业升级，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去争抢蛋糕才是主要方向，如果发达国家的财富是个大西瓜，那越南充其量就是个枣，越南的财富也绝不可能比欧美日这些地方还高。
所以不需要去放大越南的威胁，而是要了解真正的财富集中在哪里，在欧美日韩的高科技制造业之中，把这些产业拿下来，才足以让我们的14亿人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我们以前都说“风靡欧美”，换言之欧美在全世界眼中是最大片的富裕地区，但如果单独看欧盟或者单独看北美，人口一个四亿多，一个三亿多。
我觉得东亚+东南亚地区潜力是远远更大的，一个富裕的以中国这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加上一个次级富裕的东南亚地区，超过20亿的人口，
如果在区域内形成超大的市场和良好的制造业分工，高中低端各司其职，大市场+完整大产业链，将会是全球其他地区难以撼动的存在。
越南毫无疑问是我国的竞争对手，国家之间怎么可能不存在竞争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清楚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在每个战场要能分清主要竞争对手和次要竞争对手。
在冲击中高端产业的发达国家主要战场，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美国，其他是次要的竞争对手；
在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次要战场，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是印度，而越南之类的国家是次要竞争对手。
实际上我们在主战场面临的压力要比在次要战场面临的压力要大的多，美国对华为，中兴，大疆，海康，中芯国际，中国电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公司一系列制裁都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而在次要战场，印度这几年在经济和边境上对我国的各种挑衅和发难也是造成了各种损失的。由于体量方面的巨大差距，来自越南的竞争压力绝不会比主战场更强，因此要以平常心看待来自越南的竞争。
更要清楚，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据的中高端产业，才是我们最大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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