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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山姆·沃尔顿在美国阿

肯色州创立沃尔玛时，或许未曾料

到，这个以“天天低价”征服全球的

零售帝国，会在 63 年后成为美国贸

易保护主义的“风暴眼”。

近日，沃尔玛宣布，因美国关税

政策带来成本激增问题，计划上调部

分商品在美售价，且上调幅度在 6 月

份将体现得更明显。这一决定不仅引

发了消费者担忧，更招致美国总统特

朗普公开指责，要求其“自行消化关

税成本”。

这场涨价风波，折射出美国经济

政策与市场规律的激烈冲突。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沃尔玛就

自建了国际物流网络和全球采购体

系，进入 21 世纪之后，更是将商品

价格压至同行难以企及的低点。集装

箱货轮载着中国制造的玩具、墨西哥

组装的电器、越南缝制的服装⋯⋯源

源不断注入美国市场，构筑起全球化

供应链的黄金时代。如今，这条横跨

太平洋的“成本动脉”却在关税政策

的重击下逐渐淤塞。

今 年 4 月 份 ， 美 国 政 府 对 世 界

多国商品加征关税，导致沃尔玛供

应链成本激增。尽管部分税率在中

美贸易谈判后回调，但以“微利模

式”著称的沃尔玛依旧无法消化这

巨大的压力。沃尔玛首席财务官雷

尼 5 月 15 日发出预警表示，“任何零

售商都有承受的极限”，消费者会从

5 月底左右开始“看到价格上升”，

到 6 月份物价上涨会更明显。沃尔

玛公司第一财季财报 （今年 1 月 30

日至 4 月 30 日） 显示，该季度公司

净利润为 44.9 亿美元，同比减少超

过 12%。

显然，除了涨价，沃尔玛 别 无 选

择。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道格·麦克米

利恩表示，在关税压力下，利润率狭窄

的零售行业难以独自消化全部关税成

本，只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将压力转

嫁给消费者。

作为零售业巨头和美国最大的

食品杂货商，沃尔玛被视为衡量零

售业和美国消费市场健康状况的风

向标。沃尔玛在美国拥有超过 4700

家 门 店 ， 90%的 美 国 人 居 住 在 距 离

沃尔玛门店 16 公里的范围内，他们

每周都会去沃尔玛超市购物或在该

公司网站上下单。有分析认为，关

税导致的涨价将给绝大多数普通美

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

事 实 上 ，沃 尔 玛 并 非 率 先 宣 布

涨价的公司。由美国滥施关税引发

的“ 涨 价 潮 ”，正 向 美 国 消 费 市 场 的

多 个 领 域 蔓 延 ：科 技 巨 头 微 软 宣 布

对 Xbox 主 机 、游 戏 及 配 件 实 施 调

价 ；汽 车 制 造 商 福 特 将 对 墨 西 哥 工

厂生产的 3 款车型提价，最高涨幅达

2000 美 元 ；玩 具 行 业 龙 头 美 泰 将 部

分芭比娃娃售价提升近 43%；家电企

业惠而浦的单台洗衣机价格平均上

涨约 80 美元；豪车品牌法拉利部分

车型价格涨幅达 10%；奢侈品牌爱马

仕也宣布对美国市场提价⋯⋯有关

报 告 还 提 到 ，目 前 价 格 尚 未 受 到 关

税 成 本 影 响 的 部 分 商 品 ，未 来 很 快

也会面临涨价。

美国政府将关税视为重塑贸易秩

序的“战略杠杆”，但现实数据撕裂

了这一幻象。美国税务基金会测算显

示，2025 年新增关税将使每个美国

家庭多缴税 1200 美元。密歇根大学

日前公布的美国 5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

数跌至 50.8，为连续 5 个月下降，创

下自 2022 年 6 月份以来的最低纪录，

这也是美国该指数有记录以来的倒数

第二低值。这表明，在关税冲击下，

美国家庭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

加剧。

沃尔玛涨价只是美国经济困境的

一个缩影。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民

众的消费能力不断被压缩，经济增长

预期自然也会受到冲击。4 月 30 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 比 （按 年 率 计 算） 萎 缩

0.3%，为 3 年来首次负增长。美联储

理事迈克尔·巴尔表示，美国的关税

政策可能会在今年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和通胀上升，并引发失业率上升，美

国可能会陷入困境。

更糟糕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短

期的。当消费者

缩减开支挤压企

业利润，企业保

守策略就会加剧

就业市场压力，

就业不确定性又

反过来抑制消费

意愿——这种环

环相扣的传导链

条，会将关税政

策 的 短 期 阵 痛

“锻造”成长期的

结构性创伤。

美 国 政 府

口 口 声 声 宣 称

“关税保护本国

产业”，终究还

是 本 国 民 众 承

受了一切。当更

多消费者感受到

生活成本上升，

当各项经济数据

一再下滑，这个

被 精 心 包 装 的

“政治正确”谎

言终究会被真相

击碎。

沃尔玛涨价，仅仅是个开始

□ 孙昌岳

全球供应链，究竟是链还是网？

提 出 这 个 问 题 并 不 是 在 咬 文 嚼

字。深入了解全球供应链的运行就会

发现，搞清楚“是链还是网”对于当下

跨国贸易十分重要。

在供应链管理理论中，有一个叫

作“牛鞭效应”的经典概念。它最早由

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福雷斯特教授在

1961 年提出。福雷斯特通过系统研究

发现，即使在需求小幅变化的情况下，

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波动也会逐渐被

放大，最终影响整条供应链。

那 么 当 牛 鞭 效 应 发 生 在 网 络 之

中，又会发生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

放 大 ，再 放 大 ，直 到 事 态 走 向 不 可

预知。

牛鞭效应的形成机制大体可归纳

为信息不对称、缺乏协调机制、过度反

应和过度调整等因素。在链式传递

中，4 个因素虽然交织影响，但依旧遵

循线性原理，即便波动被放大，但影响

依旧局限在某一条产业链中。但当众

多产业链集结成网，波动就会扩散开

来，并以指数级别相互作用，最终导致

整张网络的震荡。此时，受影响的就

不再是一家企业、一个产业，而是全球

经济。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

全球供应链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商学

院终身教授吴靖会在其新作《全球供

应链超级趋势》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

来 阐 述 国 家 间 供 应 链 网 络 的 形 成

过程。

在吴靖看来，当人们讨论全球供

应链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讨论企业如

何在不同环节分工合作，以便高效地

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并交付给客

户。然而，“随着全球贸易的增加、产

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经营的复杂

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供应链是否还

像以前那样简单，以及对一个行业中

的多家企业来说，是否依然存在链式

的供应结构”。

现实是，“当今世界真实的供应链

并不是‘链’，而是若干复杂的、动态变

化的‘网络’”。全球贸易的扩大与供

应链的国际化促进了国家间供应链网

络的形成。

要理解供应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区

别，重合度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在当今时代，同一个行业中的不

同企业经常共享同样的供应商和客

户。比如，在汽车行业中，丰田、福特

和本田都会从米其林购买轮胎。同

样，他们也会将车辆出售给同一组客

户 ，如 租 车 公 司 、政 府 机 构 和 经 销

商。在时尚和服装行业，多个服装品

牌可能从同一家纺织厂采购面料，并

使用同一家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和交

付。他们还可以通过相同的零售商

或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产品。在食品

和饮料行业，许多快餐连锁店，如麦

当劳、汉堡王、温迪，可能从同一家食

品加工公司采购肉类，从同一家供应

商采购饮料。他们还可以共享客户，

尤其是大型机构客户，如学校或公司

食堂。

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原

材料、零部件、成品、物流、销售的供应

链网络。这意味着，每家公司“都在一

个 大 的 供 应 链 网 络 迷 宫 中 穿 梭 运

营”。“他们可能从同一个‘水源’（供应

商）获取资源，也可能将他们的‘果实’

（产品）送到相同的‘集市’（客户）。在

这个迷宫里，每家公司都是彼此的竞

争者，同时也可能是合作伙伴。这个

迷宫中的竞争和合作就如同森林中动

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可能会

争夺有限的‘猎物’（资源或客户）；另

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会找到共同的目

标。例如，让整个供应链网络更加生

态可持续，或者联手向供应商讨价还

价，以获得更低的成本。然而，如果这

个迷宫的‘入口’（供应商）突然被封

锁，那么所有依赖这个供应商的公司

都会受到影响，供应链将面临中断的

风险。”

应该说，相较于传统供应链的链

式结构，供应链网络是一种升级版的

解决方案。因为在传统供应链中，只

要其中某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整条产

业链都会面临断裂的风险。而供应链

的网络化结构无疑能够有效降低这一

风险，可以将供应链网络想象为一个

大 型 的 路 网 ，一 个 路 口 堵 塞 了 ，换

条路。

但这一切还缺乏一个前提条件，

即“在正常情况下”。现实是，当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供应链网络正在承

受肉眼可见的系统性风险。本届美国

政府高高挥舞的关税大棒，经由牛鞭

效应放大，正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掀

起一场海啸。

于是我们看到，自 2018 年以来，全

球供应链网络被迫开启了一轮深刻的

变革。一方面，产品供应链的下游越

来越倾向区域化。制造业为了应对地

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

开始将加工厂搬到目标市场附近甚至

本土，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产品

供应链的上游，受关键原材料资源分

布以及技术限制等制约，依旧大体保

持着原先的格局。区域化和全球化

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供应链的两端，

将 传 统 的 跨 国 贸 易 撕 扯 出 巨 大 的

缺口。

于是我们也看到，那些将自身供

应链深深嵌入经济全球化网络的制造

业巨头，也陷入了迷茫中。短短几周

的时间里，波音等高端制造业企业股

价震荡，反映出市场对供应链被迫调

整的担忧。半导体产业更是一个典型

案例：虽然三星等企业已经应美国政

府要求在美国本土设厂，但由于设备、

材料等关键环节仍需依赖全球供应，

其生产成本增幅难以测算。

这就是链和网的区别。当“供应

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单链表达”，而成

为一个“从点到链、从链到网、各个环

节相互连接的大网络”，全球供应链受

损的岩浆从哪里喷涌而出，已经变得

难以预测。

链还是网？这是个重要问题

□ 肖 瀚

南非柑橘小镇的焦虑

王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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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往 年 四 五 月 一 样 ，

在南非西开普省小镇锡特

勒斯达尔，人们开始采摘

包装柑橘类水果。一箱箱

柑橘将在这里被装进开往

港口的冷藏货车，随后运

往美国，出现在各大超市

货架上。

与 往 年 不 同 的 是 ，美

国关税政策阴影下的锡特

勒斯达尔正陷入“巨大焦

虑”中。4 月初，美国政府

宣布对南非输美产品征收

高 达 30% 的 所 谓“ 对 等 关

税”，之后宣布暂缓执行关

税措施。

南非是世界柑橘重要

出口国之一。仅 2024 年，

南非就向美国出口近 10 万

吨柑橘。对美出口柑橘给

南非带来约 1 亿美元收入

和 超 过 3.5 万 个 工 作 岗

位。南部非洲柑橘种植者

协会指出，高关税下，每箱

南非柑橘出口成本将增加

4.25 美元。

美 国 关 税 政 策 的 反

复，使相关从业人员陷入

两难境地：一面焦虑地等

待靴子落地，一面在高度

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也难以

制定未来计划。在林波波

省、东开普省和西开普省

等南非柑橘主要产区，美

国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

性影响正在显现：化肥采

购被推迟，种植计划被搁置，临时工

的工作相较往年减少。

南部非洲柑橘种植者协会主席

赫里特·范德默韦不无担忧地说，在

美国关税重压下，锡特勒斯达尔这样

的城镇将面临“失业率增加，甚至经

济全面崩溃”的风险。

锡特勒斯达尔的遭遇只是一个

缩影。除柑橘、葡萄酒等农产品外，

南非另一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

业也正在遭受美国关税冲击。4 月

3 日，美国此前宣布的对进

口汽车加征 25%关税的措

施 正 式 生 效 ，令 本 就 陷 入

困境的南非汽车制造业雪

上加霜，宝马、福特、梅赛

德斯-奔驰、日产等汽车制

造商在南非的工厂可能缩

小对美生产规模。关税带

来的成本上升和出口减少

可 能 迫 使 供 应 链 外 迁 ，导

致 失 业 增 加、产 业 链 动 荡

及 投 资 信 心 受 损 ，阻 碍 行

业创新。

美国关税政策还将给

南 非 的 化 工、矿 产 等 部 门

及 行 业 带 来 严 峻 挑 战 。

南 非 主 要 银 行 均 下 调 了

南 非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也 在 日 前

发 布 的《世 界 经 济 展 望 报

告》中将南非 2025 年经济

增 长 预 期 下 调 0.5 个 百 分

点，至 1.0%。

南非政府及工商界均

认识到加强经济韧性和贸

易 多 元 化 的 重 要 性 。 南

非 工 商 界 普 遍 呼 吁 拓 展

多 元 市 场 ，降 低 对 美 国 市

场的过度依赖。南非国际

关系与合作部以 及 贸 易 、

工 业 和 竞 争 部 日 前 发 表

联 合 声 明 ，表 示 将 内 外 发

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

加强与亚洲、欧洲、中东等

市场合作，同时利用《非洲

大 陆 自 由 贸 易 协 定》促 进

非洲内部贸易，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实现共赢。

“南非柑橘的旅程曾以美国超市

的水果货架为终点，如今却可能终结

于冷藏库或加工厂，不是因为病虫

害或干旱，而是被全球政治的动荡

所压垮⋯⋯”南非《马弗里克日报》

刊文指出，从采摘到抵达美国商超

货架，这段旅程从未像现在这样饱

受政治因素的困扰，也从未像现在

这样前路不明。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