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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点评报告模板 
 

不可低估出口对稳就业的重要性 

 

 

核心内容：  分析师 

上周召开的 7 月政治局会议上，市场高度关注中央在加强逆周期调节

和提振内需方面的新动向，但近两次会议内容上对外贸的提法变化不

大，并没有看到在提振出口方面有新的政策。投资者有疑问是否未来

外需在宏观政策层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在 GDP 测算中，因为出口贡献是体现在减去进口后的“净出口“中，

贡献度显著低于内需层面的消费和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出

口的重要性下降的“幻觉”。净出口的贡献为负使得市场低估了货物

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应该单纯考虑出口对经济的贡献。  

出口对稳定就业至关重要，在综合学界和商务部的各种测算出口对就

业影响方法的基础上，我们用两种方法大致测算出目前出口对中国制

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整体拉动在 1.2 亿左右，出口增速提升一个

百分点，可以拉动就业 27 万人。 

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变化是提出“稳就业提

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我们认为这个表述的变化是正式从顶层战

略层面确认了中国宏观政策调控的“锚”从此前单纯的关注经济增速

转向了就业，而 GDP 目标未来更多发挥预期管理的作用。 

要理解今年下半年的宏观政策走向，也要从就业出发。我们认为未来

在宏观政策天平更多向内需倾斜，但出口依然是稳增长特别是稳就业

的重要抓。目前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下行风险低于预期，但结构

重心上会从消费转向投资，外溢效应会有所减弱，因此我们依然需要

对出口下滑风险保持警惕。预计下半年会加快前期已经出台的稳外贸

政策的落地，并进一步做好相关政策储备来应对未来潜在出口下滑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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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被低估 
上周召开的 7 月政治局会议上，市场高度关注中央在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提振内需方面

的新动向，但近两次会议内容上对外贸的提法都是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支持有条

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并

没有看到在提振出口方面有新的政策。投资者有疑问是否未来外需在宏观政策层面的重要

性有所降低？ 

从三驾马车来看，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77.2%和 33.6%，而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上半年对 GDP 的贡献率是负值。在 GDP 测算中，因为出口贡献是

体现在减去进口后的“净出口“中，贡献度显著低于内需层面的消费和投资，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会造成出口的重要性下降的“幻觉”。净出口的贡献为负使得市场低估了货物出

口对经济的贡献，应该单纯考虑出口对经济的贡献。首先，我国货物贸易的净出口是正值，

意味着货物贸易对GDP 的贡献要比想象中高。其次，出口和进口的相互抵消是支出法GDP

的计算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出口带动的是国内的投资、就业，而进口带动的是海外

的投资和就业，单纯来看出口对经济的更为合理。 

从出口交货值来看，2010 年出口交货值占工业的比重从 54.9%下滑至 2022 年的

38.2%，虽然出口交货对于工业生产的比重降低，但重要地位没有减损，并且出口产品结

构出现变化，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下降，但高科技附加值产品、汽车以及机电产

品占出口的比例上行。所以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不仅有总量上的拉动，对我国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等也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内需不足，经济处于弱势复苏中，市场反而更加强调国内需求，强调财

政投入加大投资，政策鼓励撬动需求，稳内需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对于我国这样的

生产大国，只有稳定外需才能真正的稳定内需。2021 年货物出口增速达到 29.6%，带来

我国 8.4%的经济增速。2022 年在疫情封控内需极度疲软的情况下，货物出口增速保持在

6.3%，使得经济实现了 3%的正增长。当前国内经济需求恢复的缓慢对于工业品的消化能

力减弱，但更进一步，是出口的疲软才使得国内需求恢复缓慢变得如此明显。 

二、同样被低估的出口就业效应 

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多个方面，本报告侧重从就业的角度来分析出口变化对

其影响，更进一步延伸到对宏观政策决策的影响。 

图 1：消费、资本、净出口对 GDP 累计拉动率（%） 图 2：出口交货值与工业增加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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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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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同时，会

议还强调，“要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并非今年的政治局

会议第一次强调，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或低估的点是——出口的保就业效应。 

根据历史经验，大概 1 个百分点 GDP 对应 220 万新增就业，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

率的低估，容易造成出口对就业拉动低估从而带来政策预期偏差。新阶段，中国宏观政

策调控的“锚”已经由此前关注经济增速切换到关注就业，就业成为宏观政策新的“锚”。

自中央在 2018 年提出的“六稳”和 2020 年提出的“六保”，工作重心始终围绕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稳住就业基本盘，未来的宏观政策走向也将从就业这个中心出发。当前受海外

经济放缓、外部关系严峻、产业链外迁等因素影响，下半年出口前景仍面临较大压力，准

确预判出口波动对就业的影响，有利于市场更好的理解宏观政策未来的方向和力度。 

图 3：出口对就业拉动影响的估算结论 

学者 方法与样本区间 主要结论

陈晋玲（2007） 回归方程（1995—2005）
前一期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 将带动当期就业增长0.03个百分

点

盛斌（2008） 回归方程（1996—2005）
中间产品的出口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弹性为

0.8），进口对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是负的（弹性为-1.52）

明娟（2010） 回归方程（2001—2008）
出口每增加10％�将引起制造业就业增加1％�，而国内需求每增加

10％�仅促进就业增加0.6％。

Feenstra （2010） 投入产出表（2000—2005） 出口年均增速25%，出口每年创造了大约750万个工作岗位

刘习平（2012） 回归方程（1978-2010） 我国出口贸易每增加1个单位，就业增加0.23个单位

张川川（2015） 回归方程（2000-2005）

出口年均增速25%，平均每年增加46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制造业

就业每增加１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显著上升大约0.459个百分

点

马述忠（2016） 回归方程（2000—2006）
加工贸易出口（弹性系数0.03）对就业的正向影响程度要大于一

般贸易出口（弹性系数0.007）

邱婕（2021） 投入产出法（2002-2014年）

出口年均增速19%，使得中国国内增加9668万个就业岗位（年均

增加800万个），其中，农林渔业增加了1666 万个，服务业增加

3657 万个，制造业增加4345 万个

李欣（2022） 投入产出法（2011-2018年）
2018年，每1000元出口，拉动直接就业人数0.002人，拉动完全

就业人数0.0069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上表可以发现，对出口带动就业的量化测算没有统一确切的结论。参照张川川（2015）

的方法，若按照我们对今年出口增速-3%的基准预测值，则对应今年将减少 55.2 万个非农

就业岗位，该估算方法考虑到了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带动作用，避免了对制造业产

品出口就业效应低估；参考李欣（2022）的结论，2022 年我国出口总额 23.8 万亿元，若

按照出口增速 1.6%（人民币计价）的基准预测值，则今年出口规模同比增加 3808 亿元，

对应直接就业人口非但不会下降，反而会增加 76 万左右，作者在估算方法上忽略了进口

等其它影响国内外增加值、就业拉动的重要因素，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造成外贸

对就业测算的低估。  

三、两种估算出口对就业贡献的方法1 

方法一：由出口工业企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比重计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 年我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8.2%，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7476 万，可以近似得到我国出口企业从业人数规模约为

2856 万人。按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一般为

                                                        
1从时效性和研究区间上考虑，刘习平（2012）的研究结论均更优，取新增就业对出口的弹性为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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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即在工业就业一个人，在服务业就业三个人，即可估算得出服务业从业人数规模约

在 8568 万人。因此，2022 年我国与出口相关的总就业人口数 1.14 亿左右。  

若按照我们对今年出口增速-3%的基准预测值，则对应今年将直接减少 20 万左右工

业企业用工人数，加上对应的服务业，减少就业总人数规模可能在 79 万人左右。  

方法二：每百万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拉动就业约 45 人次，加工贸易出口约在 25 人次 

根据商务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2018 年中国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的就业

从 61.8 人次逐渐降低至 40.2 人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

一般贸易方式从 90.8 人次降至 46.7 人次，加工贸易方式从 29.1 人次降至 26.2 人次，且

16-18 年间一般贸易近似以每年 0.5 人次的速度下降，加工贸易近似以每年 0.25 人次的速

度下降，这样我们假设 2023 年每百万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拉动就业在 45 人次左右，加工贸

易出口在 25 人次左右。2022 年一般贸易额 2.29 万亿美元， 加工贸易额 0.73 万亿美元，

则对应拉动就业约 1.22 亿人次。按照今年出口增速-3%的基准预测值，据此估计可能导致

就业减少的规模达到 84 万人次。  

图 4：新增就业对不同出口增速预测值的敏感性分析（两种方法-3%的出口增速取 80 万估算） 

出口增速预测 1% -1% -3% -5% -7%

带动就业人口（万） 27 -27 -80 133 190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在综合学界和商务部的各种测算出口对就业影响方法的基础上，我们用两种方法大致

测算出目前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整体拉动在 1.2 亿左右，出口增速提升

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就业 27 万人。由此可以推算，若今年出口基准增速在-3%左右，

则可能导致 80 万人口就业规模的减少，这对今年新增城镇就业 1200 万的目标会形成一定

的压力。 

四、警惕出口下行扰动就业之锚 

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变化是提出“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

盘考虑”。我们认为这个表述的变化是正式从顶层战略层面确认了中国宏观政策调控的

“锚”从此前单纯的关注经济增速转向了就业，而 GDP 目标未来更多发挥预期管理的作

用。 

要理解今年下半年的宏观政策走向，也要从就业出发。我们认为未来在宏观政策天平

更多向内需倾斜，但出口依然是稳增长特别是稳就业的重要抓手，然而市场投资者可能拘

泥于净出口这个概念，容易低估出口对经济和就业的短期影响。目前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

经济下行风险低于预期，但结构重心上会从消费转向投资，外溢效应会有所减弱，因此我

们依然需要对出口下滑风险保持警惕。预计下半年会加快前期已经出台的稳外贸政策的落

地，并进一步做好相关政策储备来应对未来潜在出口下滑的风险。 

图 5：2022 年以来稳外贸相关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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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高层会议、部门文件 具体表述

2022年4月29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便利出

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

项的公告

完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优化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管理；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

策；精简出口退(免)税报送资料；拓展出口退(免)税提醒服务；简化出口退(免)税办理流程；

简便出口退(免)税办理方式；完善出口退(免)税收汇管理。

2022年5月17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保

稳提质的意见》

加强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保障；促进外贸货物运输保通保畅；增强海运物流服务稳外贸功能；推

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提质增效；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进一步加强对

中小微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加快提升外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持续优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环境；促进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扩大贸易成交；鼓励创新、绿色、高附加值产品开拓国际市

场；加强进口促进平台培育建设；支持加工贸易稳定发展。

2022年9月14日
商务部召开全国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

确保稳外贸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支持外贸企业保生产保履约；畅通外贸企业抓订单渠道；培育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增长点；积极指导企业抢抓RCEP等自贸协定机遇；稳住外贸产业链供应

链；积极扩大进口。

2022年9月27日
商务部印发《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

保生产保履约，支持优势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展会抓订单；办好第132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线上展；发挥外贸创新平台作用；进一步发挥跨境电商稳外

贸的作用；进一步促进贸易畅通。

2023年4月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的政策措施

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拳，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要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引导

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要发挥好外贸大省稳外贸主力军作用，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增强政策协同效应。

2023年4月25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稳

规模优结构的意见》

强化贸易促进拓展市场；稳定和扩大重点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对外

贸易创新发展；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2023年6月12日
海关总署推出16条优化营商环境新举

措

持续提升跨境物流效率；支持先进技术设备、特殊物品进口；促进农食、能矿产品进出口；持

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助力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服务自由贸易定更好发挥效能；进一步便

利出口退税办理；加强高级认证企业培育；扩大主动披露政策适用范围；推动加工贸易提档升

级；优化边民互市贸易监管；促进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支持保税维修新业态发展；持续做

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咨询服；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强化外贸形势分析和海关统计服务。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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