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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新纪元系列（一）     

中国出口的升级之路 
 

 2023 年 08 月 22 日 

 

关于高端制造出口这一话题，投资者非常关心。这一课题研究的首要难点在于“高

端制造”缺乏通俗清晰的统一标准。以中国海关和美国经济普查局为例，二者对

“高新技术产品”的定义往往很难让投资人直观地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 

中高端制造业出口不仅是当下中国出口主要驱动力，也是未来中国出口的重要方

向。我们尝试建立更通俗易懂的中高端制造出口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

中国这几年中高端制造出口变化趋势，我们称之为“中国出口的升级之路”。 

➢ 首先来重新界定并划分中高端制造业出口。 

我们将九类产品归口“中高端制造出口产品”，分别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产

品、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激光设备、航天设备、机床、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 

最重要的产品有三类，电子产品(64%)、电力设备(15%)和汽车及零部件(12%)，

三者累计占比超过 90%（2022 年截面数据）。工程机械(3%)虽然占比较低，但

是近年来上升非常明显。 

电子产品出口，主要包括消费电子、半导体、通信设备、显示面板和印刷电路。 

汽车制造出口，主要包括整车、以及制动系统、安全系统、汽车玻璃等零部件。 

电力设备出口，主要包括储能电池、硅片和逆变器，占比达 98%。 

➢ 高新制造出口增速一波三折，电力设备、汽车制造和工程机械为近期亮点。 

加入 WTO 后，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总量稳步上升，根据增速又可以分三个阶段。 

阶段一（2003-2014 年），快速增长期。年均增速高达 22.1%，各类产品齐头并

进，增速差异不大。 

阶段二（2015-2020 年），出口放缓期。年均增速仅有 6.6%，行业增速出现分

化，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汽车制造、医疗产品等占优。 

阶段三（2020 年-2022 年），重拾高增长。年均增速达 13.0%，行业分化持续，

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汽车制造维持强势。 

➢ 近期有两类中高端制造业展现出惊人的竞争优势，即电力设备和工程机械。 

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多年来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上升是中国中高

端制造出口的长期主题。 

电子产品份额上升趋势并不持续，2015 年后有所停滞。 

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和电力设备出口占全球份额稳步提升，电力设备尤为突出。 

以比较优势指数衡量观察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结论相近。 

电子行业比较优势较高，但近年有所降温。电力设备、工程机械，行业比较优势

指数上升最明显。汽车零部件比较优势有上升，但绝对值仍然偏低。 

➢ 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结构变迁与贸易摩擦和全球产业趋势有关 

消费电子出口在 2017 年后开始持续拖累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同期，我国对越

南的电子产品出口占比出现不寻常的上升。 

背后可能与跨国电子企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忧有关，即该类企业将消费电子的

最后组装转移至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国家。 

我国新能源车和新能源相关电力设备产品的出口在 2019 年后显著提升。这一现

象固然与碳中和的全球产业趋势相关。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同期我国电力设备出

口的比较优势指数也在快速上升。也就是说，我国电力设备产品的出口有自身的

“阿尔法”因素。 

➢ 风险提示：海外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海外需求回落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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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中高端制造行业？ 

1.1 如何定义中高端制造？ 

我国海关总署每个月都会发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数据，其中主要包括九

类产品：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计

算机集成制造技术、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其他技术。 

同样地，美国经济普查局(BEA)也公布了其认为的“高新技术产品”名录。口

径与我国海关总署相仿，BEA 的名录包括十类产品：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

子、信息通信类、电子器件、弹性制造类、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类、武器、核技术。 

为更直观地表达，且考虑到行业趋势的变迁，我们将海关总署和 BEA 公布的

科目根据投资适用性增减后重新组合为九类。 

最终，我们将汽车及零部件（新增）、电子产品、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新增）、

激光设备、航天设备、机床、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定义为“中高端制造出口产品”。 

图1：我们定义的中高端制造产品与中美官方定义高新技术产品的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美国经济普查局，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可以看到，我们重新组合的中高端制造产品的出口金额与海关总署公布的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变化趋势非常相近。可以说，这一分类在不损失准确性的情况

下，也照顾了通俗性与颗粒度。 

由于我们定义的中高端制造产品种类更多（删除的武器、核技术类别出口规

模很低），所以近年来我们的数据会高于海关总署口径的数据。 

 

 

中国海关总署口径 美国经济普查局口径 重新归类 主要产品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

激光设备 激光机床、激光切割机、激光打印机、激光雷达等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类

电子技术 电子器件

材料技术 先进材料

工程机械 挖掘机、起重机、叉车、道路机械、油缸泵阀等

机床 各类切割机床、镗床、铣床、钻床等

航空航天技术 航空航天类 航天设备 直升机、无人机、小飞机及相关零部件

武器 枪支弹药等

核技术 放射元素、核电站用涡轮机、辐射检测设备等

汽车及零部件 整车、汽车玻璃、轮胎、安全系统、制动系统、发动机等

电力设备 逆变器、硅片、储能电池、电力电缆、风电设备

生命科学技术

光电技术

其他技术

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

新增类别

化学合成激素、抗生素、血制品、疫苗、药品等

医疗照明器械、外科牙科器械、呼吸机、放射设备、医学分析

设备、康复类器械（如体内植入、或人造器官）等

删除

电子产品
消费电子（手机、电脑、显示屏、照相机等）、通信设备、半

导体、印刷电路等

生命科学

光电子

生物医药

医疗设备

弹性制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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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高端制造出口与高新技术出口金额的对比（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1.2 中高端制造产品的具体构成 

截至2022年，电子产品(64%)、电力设备(15%)和汽车及零部件(12%)是我

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占比前三的类别，共超过90%。 

电子产品占据了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半壁江山。消费电子、半导体和通信

设备是电子产品主要成分。具体看我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构成，消费电子占55%，

半导体占23%，通信设备占13%，显示面板占5%，印刷电路占3%。 

图3：2022 年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组成结构  图4：2022 年电子产品大类出口的组成结构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整车和零部件在汽车及零部件出口中各占一半。整车（包括客车、轿车和货

车）出口中，2022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达28.6%。汽车零部件中，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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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轮胎(11%)、安全系统(6%)、汽车玻璃(5%)等占比较高。 

储能电池、硅片和逆变器占电力设备出口的97%。电力设备新能源相关出口

中，储能电池(35%)、硅片(34%)和逆变器(28%)占比最高，三者基本可以代表电

力设备的全部出口。电力电缆(2%)和风电设备(1%)的出口金额均较低。 

图5：2022 年汽车及零部件大类出口的组成结构  图6：2022 年电力设备大类出口的组成结构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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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总量特征 

2.1 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历史趋势 

加入 WTO 后，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总量稳步上升。 

从绝对量看，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金额历年来呈现出了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

2003 年至 2022 年间，我国中高端制造对外出口规模从 869.9 亿美元增长至

11486.2 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 14.6%。 

按增长速度划分，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历经了三个阶段，且产品结构有所差异。 

阶段一（2003-2014 年）是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快速增长期。期间中高端

制造出口的年均增速高达 22.1%，各类产品出口的年化增速基本都在 15%-30%

之间，相互差距不大。 

阶段二（2015-2020 年）是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放缓期。期间中高端制造

出口的年均增速仅有 6.6%，各类产品出口的年化增速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生物

医药、医疗设备、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力设备等行业仍维持了 10%以上

的年化增速；但激光设备和电子产品的年化增速仅为-23.2%和 4.6%。 

阶段三（2020 年后，数据至 2022 年），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重回高增长。

得益于欧美国家大规模财政刺激带来的强劲需求，期间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年

均增速为 13.0%。产品结构的分化仍在持续。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力设备

三类产品出口都录得 40%左右的年化增速；但激光设备、电子产品、生物医药、

医疗设备等产品的年化增速均低于 10%。 

总的来说，在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增速换挡的过程中，产品结构也经历了调整。

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汽车及零部件逐渐成为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新三样”。 

图7：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金额（单位：亿美元）  图8：中高端制造出口主要产品不同阶段的年化增速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年化增速 2003-2022 2003-2014 2015-2020 2021-2022

生物医药 12.69% 15.52% 12.06% 4.93%

医疗设备 16.06% 21.52% 12.11% 6.83%

激光设备 4.54% 24.70% -23.20% -44.94%

电子产品 13.70% 21.83% 4.56% 6.28%

工程机械 18.88% 26.30% 12.70% 38.00%

机床 14.52% 20.92% 8.46% 18.54%

航天设备 18.13% 30.44% 4.11% 19.92%

汽车及零部件 19.72% 27.41% 13.40% 40.71%

电力设备 16.70% 19.43% 17.78% 43.03%

非消费电子电子产品 18.12% 28.49% 7.01% 6.94%

总额 14.55% 22.12% 6.58%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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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主要产品占比（一）  图10：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主要产品占比（二）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我国中高端制造行业出口的增长同样反映在营收数据之中。 

因口径不同，我们以医药制造、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及

器材、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仪表仪器等行业近似“中高端制造业”。 

结果显示，在规模以上中高端制造企业的营收中，电子、汽车制造和电气机械

仍然占比前三。电子产品在企业营收占比中明显低于出口占比，这显示了该行业的

“出口导向”特征。 

同时，中高端制造行业营收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在 2017 年后维持了上行趋

势，这体现了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进程。 

图11：2023 年 6 月主要中高端制造行业在工业企业营
收中的占比 

 图12：中高端制造行业总营收在工业企业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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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竞争力的演变 

衡量某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可以用两个指标。该产品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和

该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某产品出口的占总出口的比例/全球某产品的出口比例）。 

从出口份额看，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全球占比不断提高，电力设备、工程机械、

机床和汽车制造的份额提升最明显。 

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份额从 2007 年开始超过总出口的全球份额，并在 2022

年分别录得 17.9%和 14.6%。 

在各主要品类中，工程机械、机床和电力设备都呈现了稳定的上升趋势，以电

力设备最为突出。 

电子产品份额的上升在 2015 年后开始停滞，汽车及零部件的份额则从 2020

年开始快速提升。在 2003 年到 2022 年间（括号内为出口占全球份额的上升数

值），电力设备(27.7%)、电子产品(21.5%)、工程机械(18.0%)、机床(13.3%)和汽

车制造(8.1%)的全球出口份额上升最为明显。 

图13：中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占全球份额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4：中高端制造出口主要品类出口全球占比情况  图15：不同行业出口全球占比在 2003-2022 年的变化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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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国一个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1，那说明这个行业在全球出口竞争中

处于优势低位。可以发现，电子行业比较优势的绝对值较高，但这一指数近年来下

跌非常明显。电力设备和工程机械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上升最为明显。 

在 2003 年到 2022 年间，我国工程机械、机床、电力设备、汽车及零部件行

业出口比较优势指数上升最为明显，分别上升 1.0, 0.68, 0.67 和 0.49。 

图16：中高端制造出口主要品类比较出口优势情况  图17：不同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在 2003-2022 年的变化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且不同

产品的竞争力也出现了明显的变迁。 

从绝对竞争力看，电子产品仍是我国出口的“龙头产品”之一，不过电力设备

等新能源相关出口无论在全球份额、还是比较优势上，都已可以媲美，甚至超越电

子产品。 

从出口竞争力演变看，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特别是工程机械，可以说已经成为我国标志性的中高端制造行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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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高端制造出口变化的两个关键时点 

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发展固然与我们自身的产业升级有关。但近年来，贸易

摩擦以及全球产业趋势的发展正日益成为影响我国出口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改

变出口数据的趋势。 

3.1 2017 年后消费电子开始拖累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越南成为跨国电子企业青睐的组装地，我国对越南的

电子产品出口随之增加。 

我们观察到，虽然在 2017 年后我国中高端制造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持续下

滑，但若去除消费电子产品，该占比仍维持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消费电子是拖累

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的主要原因。 

我们估计，背后的原因是跨国电子企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忧。美国对我国消

费电子行业出口的惩罚性关税尚未落地，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消费电子

的组装地，越南正是其中的代表国家。从 2017 年开始，我国对越南的电子产品出

口占比出现不寻常的上升。这意味着电子产品往往在越南完成最后组装，最后销往

各地。 

图18：2017 年开始消费电子拖累我国中高端制造出口  图19：2017 年开始，我国对越南出口电子产品的比重
明显增加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3.2 2019 年后，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出口明显放量 

随着全球对碳中和的关注，我国新能源车和新能源相关电力设备产品的出口

显著提升。 

从 2019 年开始，我国新能源车出口占整车出口比例大幅提高，这与当时欧盟

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有关。在 2018 年，新能源车还只占我国整车出口金额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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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 年，该比例以及上升至 28.6%。 

同时，随着全球对碳中和目标的关注，以及新能源汽车的逐渐普及，中国与光

伏发电（逆变器、硅片）以及新能源车相关（储能电池）的出口金额在 2020 年以

来大幅增加。 

当然，我国电力设备产品出口金额的上升也有自身的“阿尔法”。我国电力设

备出口的比较优势指数同样在 2020 年后快速上升。 

图20：2019 年后，我国新能源车占整车出口比例快速
提升 

 图21：2020 年开始，我国新能源相关电力设备出口大
幅提升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TradeMap，民生证券研究院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2 

 

 

 

 

4 风险提示 

1）海外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如果贸易摩擦加剧，可能导致我国出口低于预

期。 

2）海外需求回落超预期。如果海外国家货币紧缩带来的需求回落超预期，那

么可能会对我国出口增速构成系统性冲击，中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亦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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