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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有何变化？  

 
——宏观专题报告  

 
内容提要：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同比增速明显低于韩国、越南，引发部分投资

者对于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份额下滑的担忧。月度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中

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整体保持平稳。其中，中国产品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

份额也维持稳定，并无“断链脱钩”明显加速的迹象。就中期而言，由于

海外供应链的恢复，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已经较 2020和 2021年的高点下

滑；但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出口份额表现可能好于预期。 

 

核心观点： 

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下滑了吗？ 

从月度数据观察，我们发现，6月以来，我国的出口份额在 75个主要经济

体组成的样本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是保持在 11.5%左右；越南、韩

国的出口份额则出现了一些提升。市场有观点担忧，下半年我国出口的增

速落后于越南、韩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失去了部分出口份额，但是我们认

为，从月度数据上看这只是因为越南、韩国表现偏强。 

 

近期以来，美国及盟友对华断链脱钩的影响有加速显现吗？ 

针对部分投资者担忧的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供应链“断链脱钩”的担忧，

我们对中国在不同出口对象中的份额进行了进一步的测算，结果显示，从

最近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市场的份额也保持在 18-19%

的区间，并无“断链脱钩”影响加速显现的迹象。 

 

中期而言，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有何变化？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逐步恢复，今年 1-10月，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为

11.5%，已经较 2021年的高点（12.3%）出现明显下降，但仍高于疫情前水

平（10.8%）。其中，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中的份额为 15.8%，已经低于疫情

前的水平（16.9%）；在美国盟友市场中的份额为 20.8%，较此前高点（23.3%）

有所下滑，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19.8%）；但在东盟等一些大型新兴市场

经济体进口中的份额甚至比 2020 和 2021年更高（平均高 0.5个百分点）。 

 

未来中国出口份额还会持续下降吗？ 

今年下半年以来的几个月是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时期，中国出口份额

反映出中国出口产品在常态化场景下的竞争力。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在美

国市场的份额保持在 15.5%左右，在美国盟友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份

额反而较 2022 年有所上升，达到 21.0%与 25.9%。虽然目前尚难断定美国

及其盟友“断链脱钩”措施的冲击已经完全显现，但是我们认为从最新的

趋势上看，未来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可能好于预期。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关系恶化超预期，外需超预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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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中国出口份额下降了吗？ 

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与韩国、越南有所背离，引发部分投资者对于中国出

口份额下滑的担忧。 

1.1 近期韩国、越南出口同比增速好于中国 

从同比增速来看，6月时，中韩越的出口增速还大致相当，但此后，韩国的投资

增速出现了大幅回升，越南的投资增速在 9月也出现了明显反弹。 

 

图表1：中国、韩国、越南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韩国、越南出口规模改善也更为明显 

从季节调整后的出口规模来看，韩国、越南的出口规模在下半年的确也有更为明

显的改善。其中，韩国出口的绝对水平自 8月起出现了大幅回升，越南的出口规模从

7 月以来也出现了持续上行。 

 

-20

-10

0

10

20

30

中国: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韩国:出口总额:同比 越南:出口:当月值:同比

（%）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4 

 

 

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图表2：中国、韩国出口规模（季调，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3：中国、越南出口规模（季调，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由于今年 6月以来的出口数据是疫情放开后“常态化”的环境中中国和其他经济

体竞争结果的体现，而且也不再有积压物资集中出口造成的扭曲，其趋势颇具代表意

义。 

因此，市场有观点担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全球份额在下半年出现明显下

滑，是否代表着“脱钩断链”的迹象加速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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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全球份额整体保持平稳 

从月度数据观察，我们发现，6月以来，我国的出口份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而是保持住了较为平稳的走势，越南、韩国的出口份额则出现了一些抬升，说明下半

年我国出口的增速相对落后于越南、韩国，可能不是因为中国失去了部分出口份额，

而是越南、韩国因为一些原因表现偏强所致。 

2.1 中国出口全球份额基本平稳 

考虑到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官方指标仅有年度数据，难以追踪月度出口份额的变

化，我们通过 WTO公布的 75个国家与地区
1
的商品出口数据，计算下半年以来中国在

主要国家与地区中的出口份额。 

从月度的出口占比数据来看，6 月到 10 月，我国出口的份额表现平稳，没有出

现明显的恶化。当然，此前的 3-4月，由于积压物资与订单的影响，我国出口份额曾

出现大幅的上升，属于特殊情况。 

 

图表4：主要国家与地区出口：中国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对 9、10月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1 75个国家与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埃及、爱尔兰、爱沙尼亚、奥地利、澳大利亚、

巴拉圭、巴西、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比利时、冰岛、波黑、波兰、玻利维亚、丹

麦、德国、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芬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韩

国、荷兰、黑山、加拿大、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马耳他、

马来西亚、美国、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挪威、欧盟、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萨

尔瓦多、塞浦路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危地马拉、乌克兰、乌拉

圭、西班牙、希腊、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越

南、智利、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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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主要国家与地区出口：中国份额的季节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数据缺失，10月占比根据小范围样本（14地区）推测 

 

2.2 韩国越南出口份额上升 

中国的出口份额在下半年保持了平稳，而韩国、越南在下半年的出口表现强于中

国，我们认为这可能说明越南、韩国获得了更多的出口份额，数据显示也的确如此。 

 

图表6：主要国家与地区出口：韩国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出于数据可比性考虑，对 9、10月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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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主要国家与地区出口：越南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出于数据可比性考虑，对 9、10月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从韩国与越南的出口结构来看，近期其出口偏强主要由个别产品拉动。 

韩国下半年的出口主要由汽车、船舶拉动。具体而言，6月以来，韩国出口的各

类产品中，汽车是最大的拉动项，平均每月拉动总出口增速 2个百分点，其次船舶的

出口也平均每月拉动出口近 1 个百分点。此外，石化制品与半导体产品的出口也分

别在 10月、11月对韩国出口有明显提振。 

 

图表8：韩国出口中的主要拉动项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实际上，中国汽车出口的同比增速甚至大幅高于韩国，但由于在中国出口中汽车

出口金额的占比较小，对我国出口总增速的拉动就较为有限，而韩国的出口结构相对

更集中，汽车出口的高增对总出口增速的拉动就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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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中国与韩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速 

 
图表10：中国与韩国出口中，汽车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越南下半年出口主要由电子产品、运输工具这两类产品拉动。具体而言，7月以

来，越南出口的各类产品中，电子产品、电脑及其零件是最大的正拉动项，平均每月

拉动总出口增速 3 个百分点，其次运输工具及其零部件的出口也平均每月拉动出口

近 1 个百分点。 

 

图表11：越南出口中的主要拉动项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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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3. “断链脱钩”也没有在近期明显加速 

针对部分投资者担忧的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供应链“断链脱钩”的担忧，我们对

中国在不同出口对象中的份额进行了进一步的测算，结果显示，从最近几个月的情

况来看，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中的出口份额也保持了平稳，并无“断链脱钩”影响明

显显现的迹象。 

3.1 在美国及其盟友进口中的份额 

首先，在美国
2
及其盟友（包括五眼联盟、G7联盟、欧盟 27国中所有数据可得的

国家，下同）的进口中，中国的份额在近几个月保持了平稳。 

 

图表12：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进口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出于数据可比性考虑，对 9、10月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其中，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上升。而对美国盟友的出口，

虽然在 8月稍有波折，但也很快反弹，整体维持了平稳。 

                                                             
2
 由于中美海关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货物金额统计在中美贸易摩擦后存在较大不同，我们对美国进

口金额中来自中国的部分，以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进行了替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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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图表13：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出于数据可比性考虑，对 9、10月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图表14：中国在美国盟友进口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出于数据可比性考虑，对 9、10月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3.2 在新兴市场进口中的份额 

而在对 10个较大的新兴市场贸易伙伴
3
的出口中，中国出口份额出现了一定的下

滑。考虑到中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份额保持了平稳，对其中美国与其盟友的出口份额

也维持稳定，这可能说明中国对其他一些较小的新兴经济体中的出口份额有所上升。 

 

                                                             
3
 考虑到 10月外贸数据的可得性，此处共统计了 10个出口对象，包括四个金砖国家（巴西、印

度、俄罗斯、南非），以及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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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图表15：中国在美国盟友进口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我国 10月出口受到超长假期扰动，出于数据可比性考虑，对 9、10月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4. 未来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或好于预期 

短期来看，中国出口份额保持了平稳，那中长期而言，我国的出口份额将如何变

化，是否将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还是会由于“断链脱钩”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更大幅

度的下降？ 

4.1 中期而言，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有何变化？ 

整体而言，从年度的出口份额数据来看，随着各国防疫放开后供应链的逐步恢复，

今年以来，我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已经较此前的高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仍然高于

疫情前的水平。 

 

图表16：主要国家与地区：中国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3年 6-10月使用的是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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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首先，对美国出口的份额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疫情冲击过去后，各国供应链已基本恢复，中国的出口份额随之调整也实属正常。

但是，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份额较 2019年进一步下滑了约 1.4个百分点，可能还体现

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及其他的贸易政策的影响。 

当然，从最近几个月“常态化”环境中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没有再出现

明显的下降，后续是否还会有所下滑，仍有待观察。 

其次，对美国盟友出口份额仍然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 

数据显示，我国对美国盟友的出口份额虽然较 2020、2021年的水平已经明显下

降，但绝对规模仍然高于疫情前水平。 

这意味着虽然从微观反馈来看，一些非美西方国家采购商虽然也有“供应链中国

+”
4
战略的考虑，但是其冲击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从近几个月的情况来，中国出口份额占比甚至较 2022年还稳中有升。未来是否

还会出现趋势性下行，也需要观察——有可能好于市场一致预期。 

 

图表17：对美国及其盟友：中国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3年 6-10月使用的是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 

 

                                                             
4 就是在中国以外还要培养其他的供应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绝对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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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图表18：对美国：中国出口份额 

 
图表19：对美国盟友：中国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3年 6-10月使用的是季节性

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3年 6-10月使用的是季节性

调整后的数据。 

 

最后，对于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
5
，中国在其进口中的份额则出现了进一步的上

升。 

从今年 6-10月季节性调整后的平均出口份额来看（排除了 3-4月积压订单的影

响），中国在新兴市场的出口份额较 2021、2022年还有进一步的上升，可能体现了我

国外贸企业在开拓非传统贸易市场方面的努力成果（《重估中国出口——出口调研见

闻》）。 

 

图表20：对主要新兴市场地区：中国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3年 6-10月使用的是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 

 

 

                                                             
5 考虑到 10月外贸数据的可得性，此处共统计了 10个出口对象，包括四个金砖国家（巴西、印

度、俄罗斯、南非），以及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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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4.2 未来中国出口份额还会持续下降吗？ 

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美国及其盟友的占比自 2020年年中就出现系统性的下降

且明显低于 2019 年的水平；主要新兴市场地区（东盟与金砖国家）的占比则明显上

升。 

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进口中中国份额的降幅（今年回到 2019年水平）小于中国出

口中其占比的下降（今年明显低于 2019 年），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当前出口的全球

份额高于 2019年的水平。 

如果全球供应链恢复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基本显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通

过开拓新兴市场的努力，弥补了而且可能超额弥补了美国对华关税等一系列贸易摩

擦的冲击。 

 

图表21：美国及其盟友、新兴市场地区占中国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总体而言， 今年下半年以来的几个月，中国出口份额的数据是中国防疫优化、

且积压物资出口造成的扭曲已经消退之后产生的数据，反映出了后疫情时代常态化

情形下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保持在 15.5%左右，在美国盟

友和新兴经济体市场的份额反而较 2022 年有所上升，达到 21.0%与 25.9%。虽然目

前尚难断定美国及其盟友“断链脱钩”措施的冲击已经完全显现，但是从近期的趋势

上看，简单推断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在未来还会持续下降的观点显然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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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宏观专题 

5. 风险提示 

地缘政治恶化超预期，外需超预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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