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1 / 18 

   证券研究报告 | 宏观深度 

 

 

   

 宏观研究 

 【粤开宏观】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
（2001-2023）：趋势、结构及展望 

2024 年 04 月 21 日  投资要点 

  

分析师：罗志恒 
执业编号：S0300520110001 
电话：010-83755580 
邮箱：luozhiheng@ykzq.com 

分析师：马家进 
执业编号：S0300522110002 
电话：13645711472 
邮箱：majiajin@ykzq.com  
 

近期报告  

《【粤开宏观】如何理解一季度经济数据的

总体表现与三重背离》2024-04-16 

《【粤开宏观】新一轮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

历史使命与着力方向——新“国九条”学

习体会》2024-04-15 

《【粤开宏观】财税体制与经济发展：当前

制约因素与未来改革方向》2024-04-11 

《【粤开宏观】负利率结束，日本能否从“名

义复兴”走向“实际复兴”》2024-04-09 

《【粤开宏观】我国就业市场全景图谱与三

大重点就业人群分析》2024-04-07  

 

  

摘要 

近年来市场对中国出口份额的变化愈发关注。一方面，出口份额反映中国出

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产业外迁、脱钩断链等影响出口份额的事件频繁发生，

微观上冲击企业经营和居民就业，宏观上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速，逐渐成为流

行叙事。 

一、中国出口份额的典型事实 

中国出口份额的变化，既有与大众认知相符的部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其一，2001-2015 年，中国出口高速增长，出口份额持续上升。出口份额从

2001 年的 4.3%一路升至 2015 年的 13.7%。 

其二，2020-2021 年，中国出口份额受益于国内生产率先恢复的“供给替代”，

2022 年则面临海外供应链恢复后的“红利回吐”。中国出口份额从 2019 年的

13.1%升至 2020 和 2021 年的 14.7%和 14.9%，再回落至 2022 年的 14.2%。 

其三，疫情前中国出口份额最高是 2015 年，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便

已开始下滑。中国出口份额从 2015 年的 13.7%一路降至 2017 年的 12.8%，中

国低端产业外迁和中国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下降已经发生。 

其四，中美贸易摩擦确实导致 2018 年中国出口份额的下降，但 2019 年便已

经回升，目前仍处于相对高位。2018 年中国出口份额从 2017 年的 12.8%降至

12.7%，2019 年又反弹至 13.1%。 

二、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2015-2022 年，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增长 0.5 个百分点。总体上看，我国出口

份额上升主要源自“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新三样的强劲竞争力、电气

机械设备以及跨境电商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对华贸易摩擦以及

产业链迁移对中国出口份额及相关就业的拖累。在出口份额的变化过程中，

我国出口产业格局以及就业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 

按 HS 口径分类，拆分细项看结果如下： 

1）对出口份额增长有正向拉动效应的主要商品： 

第一，车辆及其零件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23 个百分点。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3 万辆，同比增长 77.6%，创历史新高。 

第二，电机、电气设备，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21 个百分点，主要受集成电路、

蓄电池、半导体器件等商品出口规模快速增长拉动。 

第三，塑料及其制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8 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东盟、印

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地区需求增加。 

第四，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HS98）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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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益于中国跨境电商贸易的快速发展。 

第五，玩具、游戏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6 个百分点，主要源于美国进口需

求增加。 

第六，有机化学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5 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新兴经济体

的需求扩张。 

第七，硅片等杂项化学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1 个百分点。其中，硅片出口

量大增主要源于海外光伏装机需求的爆发。 

第八，成品油等矿物燃料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09 个百分点。俄乌冲突爆发后， 

2022 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的成品油规模较上年增长 2.16 倍。 

第九，无机化学品、稀土金属等商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08 个百分点，受美

日韩等发达经济体需求增长拉动。 

第十，钢铁制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08 个百分点，主要受海外需求增长拉动。

2015-2022 年，全球对钢铁制品的进口需求增长 33.4%。 

2）对出口份额有负向拖累效应的商品： 

受产业链迁移影响，服装对出口份额的拖累最大，达 0.31 个百分点，鞋靴拖

累出口份额回落 0.08 个百分点。 

受美国的技术封锁影响，光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精密仪

器及设备拖累中国出口份额回落 0.17 个百分点。 

三、区域结构变化对中国出口份额的影响 

中国对前十大出口目的地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近 3/4，分别为东盟、美国、

欧盟、中国香港、日本等，但出口集中度有所回落，中亚、非洲、墨西哥等

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我国出口主要增量市场，美、日在我国出口及美日进口

中的份额下降。 

1）占中国出口比重下降的地区 

美国持续推进与中国的“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大幅回落。

2015-2023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以及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分别回落 3.2 和

7.6 个百分点，呈现“M”型走势，高点出现在中美摩擦爆发前和疫情期间。 

由于内地多个自贸区成立以及对美国出口的下滑，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优势有

所削弱。2015-2023 年，中国香港对美国出口规模下降 20.5%，而中国香港整

体出口增速高达 15.9%。 

日本取消对中国的关税优惠政策，对低端产品的采购向东南亚国家寻求进口

替代。2015-2023 年，中国占日本服装进口比重下降 16.7 个百分点，越南、

孟加拉国和缅甸合计占比增加 12.2 个百分点。 

2）占中国出口比重增加的地区 

东盟崛起，与中国形成替代与互补的贸易关系。东盟凭借更低的成本优势，

过去几年已经在服装出口上实现了对中国的部分替代，但同时也更加依赖从

中国进口纺织原材料和中间品。2023 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比重较 2015 年增加

3.3 个百分点，2022 年占东盟进口比重较 2015 年增加 2.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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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墨西哥转口贸易崛起。2015-2023 年，墨西哥占美国进

口比重增加 1.7 个百分点。同时墨西哥加大从中国进口，2022 年中国占墨西

哥进口比重较 2015 年增长 1.9 个百分点。 

中国增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对非洲、中亚等地区出口增

长较快。2015-2022 年，中国对非洲和中亚地区出口比重分别增加 0.3 和 1.1

个百分点，占非洲和中亚地区的进口比重分别增加 2.0 和 7.7 个百分点。 

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填补欧美企业的空缺，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出口。

2015-2023 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比重增加 1.8 个百分点，2023 年中国对俄罗

斯出口突破 1100 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46.9%。 

欧盟遭遇能源危机，增加对我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替代国内生产。2015-2023

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比重增加 1.8 个百分点，占欧盟进口比重增加 1.15 个百

分点，欧盟主要增加化工品、金属制品车辆及其零件、机电设备等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商品从中国的进口。 

韩国较为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占韩国进口比重增加，对韩国出口比重保持

稳定。2015-2023 年，中国占韩国进口比重增加 1.6 个百分点至 22.2%，其中

无机化学品进口比重增长 7.3 个百分点。 

印度进口需求快速增长，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度较低。2015-2022 年，中

国对印度出口比重增加 0.9个百分点至 3.5%，但占印度进口比重反而下滑 1.82

个百分点。 

四、中国出口形势的挑战和韧性 

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中国出口面临多重挑战：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

主义盛行，潜在的贸易争端将加大出口的不确定性；二是发达经济体谋求脱

钩断链，中国出口面临低端产业链外迁、制造业回流欧美本土的压力；三是

美国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对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卡脖子”。 

但中国出口具有较强竞争力，出口份额仍有韧性：一是源于中国供应链的竞

争优势，产业链规模庞大，产业配套完整，全面、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

大规模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二是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中国的竞争优势不断

向产业链中上游攀升，增加对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三是跨境电商成为出

口新增量，凭借低门槛、低成本、宽平台的优势，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出口新

增长点，带动中国出口“老三样”焕发新活力。四是区域贸易合作更加密切，

2022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是当前世界上人

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 

 

风险提示：全球贸易规模收缩、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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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出口份额的典型事实 

中国出口份额的变化，既有与大众认知相符的部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其一，2001-2015 年，中国出口高速增长，出口份额的持续上升。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出口份额从 2001 年的 4.3%一路升至 2015 年的 13.7%。

尤其是 2009 年和 2015 年，全球出口总额大幅收缩，但中国出口份额明显上升，即中国

出口竞争力增强。 

其二，2020-2021 年，中国出口份额受益于国内生产率先恢复的“供给替代”，2022

年则面临海外供应链恢复后的“红利回吐”。中国出口份额从 2019 年的 13.1%升至 2020

和 2021 年的 14.7%和 14.9%，再回落至 2022 年的 14.2%。 

其三，疫情前中国出口份额最高是 2015 年，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便已开始

下滑。中国出口份额从 2015 年的 13.7%一路降至 2017 年的 12.8%，中国低端产业外迁和

中国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下降已经进行。 

其四，中美贸易摩擦确实导致 2018 年中国出口份额的下降，但 2019 年便已经回升，

目前仍处于相对高位。2018 年中国出口份额从 2017 年的 12.8%降至 12.7%，2019 年又反

弹至 13.1%。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虽然影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但可以通过转口

贸易、将商品组装环节外迁等方式应对，同时中国也在着力扩展新的贸易伙伴，特别是

“一带一路”国家。2023 年中国出口份额为 14.2%，显著高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 2017 年

的 12.8%，也高于此前高点 2015 年的 13.7%。 

 

图表1：中国出口份额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TO、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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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中国出口增速及其分解 

 

资料来源：WTO、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 

（一）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 

我国以机电设备和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按照 HS 口径分类，2023 年，机电设

备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达 41.6%，排名第一，近二十年机电设备出口比重均在四成以上；

其次是纺织服装、鞋、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 22.4%；矿产、化工、

塑料等工业材料出口占比 12.7%，排名第三，近些年出口表现亮眼的车辆及运输设备出

口占比 7.2%，而食品饮料出口占比较低，仅有 2.9%。 

图表3：2023 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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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占比超 8 成，纺织服装产业链中的 6 类原材料、中间品和制成品在全球出口占比

均超 30%；玩具、家具在全球出口占比分别为 59.7%和 42.1%；铁道及电车道机车以及

贱金属及其制品，分别占全球出口的 36.5%和 33.1%。 

相比之下，中国对粮食、肉类、乳品、饮料等食物的出口占比较低，约 1-2%。由

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作为全球前列的农业大国，食物生产主要用于国内供给，相对

于粮食出口，中国更依赖于从国外进口，2023年中国对农产品的贸易逆差达 1351.8亿元。 

图表4：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超 30%的商品（2022 年） 

 

资料来源：ITC、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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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出口份额增长的商品主要包括：车辆、玩具等消费品以及机电设备、塑料、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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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贱金属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等

贱金属杂项制品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浸渍、涂布、包覆或层压的织物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及其零件

化学纤维短纤

皮革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等

杂项制品

家具、寝具、灯具及照明装置

陶瓷产品

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

帽类及其零件

簇绒织物；花边；装饰毯；装饰带；刺绣品

毛皮、人造毛皮及其制品

蚕丝

化学纤维长丝

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雨伞、阳伞、手杖、鞭子、马鞭及其零件

已加工羽毛、羽绒及其制品；人造花等

中国商品出口/全球该商品出口



 宏观深度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8 / 18 

图表5：HS 口径下，各类商品对中国出口份额的拉动 

 

资料来源：ITC、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6：HS 口径下，各类商品对中国出口份额的拖累 

 

资料来源：ITC、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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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出口份额增长有正向拉动效应的主要商品 

第一，车辆及其零件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23 个百分点。中国加快绿色转型，在新能

源等重大技术上实现突破，新能源车加速出海。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中国汽车出口 491

万辆，同比增长 57.9%，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3 万辆，同比增长 77.6%，创历史新高。

2015-2022 年，中国占全球车辆及零件出口比重上升 4.52 个百分点至 9.26%，超过日本，

排名世界第二。 

第二，电机、电气设备，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21 个百分点。机电设备商品种类较多，

主要是集成电路、蓄电池、半导体器件等商品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23 年集成电路、蓄

电池、半导体器件出口规模达 2678 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 135%。 

第三，塑料及其制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8 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东盟、印度、俄

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地区需求增加，2015-2022 年，中国出口塑料及其制品至新兴市场

经济体的比重增加 9.5 个百分点。 

图表7：中国出口塑料及其制品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比重 

 

资料来源：ITC、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四，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HS98）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7 个百分点。近年来

跨境电商贸易快速发展，2023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2.38 万亿元，增长 15.6%，其中，

出口 1.83 万亿元，增长 19.6%。 

第五，玩具、游戏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6 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玩具出口

市场，中国每年有约 35%的玩具出口至美国，2015-2022 年，美国对玩具、游戏、运动等

品类的进口规模增加 76.4%，带动中国对美国玩具、游戏品出口规模增长 143%。 

第六，有机化学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5 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新兴经济体的需求

扩张，2015-2022 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有机化学品规模增长 1.6 倍。 

第七，硅片等杂项化学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11 个百分点。硅片出口量大增主要源

于海外光伏装机需求的爆发。 

第八，成品油等矿物燃料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09 个百分点。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

对俄罗斯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增加对其他地区的进口，2022 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的成品油

规模较上年增长 2.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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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无机化学品、稀土金属类商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08 个百分点，受美日韩等

发达经济体需求增长拉动。2015-2023 年，美国、日本和韩国对无机化学品的进口需求合

计增长 95%。 

第十，钢铁制品拉动出口份额增长 0.08 个百分点，受益于海外需求扩张。2015-2022

年，全球对钢铁制品的进口需求增长 33.4%。 

2）对出口份额有负向拖累效应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精尖产业。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对出口份额的拖累最大，达 0.31 个百分点，鞋靴拖累出

口份额回落 0.08 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密集型产

业陆续从中国迁移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2015-2022 年，孟加拉国和越南服装出口金额

分别增长 119%和 58%，占世界服装出口比重分别上涨 3.9 和 1.0 个百分点，中国服装出

口比重则下降 6 个百分点。 

图表8：全球主要服装出口国的出口占比 

 

资料来源：ITC、粤开证券研究院 

对于高精尖产业，光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精密仪器及设备拖累中

国出口份额回落 0.17 个百分点，主要受美国的技术封锁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

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截至 2020 年，美国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商业管制清单》

（CCL）全部条款为 4510 条，其中涉及科学仪器管制的占比超过 42%，近 2000 条1。

2015-2022 年，精密仪器设备拖累出口份额回落 0.17 个百分点，虽疫情期间有所好转，

但“卡脖子”难题短期难以攻克，2022 年精密设备拖累当年中国出口份额回落 0.16 个百

分点。 

三、中国出口的区域结构变化 

（一）中国出口的区域结构 

中国对前十大贸易伙伴的出口比重近 3/4，但出口集中度有所回落。按 2023 年出口

比重从高到底排列，中国前十大出口市场分别是东盟、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

                                                             
1 1 陈芳, 王学昭, 刘细文, 王燕鹏, 吴鸣. 美国出口管制科学仪器技术分类研究 [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22, 44 (03): 28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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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澳大利亚，2023 年，东盟首次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我国

第一大出口市场。从出口比重看，前十大出口市场占比从 2018 年的高点 77.9%降至 2023

年的 73.6%，回落 4.3 个百分点，对主要市场的出口集中度有所下降。 

中亚、非洲、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新增量，中国对以上区域出口快速增长。

2023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规模同比上年增长 27%，高于-4.6%的整体增速，对墨西

哥出口突破 8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由于高基数效应，2023 年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

1.5%，两年复合增长 8%。2018-2023 年，中国对中亚、非洲、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经济体

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合计增长 2.4 个百分点至 9.3%。 

图表9：2023 年中国出口区域结构 

 

资料来源：ITC、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0：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前十大出口目的地的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ITC、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传统市场包括 2023 年前十大出口地区；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亚五国、非洲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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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地区看，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出口主要增量市场，美国和日

本是主要拖累 

分地区看，2015-2023 年，前十大出口市场中，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香港占中国

出口比重回落，分别下降 3.2、1.3、0.3 和 6.4 个百分点。对东盟、欧盟、印度、俄罗斯、

澳大利亚出口比重增加，韩国基本维持不变，对中亚五国、非洲和墨西哥等热点区域出

口比重分别增长 1.1、0.3 和 0.9 个百分点。 

图表11：中国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的比重变化（2015-2023 年） 

 

资料来源：ITC、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2：中国占各经济体进口的比重变化（2015-2023 年） 

 

资料来源：ITC、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由于数据可得性，俄罗斯出口比重变动的时间区间 2015-2021年，印度、墨西哥、非洲、东盟为 2015-2022

年，中亚五国为 2017-2022 年，其他经济体为 2015-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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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中国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口的比重（2023 年） 

 

资料来源：ITC、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由于数据可得性，中国占各经济体进口比重的最新时间分别是：俄罗斯为 2021 年，印度、墨西哥、非

洲、东盟、中亚五国为 2022 年，其他经济体为 2023 年。 

1）占中国出口比重下降的地区 

美国持续推进与中国的“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大幅回落。2015-2023 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以及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分别回落 3.2 和 7.6 个百分点，呈现“M”

型走势。加入 WTO 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一度超五分之一，中美贸易爆发冲突之

后，美国对中国采取“脱钩”或“去风险”措施，2019 年对美出口比重较上年下降 2.4

个百分点，疫情期间受益于国内生产率先恢复的“供给替代”，出口比重有所回升，但疫

后美国重启对中国的“脱钩断链”，2023 年中国对美出口比重降至 14.8%，创中美贸易摩

擦后的新低。从商品结构看，美国基本全方面降低对中国的进口依赖，但对汽车及零件

进口规模整体增加。 

中国香港是过去中国内地出口美国的中转站，由于内地多个自贸区成立以及对美国

出口的下滑，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优势有所削弱。2015-2023 年，中国香港对美国出口规模

下降 20.5%，远低于中国香港整体出口增速的 15.9%。 

日本取消对中国的关税优惠政策，低端产品向东南亚国家寻求进口替代。2016 年底，

日本取消对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2017 年起中国对日本出口比重持续回落，2017-2023

年，日本从中国进口比重下降 4.7 个百分点，同时被日本剔除关税减免名单的还有泰国，

同期日本从泰国进口比重下降 0.11 个百分点。从商品结构看，日本从中国主要减少纺织

服装的进口，并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2015-2023 年，中国占日本服装进口比重下降

16.7 个百分点，越南、孟加拉国和缅甸合计占比增加 12.2 个百分点。 

2）占中国出口比重增加的地区 

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崛起，与中国形成替代与互补的贸易关系。2023 年中国对东盟出

口比重较 2015 年增加 3.3 个百分点，2022 年占东盟进口比重较 2015 年增加 2.9 个百分

点。东盟凭借更低的成本优势，过去几年已经在服装出口上实现了对中国的部分替代，

但同时也更加依赖从中国进口纺织原材料和中间品。以越南为例，越南向美国出口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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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步从中国进口配套原辅料，从中国进口额与其对美国出口额之比延续上升，从 2016

年的 90%升至 2023 年的 96%。 

图表14：越南纺织制造业依赖中国提供原辅料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墨西哥转口贸易崛起。2015-2023 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比重

增长 0.9 个百分点。随着美国加快推动“近岸外包”策略，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具

备地理和成本优势的墨西哥是美国近岸采购的首选，2015-2023 年，墨西哥占美国进口比

重增加 1.71 个百分点。同时墨西哥加大从中国进口，2022 年中国出口占墨西哥进口比重

较 2015 年增长 1.92 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2021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 

中国增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对非洲、中亚等地区出口增长较快。

2015-2022 年，中国对非洲和中亚地区出口比重分别增加 0.3 和 1.1 个百分点，占非洲和

中亚地区的进口比重分别增加 2.0 和 7.7 个百分点。中国的传统出口优势集中于加工制造

业，沿线部分贸易伙伴的优势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品，中国与沿线国家具有较强的贸易

互补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填补欧美企业的空缺，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出口。俄乌冲突

爆发后，欧美企业撤出俄罗斯市场，一部分由俄罗斯本土企业替代，另一部分则由中国

等企业填补。2015-2023 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比重增加 1.8 个百分点，2023 年中国对俄

罗斯出口突破 1100 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46.9%。 

欧盟遭遇能源危机，增加对我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替代国内生产。2015-2023 年，中国

对欧盟出口比重增加 1.8 个百分点，占欧盟进口比重增加 1.15 个百分点。由于俄罗斯停

止向欧洲市场出口天然气、石油等重要能源物资，欧洲陷入能源危机，使得制造业的能

源成本大涨。中国凭借能源成本低以及产业链完整等优势，实现了对欧洲部分产业的出

口替代，主要集中于化工品和金属制品等资源密集型商品以及车辆及其零件、机电设备

等技术密集型商品。 

韩国较为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占韩国进口比重增加，对韩国出口比重保持稳定。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2023 年上半年依赖特定国家进出口产品现况》，韩国

对特定国家依赖程度超过 50%的产品共计 1176 种，其中 584 种产品自中国进口，占比近

半。其中，绝大部分为农畜水产品和简单制造工艺品，另一小部分则是半导体和二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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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的关键原材料，2015-2023 年，中国占韩国进口比重增加 1.6 个百分点，其中无机化学

品进口比重增长 7.3 个百分点。 

印度进口需求快速增长，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度较低。21 世纪以来，印度经济

快速增长，带动印度国内需求扩张，2015-2022 年，印度进口占全球进口比重增加 0.52

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对印度出口比重增加 0.9 个百分点，但占印度进口比重反而下滑 1.82

个百分点，反映在印度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度较低。 

图表15：印度的经济增速与进口比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四、中国出口形势的挑战和韧性 

（一）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中国出口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潜在的贸易争端将加大出口的不确定性。当今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兴起，部分国家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

措施保护本国产业，无疑增加了中国出口企业进入其市场的壁垒，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和

市场份额。 

二是发达经济体谋求脱钩断链，中国出口面临低端产业链外迁、制造业回流欧美本

土的压力。产业链调整具备“先慢后快”的非线性特征，中美贸易摩擦后受益于“转出

口效应”和疫情期间的全球供给缺口，中国出口份额不降反增。但新的产业链格局一旦

形成，将对中国出口份额形成显著冲击。为创造就业和增强产业链韧性，近几届美国政

府贯彻“制造业回流”战略，提出一系列产业政策，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特

朗普政府的“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以及拜登政府的“重振制造业”。 

三是美国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对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卡脖子”。这将

影响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更高阶段的攀升，导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受阻，进一步

压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二）中国出口具有较强竞争力，出口份额仍有韧性 

一是源于中国供应链的竞争优势。第一，产业链规模庞大，产业配套完整。中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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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中类、666 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第二，全面、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高铁

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2023 年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 7 个。规

模优势逐步凸显，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2021 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 14.6%，

十年内下降 3.2 个百分点；第三，中国具备大规模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尽管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在减少，但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依旧很大，同时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2023 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1.05 年，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

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助力中国产业升级转型。 

二是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外贸结构变化是产业升级的外在表现，2015 年以来，随着

中国本土企业不断积累资本、技术等要素优势，虽然产业链末端组装、加工环节逐渐向

海外迁移，但中国的竞争优势不断向产业链中上游攀升，增加对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 

三是跨境电商成为出口新增量。凭借低门槛、低成本、宽平台的优势，跨境电商成

为中国出口新增长点，带动中国出口“老三样”焕发新活力。目前全国已形成了 165 个

跨境电商综试区，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跨境电商综试区走向普惠阶段。 

四是区域贸易合作更加密切。2022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

生效，包括中国在内的 15 个成员国的合计人口、GDP 和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均在 30%

左右，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商务部表

示：“2023 年，我国和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进出口额达 12.6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21

年协定生效之前增长了 5.3%，其中中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增长了 16.6%，比同期

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速超过 4.6 个百分点。”随着推进自贸区高水平建设，各成员国间的贸

易往来将更加密切，为中国出口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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