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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点评 

产能利用率快速回落受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地缘政治、疫情、地产等影响较大。

自 2021年二季度以来，产能利用率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持续下滑。我们认为这

是经济转换期中叠加外生冲击带来的短期镇痛，无需过度担忧，同时，未来产

业结构上将出现一轮新旧产业的交替，制造业中高增加值商品份额将逐步提

升。从政策的角度出发，短期内要继续以促进内需为抓手，协助产业轮动平稳

过渡，着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制造业正在从比较优势迈向竞争优势。近期海外出现较多观点认为我国

出现了产能过剩引发的倾销行为，我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因为产能过剩而进行

不正当的低价倾销。实际上，发达经济体的指责可能更多是源于中国从传统的

比较优势逐渐转变为竞争优势，这种转变对过去海外高增加值和高附加值的产

业构成了竞争压力。全球价值链模型（GVC）显示，与美国相比，中国低端产

业全球增加值较低，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这说明美国尽管制造业总量

不如中国，但其低端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较高。在高端制造业领域，

全球增加值指数与价值链指数与美国的差距都在快速缩小，其中增加值指数较

快，这说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高端领域商品红利正在快速扩大。 

 

新质生产力将加速转型速度。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位置

会进一步抬升，“卡脖子”问题会得到进一步优化，高端领域商品增加值与价

值链地位将进一步抬升。从长期看，宏观环境决定了全球大市场的优势将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继续留在中国，而全球兴起的关税贸易等保护主义的出现会进

一步对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带来困难，这将对海外大型跨国企业利润带来一定的

压力。从战略上看，在“补链强链”的方针下，多数产业将通过升级转型的方

式继续留在国内，其中对于低端产业而言绿色转型将是主要抓手。 

 

加快产能优化，为新兴产业发展铺路。产业调整是宏观经济转型期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我们建议在结合市场原

则的基础上，通过合并、重组和升级，盘活存量资产，对产能利用率偏低的行

业进行快速调整。同时，将有效投资引导至新兴产业，确保资源向高成长性领

域倾斜，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稳健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措施包括

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加强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产能利用率监测和预警机制，确保调整措施的有效实施。 

 

风险提示： 1、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关税税率快速抬高或拖累外需表现； 

2、若产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则可能导致部分行业支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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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期，美国财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均提出中国产能过剩的观点，尤其是针对 “新

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出口。随后访华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对中国产能过

剩表达关切。5月 16日，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文《做好准备，第

二次“中国冲击”来了》，认为第一次冲击是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激增，

从就业等多个方面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了不平等的后果；第二次冲击是指在中国消费放缓后，

无法被消化的商品被大量倾销到国际市场，其中特别指出“新三样”对美国企业带来了较大冲

击。 

目前提出的产能过剩导致的倾销行为是指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将产品以出口至海外市场，冲击

海外相关企业利益。回溯历史，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开启全球化时代后，商品贸易

与汇率将全球串联，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全球产业链，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就开始以低廉的价格

快速流入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全球贸易进一步活跃。数据显示，我

国出口绝对量从 1995年的 247.29亿美元跃升至 2005年的 1629.39亿美元，十年内翻了近

6.6倍。 

比较优势下的共同繁荣 

从 1995-2005年，在接受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出口期间，发达经济体除了受到互联网泡沫的冲

击以外，基本维持了繁荣且稳定的经济增长。即使是在泡沫破裂的关键时期，经济中也没有

出现恶性通胀、失业率失控、经济滑入负增长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出口的廉价商品没有对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带来冲击，或者说，低廉的价格可能帮助其平

衡了经济。最好的解释是：在比较优势下，当一国以低价销售商品时，购买方将会获利，因

为其支付的价格更低，将更多的财富留在了国内。这是克鲁格曼眼中的第一轮冲击，改变了

全球贸易中的供需关系。 

随后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需大面积滑坡，国内投资率超过趋势水平上涨、

消费下降，经济体内出现了明显的内需不足。部分行业在内外需共同回落的背景下出现了产

能过剩的情况，其中有两个因素：首先是软约束下部分大型企业忽视市场实际需求，出现了

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第二是在前期出口较热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维持了扩张的乐观态度。

但总体来看，每当经济中出现泡沫时，宏观调控都在短期内介入并进行了积极的调控，因为

过剩往往与价格弱势、企业亏损紧密关联，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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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贸易高增速并未损害全球经济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历史上的两轮过剩 

 

历史上的两轮过剩 

历史上，我国经历过两轮过剩调控。第一轮出现在 1995-2001年，体现为企业产能利用率下

降，库存积压带来价格下跌，企业亏损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在前期“价格闯关”时代的供给

短缺快速转向供给过剩，在制度软约束及生产惯性的影响下，生产计划没有准确地预判到需

求的数量导致产能过剩的出现，除此之外，亚洲金融危机与互联网泡沫也导致需求侧有所回

落。其中以中下游和轻工业为主的纺织、家电、胶卷、电话机等消费品出现了较强的供给过

剩。为了应对这些情况，宏观调控采取了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支持技术升级来调整结构，同

时采取紧缩银根和严格土地审批，深化国企改革并开放市场准入以推动市场化，实施税收优

惠和财政支持来促进转型升级。随后，《九五计划》（1996-2000年）和《十五计划》（2001-

2005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措施。第二轮出现

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房地产刺激政策导致投资高速发展，助

推钢铁、水泥、玻璃等相关产业的扩张，CPI 同比增速在 2011 年 7月达到了 6.45%的阶段

性高位。随后，在 2015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作为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

之一，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此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资本形成率（投资

率）双双放缓。 

 

图表 2：工业景气指数与工业产能利用率  图表 3：主要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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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资料来源：路易斯联储, 五矿证券研究所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对过剩产能出清有主动的动机，因为其既不利于利润增速也不利于

经济增长。2024年，根据统计局公布的 18个行业产能利用率观测，有三个行业在一季度低

于国际 70-78%的标准，分别对应食品 69.07%、非金属矿物制品 61.97%以及汽车制造业

64.87%。造成这些行业回落的原因在于短期内，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外需回落，需求的回落

压制了价格。整体来看，总供给与总需求还是趋于平衡，消费品依然可以在企业维持盈利的

红线上以价换量，没有出现库存在短期内快速冲高的现象，因此无法下结论称整体产能出现

了过剩的情况。 

从数据观察，自 2021年 2季度以来，产能利用率在受到长期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短期疫情

冲击、全球地缘政治恶化以及以房地产为主的基建走弱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持续下滑。我们认

为这是经济转换期中叠加外生冲击带来的短期镇痛，无需过度担忧，同时，未来产业结构上

将出现一轮新旧产业的交替，高增加值产业份额将逐步提升。从政策的角度出发，要继续以

促进内需为抓手，协助产业轮动平稳过渡，着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图表 5：产能利用率（当季值）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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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与“供给过剩”同时发生的还有受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中国制造业消失”的担忧。价格红

利到底有没有消失？从数据上看，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出口价格指数）

长期维持平稳，仅仅在疫情冲击期间，物流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出现了抬升，随后快速回落

均值水平。除此之外，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也在 2008 年开始快速向上突破，这意味着产

品的增加值出现了快速上行。 

图表 6：低端产业增加值指数  图表 7：高端产业增加值指数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8：低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图表 9：高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科技创新创造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技术进步是拉动经济的主要推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没有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就是说，技

术创新在中国制造业中同时扮演了全面创新与填补其他成本上升的功能，结合不断完善的产

业链，整合优化的上下游，整体单位投入产出逐步提升，维持了价格的稳定。这种价格的稳

定对于全球买家而言都是一种红利，它不仅能帮助维持各国物价水平，抑制输入性通胀风险，

同时还有利于进口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前提是货币的真实购买力没有出现大幅下跌）。 

整体来看，技术增长在传统制造业中弥补了成本上涨的短板，延续了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特

色。数据显示，2000年与 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商品从低附加值的商品快速向高附

加值跃进，同时，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显示在 2012-2020年，数据大幅回落。 

自 2008 年中国全球产业链位置持续向上突破，技术进步不仅兼顾了对部分“卡脖子”的技

术攻关，同时保证了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除此之外，对于阶段性供给过剩的行为，政

策积极介入，加速行业出清速度维持整体价格稳定。这与当前政策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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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路易斯联储, 五矿证券研究所 

 

 
在产品力大幅提升、价格小幅提升的背景下，过去全球贸易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开始向竞争优

势演变。从全球对比的角度观察，当全球产业链条中不同地区的增速出现不同步时（通常体

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差距快速扩大），过去拥有更多先进产业的地区就会面临被替代的

风险，簇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表现形态。 

 

国内消费高质量增长，国产品牌替代效应出现 

除了中国商品增加值不断提升以外，同步冲击海外企业的还有国内营收的下降。从数据观察，

中国人均GDP从 2000年的 7942元人民币跃升至 2023年的 89358元人民币，其中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了 39218元，改革开放后，大量海外企业涌入中国，在低成本、消费力快速上

升的背景下获得了发展红利。数据显示，自 2010年以来，中国奢侈品消费快速提升。2023

年奢侈品在华总收入达到 536.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 756.9亿美元。从这些数据观察可以得

出，中国是任何一个希望走向国际化企业都不想错过的市场。 

近年来，在国内创新突破和品牌认知重构的大背景下，本土企业蓬勃发展。根据 2024 年中

国品牌力指数（C-BPI）显示，中国市场行业第一品牌中，本土品牌占到了 74.4%，表明海

外企业产品市场优势正在快速下滑，导致母公司利润大幅滑坡。外企产品力下滑的主要因素

有两个：其一，海外研发中心投入成本过高；其二，本地化缺失，无法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

因此，外企近年来加快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通过出口红利的财富积累持续转型，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企业

也从简单的生产代加工逐步向品牌—设计—生产全链条的商业模式转移。相比之下，美欧等

国家长期享受品牌设计和低廉海外生产红利，导致大量低附加值工业空心化。数据显示，从

2008至 2020年，全球 500 强中中国企业的利润总额从 1.1万亿美元跃升至 8.3 万亿美元，

数量从 29个增加至 124个，品牌价值从 60亿美元提升至 1.4万亿美元。在完善的产业链和

基础设施的支持下，中国商品已经向高端市场突破，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过去海外企业的

优势，导致外企营业收入利润率开始自 2017年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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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乘用车与手机国产占有率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外商及港澳台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 

 
资料来源：Wind, 五矿证券研究所 

 

发达经济体内部结构问题 

西方将就业流失归结于中国制造商品价格过低，从模型结果观察，近十年来，在产业优势和

技术创新背景下，国内制造的高附加值商品价格也显著降低，导致发达国家失去制造业的比

较优势。我们认为，相比于将失去比较优势导致的就业流失原因归结于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

政策，美国内部的分化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分化。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来，美国制造业持续流出，经济增

长动能转向依靠高研发投入的信息技术、金融服务和医疗三个方向。与所有大国相似，美国

具有幅员辽阔、人口结构复杂、沿海与中部地区经济落差大的格局。从美国各地区的 G DP 贡

献值和税收情况观察，主要以西海岸的高新技术、东海岸的金融以及中部核心工业区为主。

然而，在人口结构上，美国 25岁以上人口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 34.98%，这意味着

有超过 60%的人口难以进入高附加值行业。在低端产业逐渐流出的背景下，未取得大学学历

的群体失业率长期自然处于上升周期。 

其次，产业不平衡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不平等。当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将

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再分配机制难以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不平等问题会自然衍生出

民粹主义。在美国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改革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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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低附加值中间产成品在过去因利润低、环保等问题大量从美国出清，但这些产品是组

成高附加值最终产成品的必要环节。在亚洲，低附加值产业链主要以集群模式存在，通过降

低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来提高生产效率。近十年来，部分低附加值产业链逐步流出中国，流

向东南亚地区，这与产业链升级的商业行为有关，并不具备政策指导背景。因此，西方国家

希望通过产业回流再造工作来弥补不平等问题的方式难以实施。特别是在产业链细分越来越

细的大背景下，单一产业的回流将难以产生可持续的商业价值，而长期的产业政策支撑必定

难以为继，这很可能加剧经济体内的债务问题。 

从宏观和产业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受到成本、环保、消费市场等问题的影响，海外制造业

回流可能性较小。 

 

新质生产力将继续推动产业链向上 

“新三样”是国产制造业走上高增加值的标志。2023年，我国“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

和光伏产品）合计出口 1.06万亿元，同比增长 29.9%，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这意味着每出

口 3辆汽车中就有 1辆是电动载人汽车，光伏组件产量连续 16年位居全球首位，广受海外

消费者青睐。“新三样”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中锂电池价格因生产成本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电动汽车在海外销售价格因品牌形象提升战略而高于国内零售价格，光伏产品价格则在

供给较高的情况下迅速下降，但行业迅速进行了调整。5月 21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召开 “光

伏行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打击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的恶性竞争，鼓励行业兼并重

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结合产能利用率观察，汽车制造、与光伏电池相关的非金属矿物质

品产业确实出现了偏低的情况。 

我们认为，“新三样”的问题更偏向于短期，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疫情冲击、需求放缓的大背景

下，小部分行业出现了供需再调整的现象。长期来看，伴随产业链持续向上，特别是在新质

生产力的推动下，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位置会进一步抬升，“卡脖子”问题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从长期看，宏观环境决定了全球大市场的优势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继续留在中国。而全球

兴起的关税贸易等保护主义的出现会进一步对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带来困难。自 2022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以来，市场监管进一步

加强了公平统一，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的约束。在市场化的大规则下，商品竞争力

是核心，外企继续在国内市场盈利的基础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而非仅有品牌力。在全球贸易

互联的格局下，国产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会逐年抬升，在“强链补链延链”的目

标下，预计将会走出品牌—研发—制造一体的产业集群，避免实体产业空心化的情况。而对

于较低增加值且会带来污染的产业，我们从金融行业的角度认为绿色金融、科技金融将予以

支撑，以环保、高效的方式对其升级。 

 

风险提示 

1. 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关税税率快速抬高或拖累外需表现 

2. 若产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则可能导致部分行业支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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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ing criteria of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s 

The ratings contained herein are classif 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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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rating 
criteria is the relative mark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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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issue, i.e. based on the r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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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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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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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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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by more than 10%; 

NEUTRAL 
Overall sector expected relative performance ranges betw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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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US 
Overall sector return is expected to underperform the benchmark 
index by more th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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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manner contrary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e party w ho re-publishes or forwards the research report or part of the report shall indic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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