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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环境不确定性下的 

区域和行业风险排查 
 

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84%，较2018年继续下

降1.34个百分点。横向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在主要

经济体中是偏低的。未来，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构建，我国

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下行。 

从地区层面来看，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外贸依赖

较高，遭受的疫情影响也更大，疫情冲击经济的持续时间

也将更长。我们认为，为降低地区经济风险，外贸依赖较

高的省份应将自身的外贸依赖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之

内，且应优先选择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长

期贸易伙伴。 

从行业层面来看，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纺

织服装皮革鞋类、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和器

材、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六行业的出口风险

较高。我们认为，为降低行业风险，可出台针对具体行业

的扶助政策，强化企业存续能力；同时，需充分激发国内

市场活力，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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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区域和行业风险排查 

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84%，较2018年继续下降1.34个百分点。横向看，我国的外贸

依存度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偏低的。未来，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构建，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下行。 

从地区层面来看，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外贸依赖较高，受疫情影响更大，疫情冲击经济的

持续时间也将更长。我们认为，为降低地区经济风险，外贸依赖较高的省份应将自身的外贸依赖

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之内，且应优先选择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长期贸易伙伴。 

从行业层面来看，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皮革鞋类、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

备、电气机械和器材、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六行业的出口风险较高。我们认为，为

降低行业风险，可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扶助政策，强化企业存续能力；同时，需充分激发国内市

场活力，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不利影响。 

一、现阶段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疫情

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我国经济面临的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对我国对外贸易而言，现阶段的外部环境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方面，世界经济遭受较大冲

击，外部需求趋于疲弱。疫情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停摆，世界经济下滑的幅度

已大大超过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世界银行6月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5.2%。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将收缩7%，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下滑2.5%。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往来，导致国际贸易迅

速萎缩。联合国贸发6月会议预测，全球贸易二季度可能骤降27%，全年萎缩约20%，全球主要经济

体的进出口情况也都创下了多年来的最大跌幅。根据WTO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或将出现

13%-32%的萎缩。 

另一方面，我国外部发展环境趋于紧张。当前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势力抬

头，我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科技等多个领域均面临外部打压。 

众所周知，出口是我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1，即出口每增长10%可促进国内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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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现阶段，一般贸易占比为57.8%，高于90年代均值47.3%，考虑到一般贸易对国内增长的带

动高于加工贸易，因此当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可能接近或略高于90年代水平。 

“中国出口”一直是产业界一张响亮的名片，出口是吸纳就业和创造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

一。因此，“六稳”“六保”明确要求稳住外贸基本盘。在此之中，稳住出口基本盘尤为重要，

稳住了出口，也就稳住了就业，也稳住了基本外汇收入。在外贸环境错综复杂、形势严峻的当

下，客观评估我国各层面、各领域的出口风险敞口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未来我国外贸依赖程度有望继续减弱 

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1.5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99.09万亿元，年度外

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为31.84%，较2018年继续下降1.34个百分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外贸易呈快速增

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整体而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

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1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中国外贸依

存度为22.7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8.89%，进口依存度为13.82%。1991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

32.84%，首次超过30%。而在1990年，出口依存度达到15.82%，高于进口依存度的13.64%，中国出

口依存度首次实现对进口依存度的赶超。在此之前，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

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

年均增长达到12.4%，远高于中国年均GDP增速的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

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整体高于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于

1994年突破40%，达到41.91%。1997-199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虽有所滑落，但于2000年再次回

升至39.16%。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

用日益显著。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三

位。彼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和世界贸易的增速。此

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快速升高。2003年突破50%至51.29%，2005年越过60%至62.42%，2006年更是

站上64.24%的历史高点。此后，受我国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多因素

影响，2007年开始我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07年为61.8%，到2015年已回落至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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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看，1985-2006年是中国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期。1991年外贸依存度首次触及30%，此后

一路高歌猛进，1994年突破了40%，2003年攻克了50%，2006年更站上64.24%的高点。这段时期，

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速上升期。 

从2007年开始，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入下降区间。从2006年历史高点的64.24%逐年下行，

2007、2008、2009年分别为61.80%、56.36%、43.23%，2010年有所抬头，而2011年又恢复下行趋

势回落至48.45%，2019年则已经下滑至31.84%，距离三十年前的1990年的29.46%，仅一步之遥。 

横向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偏低的。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

31.84%，低于德国（70.82%）、韩国（63.66%）、法国（44.97%）、俄罗斯（39.18%）、澳大利亚

（34.90%）等国家，但高于日本（28.07%）和美国（19.32%）。未来，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构建，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下行。 

图表 1：1985-2019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走势 

 

来源：海关总署，新华财经 

三、广东、浙江、江苏三地的出口风险较高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众多，不同地区间的外贸发展程度也有着巨大差异。2020年，疫情在全

球范围内的肆虐，使得原本就因全球经济下行而较为低迷的国际贸易发展进一步雪上加霜。对于

国内部分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省份而言，国际贸易环境疲弱将对地区经济形成较为严峻的挑战和

考验。 

我们测算了国内各省份的外需敞口，将地区外贸依存度（地区外贸依存度=地区进出口总额/

地区GDP）作为外需敞口的代理指标。通过测算，2019年我国各省份出口依存度高于中国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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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4%）的共有三个，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其出口依存度分别为66.35%、49.45%、

43.54%。2019年，上述三省的进出口总额为14.56万亿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6.18%。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浙江、江苏等三省份的外贸依赖较高，受疫情影响更大，疫情冲击经

济的持续时间也将更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研究揭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的

出口发展态势具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内蒙古、甘肃、贵州、西藏等经济

规模较小的省份受疫情影响也较小，能更快地从疫情中修复。 

另一方面，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普遍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型的地区，其过剩的生产力需通过

对外贸易输出和消化。同时，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就必须通过不断调整政策、税率、汇

率、利润等经营策略，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而现阶段，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

抬头，国际贸易环境趋于复杂和严峻，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将面临更大的外贸发展压力，需根

据外贸环境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发展策略。 

图表 2：2019年各省份外贸依存度测算 

 

来源：海关总署，新华财经，相关公开网站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各地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整体类似，其中，美国均位列三省份的前三强。美国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份的第二大、

第一大、第一大出口国家，对美出口占三省总出口比重分别为17.07%、22.58%、17.98%。 

然而，随着中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未来对美出口或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这对高外贸依

赖的三省份将较为不利，须尽早做出相应市场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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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政府在大范围制造贸易摩擦、挑起贸易争端的同

时，更对我国加强了技术封锁，给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制造阻碍，如近期的TikTok风波

等。与美国不同的是，同为西方发达国家阵营的德国，在对待华为、TikTok等事件时的态度却更

为温和，这与德国作为高外贸依赖国家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与美国的

贸易依存度分别是70.82%、19.32%，显然，德国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这反

映出，不同外贸依赖程度的国家进行国际战略博弈时，拥有较强国内市场、具有较低外贸依赖的

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 

具体到中国各省份，在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贸易形势时，各省份应该将自身对外贸

的依赖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之内，且应优先选择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长期贸易

伙伴。 

图表 3：2018-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外贸依存度测算 

 
2019 年中国出口金额 

（万亿美元） 
2018 年外贸依存度 2019 年外贸依存度 

美国 0.4187 20.42% 19.32% 

日本 0.1433 29.99% 28.07% 

韩国 0.1110 66.28% 63.66% 

德国 0.0798 72.07% 70.82% 

俄罗斯 0.0497 41.16% 39.18% 

澳大利亚 0.0482 33.75% 34.90% 

巴西 0.0355 22.33% 21.81% 

法国 0.0330 45.02% 44.97% 
 

来源：海关总署，新华财经，相关公开网站 

四、六行业出口风险值得关注 

从中国出口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现为中国出口行业的绝对龙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

口的行业结构中，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其他行业出口占比分别约为93.5%、3%、2%、1%。自

2015年以来，制造业出口占比均在92%以上。 

我们测算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下制造业的31个子行业的外需敞口，将行业外贸依存度（行业外

贸依存度=出口交货值/行业规模）作为其外需敞口指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遵循既有研究思

路，对“纺织业、纺织服装和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进行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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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以“纺织服装皮革鞋类”科目做统一处理。鉴于行业总产值数据不再公布，我们将行业的

营业收入作为行业规模的代理指标。 

图表 4：2019年制造业子行业外贸依存度测算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相关公开网站 

我们发现，在营业收入较高的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皮革鞋

类行业的外需敞口较大。2019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规模为113717.60亿元，

出口依赖度为49.29%，外需敞口最大，远超其他各个行业。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

对海关总署公布的2019年商品贸易数据分析后发现，2019年我国出口金额前十大商品中，有九项

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合计占中国全年出口总额的16.2%。 

图表 5：2019 年中国前十大出口商品 

 

来源：京东数字科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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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皮革鞋类尽管较早经历产业外迁，但敞口仍然较高，2019年该行业规模为51721.10

亿元，行业外贸依存度为18.42%。其他营收较高且敞口较大的行业还包括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材、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外贸依存度分别为17.78%、17.48%、

14.67%、14.31%。 

部分行业出口风险暴露已初现端倪。电子产品是产业链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疫情引发的

产业链受阻以及需求下降，抑制了行业景气度的修复。上半年，我国手机累计出口38641万台，出

口数量累计同比下降11.8%；计算机与通信、计算机集成制造行业的累计出口金额也分别了下降

1.7%、0.5%。 

为应对外部需求侧的冲击，一方面，需充分激发内部市场活力。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

疫情影响和外贸环境趋弱带来的冲击，提高赤字率，发放消费券或以现金引导消费，完善中低收

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支持中小微企业、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经济冲击降到最低。另一方

面，对于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

体行业的支持政策，强化企业存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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