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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商品供应风险及应对分析 

短期来看，我国商品进口风险主要来自科技领域、能源

及矿产资源，粮食安全无忧。 

1.技术类：半导体、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航天器、光

学影像和发动机等高新技术产品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的

技术进口，制造芯片、半导体所使用的关键原料和设备对外

依存度达80%。我们认为，若想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一是要强化原始创新，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二是

加大对技术企业的融资支持，引导资金等各方面社会资源优

先进入关键技术，发展以权益为代表的资本市场。 

2.能源类：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虽然较高，但供

应格局多元化，进口风险主要来自运输风险。要维护能源供

给的安全稳定，一方面需通过分散石油运输路径，加强陆上

管道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发展清

洁能源，保障能源供给安全。 

3.矿石资源类：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

发展，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急剧增长，但供给不足，对外依

存度逐年提高，加之一些矿产资源全球分布集中度较高，矿

石资源供给安全愈发严峻。建议加大对西部矿业发展的投

入，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矿业投资，提高勘探和开发能力，

降低成本。 

4.粮食类：2019年中国粮食进口1.06亿吨，其中大豆进

口8851万吨，谷物及谷物粉（玉米、高粱、大麦等粗粮）1785

万吨，基本用作动物饲料。同期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

米）的自给率保持在90%以上，人民的基本口粮短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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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商品供应风险及应对分析 

短期来看，我国商品进口风险主要来自科技领域、能源及矿产资源，粮食安全无忧。主要表现

为： 

1.技术类：半导体、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航天器、光学影像和发动机等高新技术产品高度依

赖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进口，制造芯片、半导体所使用的关键原料和设备对外依存度达80%。我们

认为，若想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一是要强化原始创新，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二是

加大对技术企业的融资支持，引导资金等各方面社会资源优先进入关键技术，发展以权益为代表的

资本市场。 

2.能源类：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虽然较高，但供应格局较为多元化，进口风险主要来自

运输风险，特别是在地缘局势升温的当下，我国获取能源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要维护能源

供给的安全稳定，一方面需通过分散石油运输路径，加强陆上管道建设，降低对海上航线的依赖；

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我国“富煤、少油、有气”的资源禀赋，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发展清

洁能源，保障能源供给安全。 

3.矿石资源类：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急剧增长，

但供给不足，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加之一些矿产资源全球分布集中度较高，矿石资源供需矛盾不

断加剧。建议加大对西部矿业发展的资金投入，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矿业投资，提高勘探和开发

能力，降低成本。 

4.粮食类：2019年中国粮食进口1.06亿吨，其中大豆进口8851万吨，谷物及谷物粉（玉米、高

粱、大麦等粗粮）1785万吨，基本用作动物饲料。同期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的自给率保

持在90%以上，基本口粮短期无忧。 

一、四大类商品风险程度各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地缘政治、安全、外交、科技等多个领域均面

临外部打压，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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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势力不断

抬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与之相关的技术、粮食、能源

和资源四大类商品进口风险进行分析，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进

口来源国供应风险和商品的对外依存度和自给率，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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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进口来源国供应风险方面，我们遵循既有的研究方法，从产品、国别两个视角，对我国

进口供应链的风险进行观察。进口来源地上，我们选取了2018年我国进口的前十大来源地（因数据

库中缺少中国台湾数据，未考虑该地区）。产品方面，我们基于HS-4位码数据，选取四大类商品中

有代表性、进口金额较大的商品整理分析，计算在各类进口商品中，各个国家进口金额占进口总额

比重。 

第二，商品的对外依存度和自给率方面，通过“对外依存度=当年进口量/当年国内消费量”和

“自给率=当年产量/当年国内消费量”计算。 

图表 1：各类进口商品中，9个主要国家占比（单位：%） 

  
进口总额 

（亿美元） 

韩

国 

日

本 

美

国 

德

国 

巴

西 

越

南 

俄罗

斯 

澳大

利亚 

马来

西亚 

半导体及相关产业 4082  23  8  4  1  0  2  0  0  8  

石油 2392  0  0  3  0  7  0  16  0  2  

铁矿 750  0  0  0  0  24  0  0  60  0  

天然气 500  1  0  4  0  0  0  1  23  5  

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 436  10  22  12  20  0  1  0  0  1  

黄豆 381  0  0  19  0  76  0  1  0  0  

光学影像、检测医疗器械及

部件 
308  3  14  26  18  0  1  0  0  1  

航空器、航天器以及零件 304  0  0  54  13  0  0  0  0  0  

机动车辆及附件 293  8  27  7  32  0  1  0  0  0  

医药产品 279  1  4  17  25  0  0  0  3  0  

纸制品及原料 240  0  4  14  0  21  0  5  1  0  

煤炭 196  0  0  2  0  0  0  13  53  0  

化工产品 181  8  20  21  8  0  1  0  0  3  

发动机类 99  3  13  42  5  0  0  0  0  0  

棉花 99  1  2  11  0  4  22  0  9  1  

铝及其制品 25  0  5  33  2  0  0  0  7  2  
 

来源：UN Comtrade，新华财经 

1.技术类：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欧美等国 

我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大部分处于中

低端，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部分商品包括半导体、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航天器、光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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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动机等高新技术产品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进口。如用来制造芯片的高端光刻机由荷

兰的ASML主导，光刻机的镜片技术由德国掌握；应用于精密机床的主轴承，我国在技术上与发达经

济体相差甚远，仍依赖于日本、德国进口。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调查，我国技术市场近年来呈现本土化趋势，但不同行业程度各异。我

国在高铁、电动汽车、光伏面板等领域占据国际领先地位，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而在

半导体、飞机制造等行业仍旧依赖进口。从核心原料和设备进口依赖度看，制造芯片、半导体所

使用的硅片、SOI、光刻胶95%依赖于进口，而CMP材料、靶材、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对外依依存

度也都高于80%，一旦断供，相关产业链运转将都难以维系。以最近华为芯片断供为例，据韩媒

TheElec报道，2021年华为手机出货量预计仅为2020年的26%。 

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日益紧张，部分技术领域进口受到美国等国封锁。例如，美国先后对中

兴和华为实施技术封锁，禁止美国企业向其提供零部件和技术，将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美国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阻止荷兰半导体巨头阿斯麦尔(ASML)向中国公司出售光刻机。此外，德国将

欧盟以外的外资并购德企审查门槛从 25%股权下调至 10%，主要涉及安全领域相关公司。由此可见,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在当今中国已刻不容缓，应聚焦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补齐供应链短板，扭转高新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 

图表 2：我国部分关键原料和设备对外依存度（单位：%）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新华财经 

2.粮食类：国内主粮保障充分，进口风险主要来自黄豆 

在粮食类商品中，黄豆进口格局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巴西（占比75%）和美国（占比18%），

2018年二者进口金额占到该类商品进口总额的93%。大豆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主要用于压榨加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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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80%的加工成为豆粕，是重要的动物饲料。2019年我国大豆的需求量在1.1亿吨左右，年产量却

只有1800吨，约85%的大豆都依赖进口。而同期的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的自给率却保持在

90%以上。 

2019年，我国三大主粮的总供给（当年产量+上年末库存）达到当年消费量的1.6倍，库消比约

为64%，仅靠库存即可维持半年以上的消费需求。从粮食进口总量看，2019年粮食进口1.06亿吨，

其中大豆进口8851万吨，谷物及谷物粉（玉米、高粱、大麦等粗粮）1785万吨，基本用作动物饲料。

也就是说，我国粮食产量短期内具有保障、储量也能在较长时间内满足自给需求，粮食缺口主要

由动物口粮组成，人民的基本口粮短期无忧。 

图表 3：2019年主要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自给率 

 
消费量（亿吨） 进口量（亿吨） 产量（亿吨） 对外依存度（%） 自给率（%） 

玉米 2.79 0.05 2.61 1.72 93.47 

稻谷 2.03 0.03 2.10 1.61 103.26 

小麦 1.28 0.03 1.34 2.73 104.37 

大豆 1.04 0.89 0.18 85.11 17.40 
 

来源：wind，新华财经 

3.能源类：供给格局多元化，进口风险主要来自运输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8%，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据19%

和8%的比例，水电、核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从进口来源地看，原

油和天然气的供给处于多元竞争格局，2018年有45个国家向中国出口原油，俄罗斯占据首位，占该

项进口总额的15.84%。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天然气供应国,约占中国天然气进口量的23.14%。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源以煤为主的国家之一，煤炭资源丰

富，分布广泛，自给率超过95%。 

图表 4：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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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019年我国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 

  消费量 进口量 产量 对外依存度（%） 自给率（%） 

煤炭（亿吨） 40.39  3.00  39.70  7.43  98.29  

原油（亿吨） 6.96  5.07  1.91  72.88  0.27  

天然气（亿立方米） 3067.00  1322.00  1761.74  43.10  0.57  
 

来源：发改委，wind，新华财经 

从进口依赖度看，中国原油产量在 2015年达到峰值，但在随后的三年中连续下滑。2019年虽

出现拐点，但产量仍低于 2亿吨生产红线。2009-2019年间我国原油产量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0.08%，

但消费量达 6.20%，国内产量增速跟不上需求，使得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升，从 2009 年

的 53.37%升至 2019年的 72.88%。天然气方面，受到“煤改气工程”持续拉动，近几年天然气消费

量持续增长。与原油不同的是，国内天然气开发进入景气周期，2019年国内天然气产量 1762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 9.9%；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 30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4%，对外依存度小幅回落。 

图表 6：石油对外依存度 图表 7：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来源：wind、新华财经 来源：wind，新华财经 

总体来看，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虽然较高，但供应格局较为多元化，进口风险主要来

自运输风险，即海上运输风险。虽然我国通过建设中哈石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

道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但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70%进口油品仍需通过马六甲海峡，安全风

险较为突出，特别是在地缘局势升温的当下，我国获取能源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图表 8：跨境原油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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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歌地图，新华财经 

4.矿石资源类：矿产资源需求急剧增长，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持续旺盛。从进口规模看，2018年铁矿石

是我国进口金额最高的的矿石资源。当前，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亦是世界上铁矿石资源最为丰

富的国家之一, 但由于中国的铁矿石以贫矿居多，提炼铁矿石的成本高于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因而

国内铁矿石供应无法满足国内的钢铁生产需求，对进口铁矿的需求逐年递增，2018年我国铁矿石对

外依存度超过80%。从全球铁矿储量来看，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巴西三国的总储量占全球储量的一

半以上，其中澳大利亚和巴西是我国铁矿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合计进口总额占该项总进口额的比重

为84.49%。 

此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矿石资源的需求仍将

持续高位，特别是一些用量相对较小的战略性矿产（如稀土、钴、锂、镍等）面临对外依存度和进

口集中度较高的问题。例如，目前我国80%钴以及70%的锂、镍资源都依赖进口，且资源分布呈现寡

头垄断特征。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锂资源储量约为1600万吨，主要分布在

智利、中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四个国家占储量总量的96%。从总量上看，我国锂资源总量为世

界第二，但禀赋不佳，利用率相对较低，产能只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智利，2017年二者锂产量分别

为18700吨、12000吨，合计占全球产量的76.2%。钴资源集中度同样较高，2017年全球钴资源储量

约为710万吨，主要分布在刚果和澳大利亚，分别达到49%和16.8%。产量方面，刚果是钴资源产出

大国，2017年钴产量约为6.4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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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国矿石资源供给面临诸多问题，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急剧增长，供给相对不足，

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且一些矿产资源分布集中度较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供

需矛盾将愈发严峻。 

图表 9：全球锂资源储量分布 图表 10：全球钴资源储量分布 

  

来源：wind、新华财经 来源：wind，新华财经 
 

二、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科技、粮食、能源和资源四大类商品分析，我们认为短期来看商品进口风险主要来自科

技领域、能源及矿产资源，粮食缺口主要由动物口粮构成，三大主粮在产量上具有保障，储量亦能

在较长时间内满足自给需求，人民的基本口粮短期无忧。 

1.强化技术创新，加大对技术企业的融资支持 

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仍受制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若想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从

资金投入角度看，一是要强化原始创新，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

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由于基础研究并不直接向社会提供新产品，而是向社

会提供新方法、新知识、新原理，因而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政府投入，

而我国在这部分上的资金投入与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仍有差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为2.15%，同期日本经费投入强度为3.21%，美国为

2.79%。二是可引导资金等各方面社会资源优先进入关键技术，发展以权益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让

芯片等关键技术企业能够享受到更高的估值溢价和更为便利的融资手段。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

改革持续推进，在关键性制度建设中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注册制的科创板推出为广大科技型企业

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指出，凡是属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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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

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

将科创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

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从政策角度看，一是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国产替换。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仍处于弱势地

位，世界话语权仍然较弱，若想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最关键的是下

游需求要能达到基本的投入产出盈亏平衡点。二是要激发人才活力，提升薪酬水平。从理论上说，

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其工作积极性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科研人员的收入分配制度与激励机制是

制约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科研工作人员薪酬待遇与其他行业相

比，一直处于偏低水平。2013-2019年科研服务从业者的年均工资增速不到8%，处于全行业中间位

置。此外，在薪酬的实际分配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如科研经费中缺少合理的劳动力补偿机制

等，这些都将影响到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 

2.分散石油运输路径，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 

要维护能源供给的安全稳定，一方面需通过分散石油运输路径，加强陆上管道建设，降低对

海上航线的依赖。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重点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能够进一步保

障我国能源供给安全。中国-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的瓜德尔港临近波斯湾，瓜德尔港通航意味着中东

通往中国的的运输航线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降低受地缘政治产生的风险影响。 

另一方面，也需适应我国“富煤、少油、有气”的资源禀赋，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发

展清洁能源，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因此，未来我国应加大天然气的勘探开发能力，加大天然气资

源利用的力度，全面加强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我国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占比，降

低原油、煤炭比例。发达国家目前已有成熟经验可循，20世纪初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的能源结构相

似，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比例达80%，在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后，美国积极推进天然

气替代煤炭行动，页岩气革命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美国能源市场格局

已经转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19年版《世界能源统计评论》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的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为23亿吨标准油，石油占比排名第一，为39.98%；天然气排名第二，为30.54%；煤炭排名第

三，下降至13.78%。此外，应积极发展壮大风电、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和储能技术应用，加强

能源供应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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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对西部矿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投入 

为降低对海外矿石资源的依赖，应加大西部地区的资源开采力度。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富集区，

我国60%矿产资源分布在西部地区，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59种矿产中，西部地区有143种。国家确

定需要储备的8种战略储备矿种（石油、铜、锰、铬、镍、钴、铂、钾盐）绝大多数也都分布在西

部地区，如西部钾盐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99.6%，镍占80%以上，铬占89.4%，锰占60%以上，铜占49%。

然而，我国西部地区因历史和气候的原因，生态环境较差，存在开产难度大、规模化生产的性价比

较低等挑战，应鼓励企业加大对西部矿业发展投入，同时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勘探和开发能力，降

低成本。 

第一，建议加强相关政策落实，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矿业投资。当下，我国矿业经济效益

有所改善，矿产品产量稳中有进，但经济效益的转好并没有为矿业投资增加带来增长动力，矿业投

资意愿不强、矿业权市场活力不足等问题仍旧存在。第二，加强勘探和开发能力，提高生产力，

降低成本。从开采技术来说，我国部分矿石资源勘查与开发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差甚远。以钴

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刘彬等学者的研究报告《中国钴资源产业形势与对策建议》指出，我国国内每

吨钴的生产成本为10-15万元，而国外钴生产企业注重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钴的生产成本不超

过每吨2000美元，成本优势远高于我国，加之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错弱，将加剧

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因此，短期内恐难以扭转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成本高，国际竞争力不足的局面，

但考虑到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长远发展及矿石资源安全，加强勘探开发和开发能力与提高市场化程

度将是长期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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