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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中国哪些行业出口份额的提升可以保留？ 

2021 年 1-2 月出口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景气度，剔除基数效应影响后，出口依然旺盛。受益

于海外多国疫情反复，生产端恢复较慢而需求强，我国部分行业出口额大幅增加。而随着疫苗接种

速度和范围逐步提升，疫情拐点渐进，提升的行业份额哪些可以较大程度地保留？本篇报告就此展

开分析。 

一、2020 年以来中国出口表现持续超预期 

全年来看，2020年出口增速为3.65%，较2019年上升3.13个百分点，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也显著

上升。2021年1-2月出口延续了去年4月以来的高景气度，从绝对值来看，出口累计金额4688.7亿美

元，仍处于历史高值，2020、2021年年均复合增速为15.19%。 

图表 1：主要经济体各月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 

 

注释：全球出口额为所收集到的 75个经济体出口总额 

来源：WTO，新华财经 

国内外疫情时间点错位和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坚决有效、生产端最先修复是出口呈现较强韧性

的主要动因。去年一季度，疫情首先冲击中国，出口金额和全球份额均出现下滑，我国迅速采取

强有力的防控举措。二季度以来，随着防控措施稳步推进，我国疫情逐渐平复，但海外疫情出现第

一波暴发，主要经济体由于防控力度有限，工业生产出现停滞，进而增加了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

三季度之后，海外疫情出现阶段性好转，我国出口小幅转弱。四季度，美欧多国暴发第二波疫情，

疫情反复使得海外生产端恢复时间再次推迟。得益于财政刺激补贴政策，海外发达经济体的终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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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未像工业生产一样疲弱，截至当前美欧等国居民消费需求已经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但部分国

家生产仍处于低位，整体呈现出生产弱而需求强的特征。 

图表 2：中国生产恢复好于需求（%） 图表 3：美国需求恢复好于生产（%） 

  

来源：wind、新华财经 来源：wind，新华财经 

 

图表 4：欧盟生产和需求基本恢复（%） 图表 5：日本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速明显回升（%） 

  

来源：wind、新华财经 来源：wind，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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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1、中国内地替代了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份额？ 

从区域视角看，我国主要替代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份额。以2019年为基准情形，我们

计算了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2020年Q2-Q4出口份额的变动情况。其中，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占全球出

口的比重较2019年提升2.10%，中国香港、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荷兰分别上升0.35、

0.20、0.05、0.02、0.01、0.01个百分点，其余国家份额均出现下滑，美国、欧盟、俄罗斯下降最

为严重。整体来看，疫情以来我国在出口替代上主要表现为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挤占，而以越南

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由于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工业生产受冲击小，替代效应并不显著。此外，

虽然韩国、日本等国疫情也较为严峻，但出口份额仅小幅下降，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其出口产品的可

替代性相对较低有关。 

图表 6：2020 年 Q2-Q4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份额变动情况 

 

来源：WTO，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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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角度看，防疫物资、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耐用消费品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增量贡献。

以海关HS二级分类为准，我们计算了2020年Q2-Q4中国货物出口金额前二十大行业份额变动情况，

这二十大行业占总出口额接近85%，具有较强代表性。以2019年为基准，2020年4-12月，出口占比

变化最大的分项为其他纺织制成品（1.87%）、电机音像设备(0.61%)、特殊交易品(0.6%)、家具寝

具(0.42%)、塑料及其制品（0.42%）等。其中，受口罩、输氧设备等防护物品需求拉动，防疫物资

-1% 

-1% 

0% 

1% 

1% 

2% 

2% 

3% 

中
国 

香
港 

越
南 

马
来
西
亚 

印
度
尼
西
亚 

巴
西 

荷
兰 

澳
大
利
亚 

韩
国 

菲
律
宾 

泰
国 

新
加
坡 

比
利
时 

意
大
利 

墨
西
哥 

日
本 

印
度 

加
拿
大 

德
国 

英
国 

法
国 

俄
罗
斯 

欧
盟 

美
国 



 

6 / 10 

相关行业（其他纺织制成品、塑料及其制品、光学医疗设备、杂项化学制品）份额提升明显，出口

份额变动前十大行业中有四项属于该类。电机音像设备、家具寝具、玩具增幅次之，主因宅经济下

信息化产品消费驱动与海外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需求上升所致。除此之外，运输设备（以车辆及其

附件为主）出口份额也小幅提升。 

图表 7：2020 年 Q2-Q4我国出口金额较高的行业变动情况 

 

来源：UN Comtrade，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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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美国自华进口前十大行业份额变动情况 

 

注释：横轴为 2020 年 Q2-Q4美国自华进口 A产品占自全球进口份额，纵轴为较 2019年相比变动情况。 

来源：UN Comtrade，新华财经 

 

图表 9：欧盟 28国自华进口前十大行业份额变动情况 

 

注释：横轴为 2020 年 Q2-Q4美国自华进口 A产品占自全球进口份额，纵轴为较 2019年相比变动情况。 

来源：UN Comtrade，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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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日本自华进口前十大行业份额变动情况 

 

注释：横轴为 2020 年 Q2-Q4美国自华进口 A产品占自全球进口份额，纵轴为较 2019年相比变动情况 

来源：UN Comtrade，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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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及其制品、洗涤剂、锡及其制品比较优势虽逐年上升，但2019年RCA值小于1，此类行业增加的

份额疫情后恐难以为继。 

图表 11：重点行业中国 RCA 值变化情况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毛皮、人造毛皮及其制品 2.15  3.11  3.06  3.54  4.00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 3.29  3.51  3.73  3.64  3.77  

杂项制品 2.18  2.29  2.33  2.36  2.47  

贱金属工具 1.71  1.70  1.80  1.82  1.85  

玻璃及其制品 1.67  1.67  1.68  1.66  1.71  

钢铁制品 1.55  1.51  1.54  1.59  1.67  

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 1.46  1.57  1.54  1.61  1.64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1.45  1.33  1.32  1.51  1.56  

树脂及其他植物液 1.30  1.37  1.47  1.42  1.42  

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 1.24  1.27  1.30  1.39  1.39  

铝及其制品 1.06  1.03  1.01  1.08  1.11  

塑料及其制品 0.86  0.87  0.90  0.94  1.00  

洗涤剂、润滑剂、人造蜡、塑型膏等 0.44  0.45  0.46  0.50  0.52  

锡及其制品 0.09  0.10  0.08  0.10  0.18  

蚕丝 3.84  4.06  4.10  4.02  3.65  

其他纺织制成品 3.15  3.25  3.25  3.25  3.14  

家具;寝具等;灯具 2.97  2.85  2.85  2.86  2.80  

非针织钩编的服装 2.58  2.74  2.72  2.56  2.32  

棉花 2.09  2.20  2.08  2.02  1.90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 1.85  1.83  1.82  1.85  1.82  

乐器及其零件、附件 1.95  1.94  1.89  1.83  1.81  

铁道车辆;轨道装置;信号设备 2.32  1.58  2.26  2.49  1.74  

烟火制品 1.56  1.55  1.47  1.68  1.48  

锅炉及机械器具 1.36  1.38  1.42  1.44  1.38  

编结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品 0.97  1.00  1.04  1.06  0.99  

光学医疗等设备 0.98  0.95  0.93  0.89  0.87  

钟表及其零件 0.74  0.80  0.71  0.69  0.69  

杂项化学产品 0.56  0.59  0.66  0.66  0.60  

照相及电影用品 0.58  0.55  0.57  0.55  0.52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0.34  0.34  0.36  0.37  0.36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饲料 0.27  0.31  0.29  0.30  0.28  

天然或养殖珍珠、贵金属及制品等 0.35  0.25  0.21  0.24  0.24  

锌及其制品 0.26  0.15  0.10  0.10  0.14  

药品 0.10  0.11  0.11  0.12  0.11  

软木及软木制品 0.10  0.10  0.09  0.09  0.10  
 

来源：UN Comtrade，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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