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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2：今年中国出口
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

受外需疲软影响，2023年亚洲地区出口集体

“失速”。前8个月日本出口额同比下滑5.81%，

韩国下滑12.35%，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

中国台湾出口额同比下降均超过10%。

不仅是高科技出口地区受挫，以初级工业品出

口为主、前两年表现突出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同样迈

入出口寒冬。今年前8个月越南出口下滑9.88%，

印度下滑6.89%，印度尼西亚下滑11.81%。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地区

的大部分出口最终流向发达经济体，因此，发达

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将对向其提供商品和服务出

口的亚洲经济体造成冲击。

横向来看，虽然今年前8个月中国出口总额

同比下滑5.4%，但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

降幅最低。面对全球需求疲软为亚洲带来的系

统性影响，中国出口展现出了明显强于其他亚洲

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

图景3：中国出口
占全球份额高于疫情前水平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总

额快速增长。2022年中国全年出口3.59万亿美

元，是 2001年的 13.5倍，2009年起中国成为世

界第一出口大国并维持至今。

伴随着出口额的高速增长，中国出口占全

球的份额也一路上升，2005年为 7.2%，2019年

增至 13.1%（图2）。三年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展

现出强大韧性，出口份额进一步攀升，2020年至

2022年分别为14.7%、15.1%和14.4%。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话语权不断增大，

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22年中国制造业出口

额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1.72%，比2019年

提高3.51个百分点。

2023 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为

13.9%，虽小幅下跌，但纵向来看仍高于疫情前

2019年的水平。中国过去三年出口份额的提

升，一部分受益于疫情下部分国家生产的停滞，

随着疫情后全球生产和贸易恢复，出口份额略

有回落也属正常现象。剔除疫情带来短期出口

波动，中长期来看中国出口份额仍处于稳中上

升趋势，具有强大竞争力。

图景4：量价背离之下
出口量反弹创新高

与去年四季度量价齐跌引发的出口下滑不

同，2023年虽然中国出口金额仍在下滑，但出口

量已转跌为涨，率先反弹。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中，近2/3的品类2023年以来

出口数量增幅超过出口金额增幅。出口的量价

背离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无须对中国当前的出

口过度担忧。

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副

主任朱鹤的测算，对于今年8月和9月的出口额

同比增速，出口的数量效应分别贡献了 8个和

10.1个百分点，而价格效应则分别贡献了-13.5
和-13.4个百分点。价格下跌是带动出口额增

速走低的主要力量。

主要出口商品中，今年因价格下跌导致量价

背离较为明显的包括钢材、鞋帽纺织、家电等。

例如今年前 10个月，中国纺织原料出口吨

数同比增长9%，出口总额同比下降5.3%。出口

价格的下跌，也反映出全球需求疲软的背景下，

出口商为保证现金流而“价格内卷”。浙江某纺

织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觉得利润薄

了就不做了，但今年由于内外需下滑，感受到手

里缺钱，愿意赶紧出货换现金维持生存，这就造

成了行业的价格内卷。”

港口吞吐量数据同样可印证出口的量价背

离，出口量已率先出现反弹趋势。根据交通运

输部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

增长 10.1%，远超出口金额的增速。单月来看，

今年下半年外贸货物吞吐量增速快速上升，达

到了近两年的最高水平（图3）。这一定程度上

表明，中国出口形势正逐步好转，出口总额有望

逐步企稳回升。

图景5：东盟取代美欧
成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2023年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走势

出现分化，出口增长地区集中在俄罗斯和“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其中，对俄罗斯的出口上涨

52.2%，对非洲出口上涨8%，对哈萨克斯坦出口

增长 53.6%，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增长 66.4%，

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增长28.7%。

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金额，比如美国、欧盟、东盟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

降。此消彼长中，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发生轮替。

以2023年前10个月的数据计算，东盟承接

的中国出口比例为 15.36%，东盟一举超过欧盟

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单一国

家来看，美国仍为中国最大出口国，但中国对美

国的出口比例已下降至14.86%，较2018年时下

降了4.4个百分点。

其他主要出口地中，过去几年中国对拉美和

非洲的出口额增速较快。今年前10个月，非洲承

接的中国出口金额超过日本，排名上升至第6位。

图景6：民企接棒外资
成为出口主力军

从企业性质来看，今年前10个月，国有企业出

口金额同比减少5.6%，民营企业同比减少0.3%，外

商投资企业同比减少14.9%。外资企业出口下降

构成了对今年中国出口数据的最大拖累，民营企业

出口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表现坚挺。

外资企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外贸的第

一大主体，外企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出口产

生影响。但随着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民营

企业已接棒外资，成为中国出口主力军。

2016年，民营企业出口额超过外资企业，并

在随后年份中占比逐渐提高（图4）。2023年民营

企业出口份额提升至 61.56%，十年提升了近 21
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

占比降至28.93%，较十年前下降了17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在出口份额中占比的大幅提升，有

利于避免中国出口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而产生大

幅波动，进而提高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图景7：汽车业扛大旗
消费电子、纺织业出口走弱

今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的走势呈现“冰火两

重天”。汽车工业出口延续迅猛增势，表现惊

艳。依据海关统计口径，今年前10个月，中国汽

车出口829亿美元，同比增长77.9%，在国内出口

商品中的份额，由去年的 1.67%提升至 2.96%。

新能源汽车的增速更是令人称道，今年前10个月

出口 3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出口份额由

0.67%提升至1.24%。

贡献我国近6成出口额

的机电类产品，今年前10个

月出口金额同比减少3.3%，

其中，通用机械设备、电工

器材等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长。受外需和电子

信息行业的下行周期压力，消费类电子出口大幅

下滑，手机出口额下滑8%，电子元件下滑11.2%，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下滑22.5%。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减少13%。我国高

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地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出口下

滑一定程度上受到欧美地区对相关领域技术封

锁的影响。

其他主要出口商品中，农产品、食品、家用电

器类出口相对稳定，纺织类产品出口额同比下滑

10个百分点左右。

图景8：
高附加值产品加速“出海”

将时间跨度进一步拉长，可以更清晰地呈

现出，在中国出口规模一路攀升的过程中，出口

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互相促进，共同推动

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提升。

从技术密集度来看，劳动密集型商品在出口

总额中的占比一路走低，由2014年的43.7%降至

当前的37.1%；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

则从十年前的51.4%升至56.2%（图5）。

这一出口结构的变化，显示出中国出口商

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升高，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

易中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从重“量”到重“质”，

展现了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2020至 2022年，中国出口“新三样”电动载

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出口额分

别上涨 16.63倍、2.9倍和 1.42倍，成为中国出口

新的增长极。

图景9：一般贸易占据主导
加工贸易被取代

从贸易方式来看，中国一般贸

易的出口逐步占据主导。在全球价

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往往更

依赖加工贸易，即通过对进口的中

间产品进行加工和组装后再出口的

贸易。加工贸易产业附加值低、利

润薄、可替代性强，在外需不足时更

易遭受冲击。

相比之下，一般贸易囊括了产业

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自主权更大。

2011年中国一般贸易的出口份额首次

超过加工贸易，随后二者差距逐渐拉

大。2023年前10个月，中国一般贸易

的出口占比已提升至64.61%，加工贸

易的出口比例萎缩至 20.82%（图6）。

这一变化趋势也映衬出了外贸企业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升级。

一般贸易方式下，出口受海外经济波动影

响较小，安全性更高。今年前 10个月中国出口

总额中，一般贸易出口仅下降 4%，而加工贸易

的出口降幅却高达 13.7%。出口结构的优化大

大提升了中国出口的韧性。

图景10：承接产业转移
中西部省份出口爆发

以人民币计价，2020年至 2022年，中国内

地 31个省级行政区中，除甘肃外均实现了出口

额的正增长，出口增速前10名中，8个为中西部

省份（图7）。其中，海南省和江西省的出口增幅

双双突破100%，分别为110.23%、103.77%。

凭借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并大力发展新动

能，中西部省份迎来出口增长的黄金期，出口金

额占全国出口的比重由 2019年的 17.88%提升

至2022年的20.49%。当前，内地省份的经济发

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市场，出口额的高速增长

有望在未来贡献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中西部省份的出口增长背后也

不能忽视其结构性风险。在今年全国出口金额

下滑的背景下，中西部省份的出口降幅明显高

于东部省份。

今年前 10个月，东部 13个省级行政区（含

东北）中，9个行政区出口额同比上升；而在中西

部的 16个省级行政区中，出口额上升的仅有 6
个；中部 6省中，更是除了安徽仍保持出口增长

外，其余5省出口金额全部下滑。

在实现了出口额的快速增长后，如何优化

产业结构，着力打造优势出口产业，提高出口产

业抗击全球经济和需求下滑风险的能力，是中

西部省份商品出口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视角下中国出口：十大图景刷新你认知

证券时报记者 范璐媛

中国货物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接近 20%，

出口数据的波动时刻撩拨着市场神经。今年以

来，随着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回落，

市场对于外贸景气度乃至经济活力的讨论也多

了起来。记者发现，很多担忧的声音都是建立

在绝对值变化的单一衡量维度之上，依据市场

上一些零碎的数据和声音而得出的片面结论，

缺乏全局视角。

因单一数据承载的信息量有限，要全面客

观看待中国出口，不能脱离对全球经济形势、地

缘环境变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进行综合分析。

外部环境来看，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势

头不稳，外需走弱，价格下跌，全球出口遭遇负

增长。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需求不足，

导致了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集体走弱。日韩的

出口更是在更早时就出现走弱迹象。

回看加入WTO以来的外贸数据，中国出口

额曾在 2009年及 2015和 2016年出现过同比下

滑。与当下时点有一定的相似性，当时全球经

济同样面临了因外需不足导致的出口集体走

弱。彼时不少市场人士担心，中国出口大量依

赖外资，出口市场对美国和欧盟也依赖度很高，

全球经济下滑会使中国出口陷入长期困境。

然而事实上，虽然 2009年我国出口金额同

比下滑了11.2%，但占全球份额却比上一年提升

了0.8个百分点，中国也在这一年正式成为全球

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5至2017年全球贸易衰

退，中国的出口降幅远低于全球整体水平。2020
年后，中国出口份额迎来了新一轮提升。在过去

中国出口受到外部环境拖累时，均能通过自身强

大的出口韧性渡过难关。

与前两次中国在全球贸易衰退下遭遇的出口

下行相比，当前中国无论是在出口结构、产品附加

值、出口地均衡度上均展现出更强的韧性。2011
年后，加工贸易让位于一般贸易，2016年后，外企

出口让位于民企出口，2018年以来中国对第一大

出口地的市场依赖程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种种

结构变化表明，中国出口结构一路朝着出口附加

值更高、产业链更长、出口风险更低的方向发展。

全面客观看待当下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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